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154: 31-43 (2022) 31

品種與嫁接對設施小果番茄生育之影響1 

戴振洋、林煜恒、游富升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品種與嫁接對設施小果番茄生育之影響，試驗採用離地介質栽培，

處理分別為(A) ‘玉女’實生苗、(B) ‘玉女’嫁接苗、(C) ‘蜜三’實生苗、(D)‘蜜三’嫁接苗。試

驗結果顯示，總產量表現以‘玉女’實生苗顯著優於嫁接苗，但‘蜜三’品種則實生苗與嫁接苗

並無顯著性差異，各處理在番茄植株性狀也無顯著性影響。’玉女’與‘蜜三’兩品種實生苗皆

較嫁接苗之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有較好表現，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則以嫁接苗處

理表現較好。經分析番茄葉片、莖及根中氮、磷、鎂、銅及鐵等元素含量，結果顯示處理

間均無顯著差異。綜知，兩品種番茄以嫁接苗進行離地介質栽培能有效提高果實甜度，相

關研究結果可供農民栽培參考。 

  關鍵字：番茄、設施、嫁接、果實品質 

前  言 

臺灣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L.)栽培面積約 3,989 公頃，其中小果番茄適合生長乾燥冷涼且

日夜溫差大的秋冬季，此時全臺各地皆可見小果番茄栽培(4)。近年來，臺灣設施小果番茄面積不斷

增加，在高度競爭下對品質要求更趨嚴格，而決定品質好壞主要關鍵為果實甜度的高低(12)。農民

栽培小果番茄常應用嫁接苗栽培，不僅可降低連作障礙、減輕青枯病及線蟲危害程度，亦可提高果

實甜度(3,9,13,23)。許多研究顯示嫁接可以增加植株土傳性病蟲害抗性、增強植株生長勢、增加產量及

提升品質、提升耐逆境能力、促進養分及水分吸收(3,9,13,25,26)。故臺灣設施番茄農民近年紛紛採用種

苗成本較高的嫁接苗，番茄嫁接苗已逐漸取代自根苗使用，在設施土耕小果番茄嫁接苗使用比率已

超過八成，高冷地露天大果番茄使用比率也在三到四成左右，其目的為提升品質及增加收益(3)。臺

灣番茄嫁接砧木以茄子為主，其中以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所推廣之‘EG203’與‘EG195’茄砧最受各地

育苗場喜愛使用(3)。 

臺灣離地介質栽培應用，以中北部或高冷地山區為主，利用進口泥炭或椰纖以介質袋或栽培

槽等方式種植，由於介質緩衝能力大，栽培管理較慣行土耕容易，而且收益良好。因此，許多農民

將離地介質栽培擴展應用到番茄、甜椒、胡瓜等高經濟作物之週年栽培模式(4,11)。由於離地介質栽

培追求穩定及提升作物產量與品質，因無立即面臨土傳性病蟲害之威脅，所以農民在介質栽培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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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無法明快決定是否選用成本較高的嫁接苗。本研究期針對國內設施栽培主要小番茄品種’玉

女’與‘蜜三’為對象，此二品種為彰化地區農民特別偏好栽培，眾所皆知‘玉女’為農友種苗公司主力

小果番茄品種，‘蜜三’為苗栗後龍合興育苗場獨家販售之商業品種，經作者先前觀察‘玉女’生長勢

較‘蜜三’強，葉片及果實較大，為探討’玉女’與‘蜜三’在實生或嫁接苗於設施離地介質栽培是否對產

量及品質影響有所差異，故進行本研究釐清相關問題。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與地點 

(一)供試品種：番茄供試品種為農友種苗公司‘玉女’(‘Rosada’)及苗栗後龍合興育苗場‘蜜三’ 

(‘Mizo’)商業品種。 

(二)栽培方式：介質槽耕栽培方式。 

(三)灌溉機具：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臺中場)研發自動肥灌系統，具有5支文氏管注肥器，

可設定灌溉配方、灌溉量與灌溉驅動模式，介質槽耕微噴灌。 

(四)試驗地區：於彰化縣大村鄉臺中場內強固型單開頂塑膠布 10 連棟溫室(N24.001456, E120. 

