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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壓差介紹
文圖 / 陳彥樺

文圖 / 陳鐶斌、林瑞家

▼  蒸氣壓差與溫度、濕度關係
的參考對照表

亞太地區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的科技、運用及政策回顧
國際工作坊參加簡記文圖 / 羅佩昕

113 年 5 月 8 日至 11 日於韓國首爾舉辦「亞太地區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的科技、
運用及政策回顧」國際工作坊，由韓國農協中央會 (NACF)、馬來西亞農業發展研究所
(MARDI)、國際有機農業聯盟亞洲分會 (IFOAM-Asia) 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
心 (FFTC) 共同舉辦。會議內容聚焦在亞太地區生物性農藥與生物性肥料的商業化與田間施
用經驗分享，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及其永續推動策略。會議採實體與線上同步展開，邀請來自
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孟加拉、菲律賓、越南、美國及臺灣學者，針對各國生物性
肥料與生物性農藥的發展與現況進行總覽與案例分享。

因應氣候變遷，永續農業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宗旨，化學肥料與農藥減量為各國努力的目標，因此，
生物性肥料與農藥的開發與應用逐漸提升。生物性肥料的種類逐年增加，包含固氮、溶磷、有機質分解
及生物刺激素等，而生物性農藥則以植物萃取物應用於病蟲害防治，以及芽孢桿菌屬與木黴菌屬應用在
植物病害防治為主。另在政策方面，各國逐步調整以提升農民在生物性肥料與農藥的使用，進而減少化
學肥料 / 農藥用量，然而在產業應用過程中各國亦面臨諸多挑戰，包含生物性肥料 / 農藥在田間效果不及
化學肥料 / 農藥顯著、價格偏高及商品櫥架壽命等問題。參與工作坊的專家學者相互交換意見，建議仍需
強化生物性肥料 / 農藥的使用成效，讓農民眼見為憑，並建構可融合生物性肥料 / 農藥與其他田間管理技
術之模式，以促進生物性肥料 / 農藥普遍使用，更重要的是，若可提供教育與學習的互動及良好的售後服
務，更可以增加農民的使用信心。本次工作坊本場獲主辦單位遴選以海報分享「蟲生真菌應用於荔枝椿
象防治技術及製劑開發」成果，並與多國學者相互交流在蟲生真菌開發的經驗與挑戰，收穫相當豐碩。

▼▼

 本次國際工作坊

▼

 筆者分享蟲生真菌的
研發成果

蒸氣壓差 (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
與相對濕度 (Relative humidity) 是量測空氣
含水量常見的參數。相對濕度以「百分比」
顯示空氣中與飽和含水量相比之相對含水量。
而蒸氣壓差則以「氣壓」的形式，量測當下
溫度的空氣水蒸氣含量相較於飽和水蒸氣壓
的差異。近年來，越來越多生產者以蒸氣壓
差評估空氣含水量，以調控最適作物生長的
環境。蒸氣壓差是植物氣孔蒸散作用的主要
驅動力，而蒸散作用帶動水分及養分的運輸，
使作物各部位能獲得水分及養分而生長發育。
因此在適宜的蒸氣壓差下生長，可促進蒸散
作用、光合作用、水分及養分吸收等。

最適宜大多數作物生長的蒸氣壓差範
圍是0.7-2.5 kPa，蒸氣壓差低於0.5 kPa時，

配合農業部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鼓勵農地合理化使用改善土壤理化性質，並結合地方推動產業文化活動、發展休閒農業區及旅
遊景點等目的，積極規劃種植景觀作物綠肥專區，栽培種類如向日葵、大波斯菊、黃波斯菊、百日草等。為降低成本，景觀綠肥栽培管
理朝向粗放省工方式進行，栽培重點以「提高景觀作物發芽密度」、「減少雜草叢生」為主，期促景觀綠肥生長成為農地利用與營造觀
光地景之用。但仍須注意的事項，包括 :
· 中部地區配合二期休耕時間及避開 7-8 月高溫、颱風豪雨，播種時期以中秋節前後之 10 月上旬最適合。
· 採用來源可靠的種子，種子應向信譽良好商家購買，且進行簡易發芽試驗，確保種子發芽

率。
· 景觀作物為嫌光性種子，若不覆土，其發芽率非常低，建議播種深度以種子寬度 3-5 倍為佳，
若以曳引機整地翻犁覆土，須注意覆土深度，為覆土 10-15 公分，則發芽率僅剩 2 成左右。

· 種植時土壤濕度不可太乾或太濕，盡量待雨後或先於田間灌水後之土壤乾濕合適時進行整
地播種。

· 保持土壤表面乾燥可降低雜草發芽密度，因此，非必要時不要常常灌溺水。
· 播種以機械低畦整地播種一次完成方式優於一般撒播，且後續雜草防治及灌溺較容易操作。

表示空氣中已有足夠的濕度，大氣對作物葉
片施加的壓力較小，從而減少了蒸散作用，
相對地也減少水分與養分的吸收。蒸氣壓差
高於 3.5 kPa，不利於植物生長發育，因為
水分散失速度快，植物限制氣孔開放以減少
蒸散作用及光合作用。當水分散失超過一定
限度時，植物完全關閉氣孔，並開始出現萎
蔫症狀。這種情況常發生於夏季的中午。若
此逆境持續時間較長，植物無法正常吸收養
分及水分，就導致生長緩慢、落花、落果、
枯萎及產量降低。因此可透過控制系統監測
蒸氣壓差，控制高壓微霧系統的啟動，以降
低作物高溫逆境，並保持作物的氣孔開放。

依蒸氣壓差與溫度、相對濕度的對應
關係表顯示，當溫度達 35℃時，相對濕度應
控制在 62.5-80%，蒸氣壓差為 0.53-1.52。

隨著溫度升高至 40℃，相對濕度應隨之增
加，至少 70%，但適宜的相對濕度範圍縮
小為 70-82.5% kPa。藉由蒸氣壓差表，農
友可透過當下的溫度以及相對濕度對應到
蒸氣壓差數值，隨著作物生育階段的不同
而有合適的蒸氣壓差範圍，例如藍色的蒸
氣壓差範圍適合種苗繁殖、綠色範圍蒸氣壓
差則適合營養生長及花芽分化期、黃色範
圍蒸氣壓差則適合花朵發育期、紅色範圍的
蒸氣壓差則不適合作物生長，因該栽培環
境易有作物過度蒸散或抑制蒸散的現象 ( 參
考 Greenhouse Canada 園 藝 雜 誌 https://
www.greenhousecanada.com/vpd-a-
game-changer/)。

水田輪作 ~ 景觀綠肥栽培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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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畦整地播種大波斯菊，出土率佳具省工特
性，植株田區覆蓋率佳，可控制草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