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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為國內具高經濟價值之果菜類蔬菜，由於夏季平地高

溫不適合其植株生長發育，因此需於中海拔地區進行生產，而

中部山區為國內夏季主要辣椒產區。進行夏季山區生產之農友

多於 3-7 月進行田間定植，5-10 月為主要採收期，然此時為國

內颱風好發季節，常對辣椒生產造成嚴重威脅。在風災後進行

正確的復耕復育措施，可減緩颱風豪雨後農友之經濟損失。辣

椒主要為露天栽培，連續降雨，使土壤水分含量過高，易造成

辣椒裂果嚴重，災後應盡速排除田間積水並停止灌溉作業。辣

椒栽培過程中須立支架進行植株固定，如因強風造成支架或植

株倒伏，災後應盡速扶起並固定。災後高溫多濕環境，常誘發

炭疽病嚴重發生，使辣椒失去商品價值。炭疽病可感染辣椒葉

片、枝條以及果實等部位。為避免炭疽病擴散，災後應落實田

間衛生管理，盡速清除死亡植株、落果及已感染炭疽病之果實，

以降低病原菌密度。災後待植株狀態穩定後，可依植株生長情

形進行合理化施肥，並保持植株良好通風，同時參考植物保護

資訊系統推薦用藥進行炭疽病防治，應可減緩炭疽病發生。農

友若以正確觀念進行復耕復育，將可有效降低辣椒在風災後經

濟損失，並盡速恢復生產。

強化氣象資訊運用與發展低碳農業研討會紀實

夏季山區露天栽培辣椒在颱風
豪雨過後之復耕復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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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中華農業氣象學會及中華氣候變遷暨農業發展學會於 112 年 9 月 20 日假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強化氣象資

訊運用與發展低碳農業研討會」，活動現場並邀集多位相關業者擺設農業氣象博覽會攤位，逾 100 位貴賓共襄盛舉。

農業部積極規劃於 2040 年完成淨零排放目標，並以減量、增匯、循環與綠趨勢為 4 大主軸，期望藉由推動跨單位合作降

低碳排放量，與全球同步共同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農業衝擊與經濟損失。氣象對於農業生產、太陽能或風力發電效益皆有直接

性影響，在相同的碳排放生產條件下，運用完善的氣候監測與預報，可助於減災、防災，以減少損失或增加生產效益，拉高單

位面積產品產量或產值，進而降低碳排放密集度，因此強化氣象資訊運用與發展低碳農業密不可分。

研討會邀請楊藹華博士、繩田榮治 (Eiji NAWATA) 教授及許晃雄特聘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氣候變遷下臺灣花生栽培

及育種、泰國玉米、樹薯及甘蔗產業所受之影響，並推估臺灣可

能受到均溫上升、季節差異弱化、雨量增強與災害頻率增加等趨

勢。

本次研討會內容分為「低碳農業發展與應用策略」、「綠能、

能源自主與綠色經濟」及「氣象資訊運用與低碳農業」三個主題

進行專題報告，分享當前的具體作為及低碳農業生產效益，以促

進農業減碳的具體作為落實與農業減碳政策推動。研討會尾聲，

與會來賓踴躍提問與發表相關見解，與主持人及講者充分進行意

見溝通，為研討會畫下圓滿的句點。  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與會貴賓大合照

 風災過後，高溫多濕造成辣椒炭疽
病發生嚴重

 災後應落實田間衛生，盡速清除
死亡植株及落果

土壤有機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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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機質是大家熟悉的名詞，但給出統一定義和

化學成分不容易，一般而言，土壤有機質泛指以各種型

態存在於土壤的含碳有機物，科學上分類為有機殘體與

腐植質。

土壤有機質源於植物、動物及微生物殘體，其中高

等植物是主要來源，在不同氣候、植被下，有機質積累

含量有很大的差異。在農耕土壤，自然植被已不存在，

土壤有機質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管理過程投入的有機物

( 綠肥、堆肥等 )、作物根系和其分泌物及殘體。分析本

場土壤肥力分析服務資料庫，中、彰、投地區土壤檢測

數據顯示，耕地土層有機質含量一般在 30 g/kg 以下，

高於 30 g/kg 者，其比例以南投縣最高，臺中市次之，

彰化縣最低，相較過去臺灣農田肥力調查結果，有機物

含量在 3% 以上者僅佔耕地土壤 8%，有顯著增加現象。

中、彰、投地區表、底土平均土壤有機質含量為 2.68%、

2.18%、3.29% 及 2.27%、1.71%、2.70%，仍遠低於日

本的平均含量 5.7%。分析資料亦顯示，土壤有機質含

量皆表現出明顯的非對稱分布，耕犁層 ( 表土 ) 平均有

機質含量是底土的 1.17-1.27 倍。

土壤有機質是大部分土壤氮、磷與其他植物必需元

素的保存庫，故可藉土壤有機質含量評估土壤生產力的

高低。透過施用有機物 ( 綠肥、殘體回田、堆肥等 ) 或
草 生 栽

培、輪作

制度等維

持土壤有

機質在適

當水平，

有利作物

生長。  中部地區土壤有機質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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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機質是大家熟悉的名詞，但給出統一定義和化學成分不容易，一般而

言，土壤有機質泛指以各種型態存在於土壤的含碳有機物，科學上分類為有機殘

體與腐植質。 

土壤有機質源於植物、動物及微生物殘體，其中高等植物是主要來源，在不

同氣候、植被下，有機質積累含量有很大的差異。在農耕土壤，自然植被已不存

在，土壤有機質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管理過程投入的有機物(綠肥、堆肥等)、作物

根系和其分泌物及殘體。分析本場土壤肥力分析服務資料庫，中、彰、投地區土

壤檢測數據顯示，耕地土層有機質含量一般在 30 g/kg 以下，高於 30 g/kg 者，其

比例以南投縣最高，臺中市次之，彰化縣最低，相較過去臺灣農田肥力調查結果，

有機物含量在 3%以上者僅佔耕地土壤 8%，有顯著增加現象。中、彰、投地區

表、底土平均土壤有機質含量為 2.68%、2.18%、3.29%及 2.27%、1.71%、2.70%，

仍遠低於日本的平均含量 5.7%。分析資料亦顯示，土壤有機質含量皆表現出明

顯的非對稱分布，耕犁層(表土)平均有機質含量是底土的 1.17-1.27 倍。 

土壤有機質是大部分土壤氮、磷與其他植物必需元素的保存庫，故可藉土壤

有機質含量評估土壤生產力的高低。透過施用有機物(綠肥、殘體回田、堆肥等)

或草生栽培、輪作制度等維持土壤有機質在適當水平，有利作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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