531684)，長度 40 m，每棟寬度 4.8 m，水槽高度 3.5 m，圓弧屋頂高度 4.85 m，側邊捲收塑

膠布和防蟲網，建造於 2012 年，南北走向，中間 8 棟屋頂開設單側電動氣窗，氣窗開口面

向東方，全開之垂直開口寬度1.1-1.2 m。溫室隔成二區，本研究在東側實施。東側離地介質

耕分成 10 田區，於南北向的田區 1 與 2 實施，每田區有 2 個栽培槽面積約 60 m2，槽寬 

0.4 m，走道寬 1.1 m。 

二、試驗方法 

試驗田區設置於臺中場內蔬菜溫室，植株於 2020 年 9 月 29 日依各處理定植於介質栽培槽中，

槽內採雙行植方式，株距 60 公分，試驗處理如(表一)，分別為 A： ‘玉女’實生苗、B：‘玉女’嫁接

苗(茄砧 ‘EG203’)、C： ‘蜜三’實生苗、D：‘蜜三 ’嫁接苗(茄砧 ‘EG203’)。試驗番茄嫁接苗採用切

接方式，栽培介質購自綠誼公司泥炭介質(pH 值 6.42、EC 值 0.27 dS/m、氮含量 7.8 g/kg、磷含量

2.4 g/kg、鉀含量 2.4 g/kg、鈣含量 10.4 g/kg 及鎂含量 2.2 g/kg)，養液灌溉水量控制為供給養液後，

泥炭介質保持濕潤狀態為原則，番茄整枝方式採用雙幹整枝傾斜(與地面角度約30-40度)生長方式，

番茄生育期間的栽培管理依慣行方式行之，養液調配參考日本山崎配方(1)略修正，每噸水分別添加

硝酸鉀(KNO3) 400 g、硝酸鈣(Ca(NO3)2．4H2O ) 360 g、磷酸一鉀(KH2PO4 ) 120 g、硫酸鎂(MgSO4．

5H2O) 250 g、鐵(Fe．EDTA ) 20-30 g、綜合微量元素 20-30 g。 

三、調查方法 

本研究根據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小番茄的分級標準(10)，調查果實品質，將小區每次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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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之番茄果實區分為特級果(Grade A)與優級果(Grade B)，並加以記錄，以求取各處理之結果數目、

產量與茄果品質比例的變化等項目。特級果為果形完整、大小均勻、色澤優良、萼片完整、無病蟲

害與其他傷害。優級果為熟尚適度、果形尚完整、大小尚均勻、色澤好良、萼片尚完整、無嚴重病

蟲害與其他傷害。此外，並於採收初期、中期及後期，每小區逢機取樣 6 株，每株各取 4-6 果混合

後調查其果實品質，包括果高、果徑、果皮肉厚度、總可溶性固形物及單果重等項目。 

四、分析項目與方法 

於番茄採收後期進行各處理植體樣品取樣，植體區分根、莖、葉各部位取樣，於每處理逢機

取樣 4 株。植體樣品經 70℃烘箱烘乾後磨粉，以濕灰法(硫酸)分解，測定氮、磷、鉀、鈣及鎂量，

其中以微量擴散法測定全氮量(14)，利用鉬黃法呈色及分光光度計(於 420 nm 下)比色法(20)測定其全

磷量，利用燄光分析儀測定其全鉀量，利用原子吸收分析儀測定其鈣及鎂含量。微量元素鐵、錳、

鋅及銅等則以 1 N 鹽酸反應(27)後以原子吸收光譜儀(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ZA3300, 

Hitachi, Tokyo, Japan)分析。 

五、統計分析 

各小區所得數據資料經變方分析後，若處理差異顯著，則使用最小顯著性差異測驗(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LSD)比較處理間差異是否達到統計上顯著性。 

 

表一、試驗處理 

Table 1. The treatments of experiment 

Treatment Seedlings Scion/Tomato Rootstock/Eggplant  

A Self-root seedling ‘Rosada’ -  

B Grafted seedling ‘Rosada’ ‘EG203’  

C Self-root seedling ‘Mizo’ -  

D Grafted seedling ‘Mizo’ ‘EG203’  

