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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蔬菜鹽化土壤改良案例設施蔬菜鹽化土壤改良案例

土壤鹽類累積是設施蔬菜常見問題之一，而鹽類累積會造成作物吸水障礙導致作

物生長不良甚至植株死亡，進而影響產量。本次鹽害土壤改良技術驗證於本場蔬菜栽

培設施進行，驗證深耕後加浸水處理之鹽害土壤改良效果。深耕處理使用曳引機搭配

小型三板犁 (長 120 公分，寬 60公分，高 106 公分 )進行深耕，耕犁深度為 30公分，

深耕後將土壤進行整平，進行後續浸水處理洗鹽步驟。將場域浸水 5日 (需淹過土壤

表面 3-5 公分 )，而後再排水曬田 2日，反覆操作 4次，共花費 28 日完成，每一次排

水後均調查土壤電導度及養

分變動。在經過深耕加浸水

處理後，土壤電導度從原本

1.16 dS m-1降至0.2 dS m-1，

而土壤磷、鉀、鈣及鎂含量

亦有明顯下降趨勢，雖仍較

參考值高，但田間植株生長

情形已漸回復正常。

「2023 亞洲生技大展」於 7 月 27 至 30 日止，一連

4天在臺北南港展覽館 1館展出，本場以「中早熟大豆新

品種桃園1號-金圓」為題，參與「植物栽培-安全生產」

主題之科研成果展示。

｀桃園 1號 -金圓’具有中早熟 (生育日數春作 108

日，秋作 98 日 )、高產 ( 春作 2,040 公斤 / 公頃、秋作

2,450 公斤 / 公頃 )、高蛋白質含量 ( 平均 41.9%) 且適

合機械化栽培等特性。種植至收穫時間短，可降低農民

春作收穫期遭遇颱風、豪雨及秋作收穫期受霪雨侵襲之

氣候風險，並為豆製品加工良好原料來源。大豆利用性

廣泛，參展期間受到許多民眾的關注，在主辦單位的安

排下，本展項參與舞台活動與參觀民眾互動，進行｀桃

園1號-金圓’育成經過、品種特性及未來產業應用說明。

本次生技大展，農業部設置「農業科技館」，以「動

植物健康」為主軸，設置「植物栽培-安全生產」、「產

業創新 - 量能躍升」、「動物飼育 - 精準健康」及「人

工智慧 -跨域應用」等 4大主題專區，合計展示 28項各

試驗改良場所、農業科技研究院以及與國內大專院校合

作之最新研發成果，展現科研成果產業化應用情形，以

提升我國農業科技的市場競爭力與拓展國際能見度。

作物改良科 林禎祥、李淑真 分機 214、234

2023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活動報導2023亞洲生技大展 - 農業科技館活動報導

▲｀桃園 1 號 - 金圓’育種者林禎祥助理研究員 ( 右
1) 向農業部陳駿季政務次長 ( 左 2) 介紹新品種育
成經過及品種特性

▲參展期間逐一解答參觀民眾的疑問並進行新品種介
紹

▲參與舞台活動與參觀民眾互動，進行｀桃園 1 號 -
金圓’育成經過、品種特性及未來產業應用說明

▲鹽害土壤改善後田間植株生育正常

▲利用浸水方式改善土壤鹽類累積

▲利用深耕方式將表、底土混合改善土
壤鹽類累積

設施蔬菜技術擴散

表 1、設施蔬菜鹽化土壤深耕加浸水後之調查結果

處理
酸鹼度
(1:1)

電導度
(1:5)

有機質 磷酐 氧化鉀 氧化鈣 氧化鎂

pH dS m-1 % ------------kg ha-1----------

改善前 6.7 1.16 8.6 858 3,701 9,870 3,200
深耕 6.9 0.74 9.1 704 3,100 9,368 2,964

淋洗

第一週 7.1 0.26 10.1 580 2,257 9,070 2,818
第二週 7.1 0.26 8.5 613 1,997 9,107 2,388
第三週 7.2 0.2 7.9 538 1,609 7,827 2,033
第四週 7.1 0.2 7.8 432 1,619 7,411 1,885
參考值 5.5-6.8 <0.6 >3 60-290 90-300 2,000-4,000 20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