結果與討論 

一、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植株性狀之影響 

由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植株性狀調查結果顯示(表二)，番茄植株株高、莖粗、葉長(頂端下

第四葉)、葉寬(頂端下第四葉)、節數及節間長度在不同處理間小果番茄植株性狀差異均不顯著。其

中植株株高以 C 處理(‘蜜三’實生苗)的 323 cm 較高，其次為 D 處理(‘蜜三’嫁接苗)319 cm，B 處理(‘玉

女’嫁接苗)315 cm 及 A 處理(‘玉女’實生苗)298 cm 較低。植株莖粗以 D 處理的 9.28 mm 較高，其次

為 B 處理(‘蜜三’嫁接苗)9.22 mm，C 處理(‘玉女’嫁接苗)8.64 mm 及 A 處理(‘玉女’實生苗)8.27 mm

較低。葉長 C 處理的 54.3 cm 較高，其次為 D 處理 52.8 cm，A 處理 52.5 cm 及 B 處理 48.3 cm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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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葉寬以 D 處理的 42.8 cm 較高，其次為 A 處理 42.5 cm，C 處理 39.5 cm 及 B 處理 38.3 cm 較

低。不同處理節間數介於 37.8-38.5 節，不同處理節間長介於 15.2-15.5 cm，節間數及節間長各處理

均無顯著差異。 

目前在臺灣設施蔬菜生產中，利用離地介質栽培方式在中部地區日益普及，惟農民即使在連

作介質重複使用的高複種栽培模式之下，使用嫁接苗方式來解決連作所衍生問題並不多，習慣上以

利用高溫蒸氣或熱水淋浴介質為主(4,11)。本研究顯示嫁接與品種處理對番茄採收期植株性狀包含株

高、莖粗、葉長(頂端下第四片成熟葉)、葉寬(頂端下第四片成熟葉)、節數及節間長度之影響，各

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顯示使用茄砧(‘EG203’)的嫁接苗，與實生苗在番茄採收期末期植株性狀，

不論是‘玉女’或‘蜜三’品種表現均無統計上差異。許多研究指出嫁接苗因使用之砧木特性不一，對

番茄生長及果實品質所受影響是極大變因，此歸納主要受砧木-接穗間組合親合性有相互極強之影

響(7,22,23,24)。本研究各嫁接苗在嫁接茄砧‘EG203’癒合後，並無生長不良、萎凋及生理障礙等嫁接不

親和現象，其與‘玉女’或‘蜜三’品種屬於親和性佳，且能順利發育成健康植株，如對番茄生育無顯

著影響或能提升產量與品質，又能降低介質栽培連作障礙問題，依本研究在植株性狀結果，將可列

入農民應用嫁接苗參考選項之一。 

 

表二、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期末期之植株性狀影響 

Table 2.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the pl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erry tomato at harvest stage 

Treatment1 
Plant 
height 
(cm) 

Stem 
diameter 

(mm) 

Leaf Node 
 

(No./plant) 

Node length 
 

(cm) length 
(cm) 

width 
(cm) 

A 298a 8.27a 52.5a 42.5a 38.5a 15.5a 

B 315a 9.22a 48.3a 38.3a 38.0a 15.3a 

C 323a 8.64a 54.3a 39.5a 38.5a 15.2a 

D 319a 9.28a 52.8a 42.8a 37.8a 15.3a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5%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二、品種與嫁接對對小果番茄產量及品質之影響 

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果數及果重之影響方面，將各小區(7.5m2)採收之小果番茄(包括特級果

及優級果果)果實數據，合計換算成每 0.1 公頃總果重與總果數結果(表三)。小果番茄特級果(Grade A)

之果數以 A 處理(‘玉女’實生苗)255 千果/0.1 ha，其次依序為 D 處理(‘蜜三’嫁接苗)224 千果/0.1 ha，

B 處理(‘玉女’嫁接苗)200 千果/0.1 ha，而 C 處理(‘蜜三’實生苗)198 千果/0.1 ha 最少，統計分析上各

處理未達顯著性差異。在優級果(Grade B)方面，累積歷次採收至後期果數，以 A 處理之優級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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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33 千果/0.1 ha 較高，其次依序為 D 處理、B 處理及 C 處理，分別為 132 千果/0.1 ha、125 千果

/0.1 ha 及 116 千果/0.1 ha，各處理間亦未達顯著性差異。在總結果數方面，以 A 處理結果數最高，

其次依序為 D 處理、B 處理及 C 處理，分別依序為 388、356、325 及 314 千果/0.1 ha，處理間均未

達顯著性差異。 

在試驗期間小果番茄採收累積之特級果、優級果及總結果的果重產量調查結果顯示(表三)，特

級果重產量以 A 處理者產量最高，其次依序為 E 處理者、B 處理者及 C 處理者，分別依序為 2,201、

1,929、1,769、及 1,715 kg / 0.1 ha，部分處理間表現達顯著性差異。在優級果以 A 處理者產量最高，

其次依序為 E 處理者、B 處理者及 C 處理者，依序分別為 1,065、1,028、1,005、及 977 kg / 0.1 ha，

各處理間未達顯著性差異。在總產量方面，亦以 A 處理 3,266 kg / 0.1 ha 最高，分別依序為 D 處理

2,906 kg / 0.1 ha、C 處理 2,820 kg / 0.1 ha 及 B 處理 2,797 kg / 0.1 ha，部分處理間表現已達顯著性差

異。 

表三、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果數及果重之影響 

Table 3.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the fruit number and fruit weight of cherry tomato  

Treatment1 
No. of fruit(1000*No./ 0.1ha)  Fruit weight(kg / 0.1ha) 

Grade A Grade B Total  Grade A Grade B Total 

A 255a2 133a 388a  2,201a 1,065a 3,266a 

B 200a 125a 325a  1,769ab 1,028a 2,797b 

C 198a 116a 314a  1,815b 1,005a 2,820ab 

D 224a 132a 356a  1,929ab 977a 2,906ab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5%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為進一步了解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果實品質的影響，乃分析總果數及特級果與優級果間的總

產量比例。如圖一所示，在總果數中特級果所佔的比例以A處理(‘玉女’實生苗)最高，達65.9%，其

次為C處理(‘蜜三’實生苗)的63.19%，再次之為B處理(‘玉女’嫁接苗)62.9%，D處理(‘蜜三’嫁接苗)佔

比例最少者為，僅為61.5%。而總果數中優級果佔比例最高者為B處理，達38.5%，其次分別為D處

理的37.1%、C處理的38.5%，佔比例最少者為A處理，僅為34.1%。換言之，以C處理的採收茄果品

質較差，特級果佔總果數的比例最低。在總產量中特級果所佔的比例以A處理者最高，達67.4%，

其次為D處理的66.4%、再次之為C處理的64.4%、佔比例最少者為B處理，僅為63.3%。而總產量中

優級果佔比例最高者為B處理，達36.7%，其次分別為C處理的35.6%、D處理的33.6%，佔比例最少

者為A處理者，僅為32.6%。換言之，以B處理者的採收茄果品質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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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果品不同等級百分率之影響 

Fig 1.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the fruit grade percentage of cherry tomato 

番茄品質主要受到品種、栽培環境、栽培型式和果實成熟度等多種因素交互影響(2,5,12,15,17,19)。

因此，除了長期以育種方式改良品質外，短時間內可透過栽培技術或開發新的栽培方式來提高番茄

的品質，也為有效提升番茄品質途徑之一(16,18)。臺灣設施蔬菜生產中，利用離地介質栽培在中部地

區日益普及，惟在離地生產相較於土耕者其土傳病蟲害發生機率低，是否還需要利用番茄嫁接苗呢？

一般而言，以‘玉女’嫁接苗平均種苗費約在11-13元/株，而‘玉女’實生苗種苗費僅5-6元/株，如以每

分地種植2,200株計算‘玉女’嫁接苗種苗費在26,400元(12元*2,200株)，實生苗種苗費為12,100元(5.5

元*2,200株)，相較下則可節省14,300元。因此，離地介質栽培者選擇‘玉女’嫁接苗，主要目的在提

高果實甜度及增加特級果占比。本研究結果顯示嫁接及品種影響小果番茄總產量表現上，不同品種

的嫁接苗與實生苗不相同，‘玉女’實生苗(A處理)總產量顯著優於‘玉女’嫁接苗(B處理)，但在‘蜜三’

品種總產量表現則嫁接苗與實生苗並無顯著性差異。總果數或總產量的特級果與優級果比例變化，

則不論是‘玉女’或‘蜜三’品種在嫁接苗與實生苗，並無顯著比例差異之趨勢，特級果與優級果比例

似乎受到栽培管理技術所影響。朱等人指出3種品種番茄接穗嫁接於茄砧‘EG203’及‘EG195’ 時，單

株產量及單果重皆較嫁接於番茄砧低，並達顯著之差異(3)。Oda等人研究亦有相同的結論，即番茄

砧‘Hawaii 7998’確實生育及產量優茄砧‘Akanasu’ (23)。本研究為用不同品種接穗皆嫁接茄子‘EG203’

為根砧，依作者觀察‘玉女’不論是生長勢、葉片開展或葉片大小均優於‘蜜三’品種，再經由嫁接後，

植株易造成接穗與根砧在養分與元素轉運生理變化，無法如自根的實生苗，因此在生長勢較強的‘玉

女’實生苗總產量顯著優於‘玉女’嫁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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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果實性狀之影響 

本研究分別於番茄採收初期、中期及後期調查果實性狀，根據番茄採收初期果實性狀調查結

果顯示(表四)在果高、果徑、果肉厚、單果重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不同處理間有顯著性差異，其

中番茄果高以A處理(‘玉女’實生苗)較高(39.8 mm)，次之為C處理(‘蜜三’實生苗) 37.0 mm，兩者間

無顯著性差異，但與D處理(‘蜜三’嫁接苗)36.4 mm及B處理(‘玉女’嫁接苗)35.4 mm達顯著性差異。

果徑以A處理較高(25.4 mm)，次之為C處理24.7 mm，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D處理23.1 

mm及B處理22.5 mm已達顯著性差異。果肉厚以A處理較高(3.19 mm)，次之為C處理2.79 mm，兩者

間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D處理2.57 mm及B處理2.49 mm已達顯著性差異。單果重以A處理較高

17.0 g，次之為C處理14.9 g，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D處理12.7 g及B處理12.1 g達顯著性

差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現則與果高、果徑、果肉厚、單果重呈現相反趨勢，以B處理8.30。Brix

最高，次之為D處理8.08。Brix，兩處理間並無顯著性差異，但與C處理7.18。Brix與A處理6.70。Brix

達顯著性差異。 

番茄採收中期果實性狀調查結果顯示(表四)在果高、果徑、果肉厚、單果重及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在不同處理間有顯著性差異，其中番茄果高以C處理(‘蜜三’實生苗)較高35.2 mm，次之為A處理

(‘玉女’實生苗)33.9 mm，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均與B處理(‘玉女’嫁接苗)31.3 mm及D處理(‘蜜三’

嫁接苗)31.3 mm已達顯著性差異。果徑以C處理較高(23.9 mm)，次之為A處理23.2 mm，兩者間無顯

著性差異，但與B處理21.8 mm及D處理21.0 mm達顯著性差異。果肉厚以A處理較高(2.47 mm)，次

之為C處理2.79 mm，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均與B處理2.15 mm及D處理1.98 mm達顯著性差異。

單果重以C處理較高(13.3 g)，次之為A處理12.3 g，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與B處理9.8g及D處理

9.2 g達顯著性差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現則與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呈現相反趨勢，以B

處理8.37。Brix最高，次之為D處理7.92。Brix，兩者間無顯著性差異，但均與A處理7.27。Brix及C處

理6.50。Brix達顯著性差異。 

番茄採收後期果實性狀調查結果顯示(表四)在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各處理間無顯著

性差異，其中番茄果高不同處理介於31.4-32.2 mm，果徑不同處理介於21.4-22.6 mm，果肉厚不同

處理介於1.90-2.12 mm，單果重不同處理介於10.2-10.6 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以B處理8.46。Brix最高，

次之為D處理8.15。Brix及C處理8.12。Brix，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而最低的A處理為7.41。Brix，且B

處理及D處理兩者已達顯著性差異。 

果實是番茄栽培的標的器官，果實外觀與內容物將影響販售價格及農民收益(12,15)。小果番茄

品質良莠受到品種、氣候環境及栽培管理技術影響極大，而品質與售價高低息息相關，其中品質首

要考量因素為果實糖分含量多寡。在臺灣設施土耕小果番茄嫁接苗使用比率已超過八成，主要為能

控制植株生長及發育，以提高果實甜度的栽培操作(3)。Lee 指出果實品質性狀，如果實形狀大小、

果色、果皮光滑度、果肉質地和果肉顏色及可溶性固形物濃度等都受根砧所影響(21)。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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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利用嫁接處理在採收前期及中期對番茄果實之果高、果徑、果肉厚、單果重及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在不同處理間有顯著性差異，且不同品種間(‘玉女’與‘蜜三’)都顯示有相同趨勢，即實生苗處

理者較嫁接苗處理者在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有較好的表現，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則以嫁接

苗處理者表現較好。但採收後期則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等差異並未達顯著性，僅在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之‘玉女’品種仍以嫁接苗處理者表現較好。利用嫁接方式提升番茄甜度是臺南及嘉義番

茄農民常應用的方式，研究顯示以 3 種小果番茄‘金瑩’(Golden Sweet ) 、‘臺南 24 號’及‘玉女’之糖

度及可滴定酸，嫁接於茄砧皆比嫁接於番茄砧者高，所換算之糖酸比，小果番茄‘金瑩’ 及‘玉女’

嫁接於茄砧有較高的趨勢，口感較甜(3)。國外研究以茄子根砧在春作或秋作嫁接者其果實的葡萄糖

和果糖表現上，均顯著優於番茄根砧，但蔗糖含量不論是茄子或番茄為根砧其含量介於0.03-0.06%，

兩者並無顯著差異，惟需注意以茄子根砧者在產量表現較番茄根砧者差，且其果實尻腐病發生率也

較高(23)。在本研究中調查果實尻腐病，不同處理間並未發現有尻腐病發生(資料未顯示)，推測可能

為秋冬期作離地介質栽培，在水分或營養元素供應相對於土壤栽培供應更充足。因此，不同品種(‘玉

女’與‘蜜三’)嫁接苗的果實都未有尻腐病發生。 

表四、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初、中及末期果實性狀之影響 

Table 4.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the fruit characteristics of cherry tomato at different harvest 

stage 

Treatment1 
Fruit Total soluble solid 

height 
(mm) 

diameter 
(mm) 

thickness 
(mm) 

   weight 
 (g / fruit) 

(。Brix) 

 early harvest stage 

A 39.8a 25.4a 3.19a 17.0a  6.70b 
B 35.4b 22.5b 2.49b 12.1c 8.30a 
C 37.0ab 24.7a 2.79ab 14.9ab 7.18b 
D 36.4b 23.1b 2.57b 12.7bc 8.08a 
 middle harvest stage 

A 33.9a 23.2a 2.47a 12.3a  7.27b 
B 31.3b 21.8b 2.15b  9.8b 8.37a 
C 35.2a 23.9a 2.33a 13.3a 6.50b 
D 31.3b 21.0b 1.98b  9.2b 7.92a 
 late harvest stage 

A 32.2a 22.1a 2.12a 10.6a  7.41b 
B 31.4a 22.6a 1.99a 10.2a 8.46a 
C 31.5a 21.8a 1.97a 10.5a  8.12ab 
D 31.6a 21.4a 1.90a 10.3a 8.15a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5%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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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果實糖含量由品種的複雜多基因調控其表現(12,16)，且受環境因素影響至鉅(5,12,17,19)，其環

境及栽培管理因子包括光照、溫度、水分、施肥、修剪和病蟲害防治等都足以影響果實糖含量，要

如何提高番茄果實的甜度是改善番茄品質的重要環節，也是栽培技術的關鍵(12)。由本研究結果顯

示離地介質栽培應用嫁接苗栽培，確實能提高番茄果實甜度，而品質與售價高低息息相關，使用嫁

接苗雖然其種苗費增加，但售價提高相對整體收益也增加，值得離地介質栽培農民有不同選擇應

用。 

四、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期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以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葉片無機養分吸收之影響，結果(表五)顯示葉片中氮、磷、鉀、鈣、

鎂、銅、錳、鋅及鐵等元素含量，在不同品種(’玉女 ’與 ‘蜜三 ’)與嫁接(嫁接苗及自根苗) 處理間差

異均不顯著，各處理氮含量介於 1.99-2.06%、磷含量介於 0.17-0.20%、鉀含量介於 3.08-3.75%、鈣

含量介於 1.95-2.42%、鎂含量介於 0.56-0.70%、銅含量介於 16-28 ppm、錳含量介於 79-92 ppm、鋅

含量介於 82-101 ppm 及鐵含量介於 124-154 ppm。 

在小果番茄莖部無機養分吸收之影響，結果(表五)顯示在鈣含量方面，以B處理(‘玉女’嫁接苗)

鈣含量達 2.16%最高，與其他處理者達極顯著性差異，其次依序為 D 處理(‘蜜三 ’嫁接苗)1.85%及

C處理(‘蜜三 ’實生苗)1.75%，兩者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鈣含量最低者A處理(‘玉女’實生苗)1.58%

與 D 處理達極顯著性差異。在氮、磷、鉀、鎂、銅、錳、鋅及鐵等元素含量，各處理間差異均不

顯著，各處理氮含量介於 1.14-1.37%、磷含量介於 0.15-0.22%、鉀含量介於 2.76-3.50%、鎂含量介

於 0.40-0.53%、銅含量介於 17.8-13.0 ppm、錳含量介於 22-32 ppm、鋅含量介於 48-64 ppm 及鐵含

量介於 35-44 ppm。 

在根部無機養分吸收之影響，結果(表五)顯示在鉀含量方面，以 C 處理鉀含量達 2.11%最高，

其次為 D 處理 1.32%，兩者處理間並顯著性差異，但與其他處理者 A 處理 1.99%與 B 處理 1.27%，

則達極顯著性差異。在鈣含量方面，以 C 處理鈣含量達 1.92%最高，與其他處理者已極顯著性差

異，其次依序為 A 處理 1.99%、D 處理 1.32%與 B 處理 1.17%，各處理間達極顯著性差異。在錳含

量方面，以 A 處理與 C 處理錳含量均為 20 ppm，與其他處理者 B 處理 15 ppm 及 D 處理 12 ppm，

處理間有顯著性差異。在鋅含量方面，以 C 處理 131 ppm 最高，其次為 A 處理處理 110 ppm，與

D 處理 66 ppm 及 B 處理 52 ppm，處理間有極顯著性差異。在氮、磷、鎂、銅及鐵等元素含量，各

處理間差異均不顯著，各處理氮含量介於1.33-1.48%、磷含量介於 0.12-0.19%、鎂含量介於 0.30- 

0.37%、銅含量介於 6.8-12.0 ppm 及鐵含量介於 42-48 ppm。 

綜合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無機養分吸收結果顯示，不論是葉片、莖及根部位在氮、磷、鎂、

銅及鐵等元素含量各處理間均無顯著影響。鈣含量在莖部及根部處理間有顯著影響，根部鉀、錳及

鋅等元素含量則明顯有根砧與番茄實生根不同趨勢，不論是嫁接 ‘玉女 ’或 ‘蜜三 ’的不同品種間，

這與茄子及番茄根部自身對無機養分吸收特性不同有所影響。依日本所訂之番茄葉片要素含量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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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葉片氮含量介於 2.5-3.5%，磷含量介於 0.2-0.4%，鉀含量介於 4.0-5.0%，鈣含量介於 3.0-5.0%，

鎂含量介於 0.5-1.0%(6)。本研究結果中葉片氮含量介於 1.94-2.06%、磷含量介於 0.17-0.20%，鉀含

量介於 3.08-3.75%、鈣含量介於 1.95-2.42%、鎂含量介於 0.56-0.70%，氮、磷、鉀、鈣及鎂等元素

含量均較日本適量基準含量為偏低。如參考臺灣所訂之番茄葉片要素含量適量基準，葉片氮含量介

於 2.6-4.8%，磷含量介於 0.3-0.7%，鉀含量介於 2.3-4.2%間，鈣含量介於 1.52-3.17%，鎂含量介於

0.32-0.67%(7)。本研究結果中，葉片鉀含量(3.08-3.75%)、鈣含量(1.95-2.42%)及鎂含量(0.56-0.70%)

符合臺灣所訂之適量基準。研究指出砧木旺盛的根系通常比接穗根更能有效地吸收植物養分，使用

耐旱砧木可以改善離子吸收，增加氮(N)、磷(P)及鉀(K) 吸收與含量(25)。即嫁接在有活力的砧木上

的植物可以改善未嫁接植物的礦物質營養和養分吸收，尤其是在水分脅迫條件下。在本研究結果中

顯示，養液肥分似乎不足，不論是嫁接與否或不同品種間其番茄各要素含量都顯不足，推測因本研

究在生育中後期為提升小果番茄甜度，養液濃度控制在 1/2 之下且茄砧‘EG203’根系活力不足有所

影響，此仍有待探討。 

 

表五、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期葉片中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5.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leaf concentration of nutrients at cherry tomato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  (%)  -------------------------  --------------  ppm  -------------- 

A 2.06a 0.19a 3.64a 2.17a 0.70a 28a 79a 101a 154a 

B 2.00a 0.17a 3.71a 2.42a 0.64a 16a 92a 91a 141a 

C 2.00a 0.20a 3.08a 1.95a 0.65a 23a 82a 82a 124a 

D 1.94a 0.18a 3.75a 2.27a 0.56a 20a 91a 94a 128a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5%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表六、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期莖部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6.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stem concentration of nutrients at cherry tomato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  (%)  --------------------------- -------------  ppm  ------------- 

A 1.37a 0.18a 3.33a 1.58c 0.50a 10.5a 22a 62a 44a 

B 1.14a 0.15a 3.21a 2.16a 0.53a  7.8b 32a 48a 41a 

C 1.37a 0.22a 3.50a 1.75bc 0.51a 13.0a 25a 64a 43a 

D 1.24a 0.15a 2.76a 1.85b 0.40a  8.3a 23a 49a 35a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1%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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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品種與嫁接對小果番茄採收期根部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7.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grafted on root concentration of nutrients at cherry tomato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  (%)  ------------------------------ ------------  ppm  ------------- 

A 1.45a 0.15a 1.99a 1.58b 0.33a 10.3a 20a 110a 48a 

B 1.48a 0.12a 1.27b 1.41bc 0.31a  6.8a 15b 52b 42a 

C 1.33a 0.19a 2.11a 1.92a 0.30a 12.0a 20a 131a 46a 

D 1.37a 0.13a 1.32b 1.17c 0.37a  8.3a 12b 66b 45a 

LSD ns ns ** ** ns ns * ** ns 
1 Description in Table 1. 
2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5% or 1% level by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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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arieties and Grafting on the Growth 

of Cherry Tomato in Facility
1
 

Chen-Yang Tai, Yu-Heng Lin and Fu-Sheng You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varieties and grafting on the growth of cherry 

tomato in facility. The experiment used off-ground medium cultivation, and the treatments were (A) 

‘Rosada’ self-root seedling; (B) ‘Rosada’ grafting seedling; (C) ‘Mizo’self-root seedling; (D) ‘Mizo’ 

grafting seed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yield of 'Rosada' self-root seedling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afting seedling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elf-root seedling 

and grafting seedling of ‘Mizo’,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s of tomato plant 

horticultural traits among treatments. The self-root seedling of ‘Rosada’ and ‘Mizo’ha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grafting seedlings in terms of fruit height, fruit diameter, fruit thickness and single 

fruit weight, but the total soluble solid content was better with the grafting seedlings. The contents of 

nitrogen, phosphorus, magnesium, copper and iron in tomato leaves, stems and roo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It was generally known 

that the grafting seedlings of both tomato varieties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ruit sweetnes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armers in different choices and applications. 

Key words: tomato, facility, grafting, frui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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