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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鉀肥處理對設施小果番茄生育及品質之影響1 

戴振洋、林煜恒、曾宥綋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鉀肥處理對設施小果番茄生育及甜度之影響，試驗採用籃耕介

質栽培，鉀肥處理分別為(A)對照組(清水)、(B)硫酸鉀、(C)氯化鉀、(D)商業產品 1 號及(E)

商業產品 2 號。結果顯示，本研究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採收期各植株性狀表現上無顯著性

差異。總果數及總產量中特級果所佔比以對照組表現最好，但各處理間果實性狀在果高、

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等則無顯著性差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採收初期及中期則各處理

間無差異，採收末期以硫酸鉀處理(B)顯著優於對照處理(A)。採收結束各植體之元素含量，

在不同處理間亦無顯著差異。綜合本研究在適當的栽培管理下，以葉面噴布不同鉀肥對設

施番茄產量與品質之間無顯著差異，故對於結實期葉面噴施鉀肥之必要性需更進一步確定

之。 

關鍵字：番茄、設施栽培、鉀肥、果實品質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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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消費者首要考量品質因素為果實甜度高低(12)。番茄果實的甜度取決於糖分的累積，果

實累積糖分的過程即葉片合成的光合產物通過韌皮部運輸進入果實，此過程受內外諸多因素所調控

，目前仍不清楚所有影響糖分累積的調控因素(24,25 )，而從葉片供源運輸到果實庫的運轉糖以蔗糖為

主，但多數番茄品種果實中的蔗糖含量卻很低，果實中的糖主要是葡萄糖及果糖(14,15,18,25)。果實糖

累積類型基本上可分為(1)澱粉轉化型、(2)糖直接累積型及(3)中間類型(12)，番茄果實糖累積類型屬

中間類型，即在果實發育早中期其光合產物輸入後轉化澱粉形式累積，至果實發育後期澱粉含量下

降而含糖量上升(21,24)。 

  鉀(K)是植物生長發育所需的必要元素，鉀對於許多參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過程的酶是重要

活化劑，也是形成澱粉和蛋白質等生化反應所需酶的活化劑(13)。鉀對作物品質的影響可以分為直

接和間接作用，直接作用如提高和影響部分營養元素吸收量；間接作用是通過調整同步的營養元素

的吸收與分配，會影響相對應的代謝活動，進而改變作物品質(13)。不同肥料種類與番茄甜度有極

密切關係，施用氮素容易增加番茄果實酸度，而施用鉀會增加番茄果實甜度，鉀能增強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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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糖分轉移至果實、有利果實均勻轉色(4,5)。番茄缺鉀會導致葉片形成深褐色，老葉葉緣附近會

出現壞死區域，嚴重會合併至葉緣周圍的棕色壞死區域(6 )。不同鉀源(硫酸鉀、氯化鉀及硝酸鉀)對

番茄品質影響不一，硫酸鉀對番茄葉片葉綠素SPAD值、淨光合速率及可溶性固形物等表現最好，

在結果期其莖、葉及根部吸收較佳，鉀元素亦會逐漸移轉至果實中(4)。番茄對鉀的吸收在結果期間

迅速增加，其中植體所吸收鉀在果實發育過程中，並非單一因數受到肥料所影響，與光照等其他因

素均有極顯著交互作用，其中鉀三分之二存在於果實中。番茄果實糖含量在如弱光下增施氮素會降

低番茄果實糖含量，而僅靠肥料是無法顯著影響番茄甜度表現(4,6,10)。番茄果實糖含量由品種的複雜

多基因調控其表現，且受環境因素影響至鉅，其環境及栽培管理因素包括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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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8,21)。因此，如何提高番茄果實的甜度是改善番茄

品質的重要環節，也是小果番茄栽培技術的關鍵點。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目前設施小果番茄為提高果

實甜度常用各種鉀肥葉面噴布處理，其對小果番茄在不同生育期生長及果實品質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與地點 

1.供試品種：農友種苗公司的商業品種‘玉女’。 

2.栽培方式：籃耕介質栽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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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量及灌溉驅動模式，籃耕微滴管灌溉方式。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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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東側實施，於東西向的田區 8、9 及 10 區實施，每田區有 20 個栽

培籃(長 55 cm，寬 45 cm 及高 30 cm)，走道寬 1.1 m。 

二、試驗方法 

試驗田區設置於臺中場內，於 2020 年 9 月 29 日將番茄幼苗植株定植試驗介質籃內，栽培介質

購自市售商業之泥炭介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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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狀態及底部不過量滴水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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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中後期為提升小果番茄甜度，養液濃度調降

在山崎配方 1/2。番茄整枝方式採用雙幹直立式整枝，番茄生育期間的栽培管理依慣行方式行之。

定植後 1 個月(始花期)進行試驗處理，項目如表一分別為(A)對照組(清水)；(B)硫酸鉀(5.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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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yama 試藥級)；(C)氯化鉀(4.2 g/L；Daejung 試藥級)；(D)商業 1 號(紅, 3.0 cc/L；商業產品(全氧

化鉀 1.8%))及(E)商業 2 號(藍, 3.0 cc/L；商業產品(全氧化鉀 1.8%))，依各處理進行每週葉面噴灑 2

次，以葉面充分濕潤但不滴水為原則，至到採收結束止(處理共計24次)。各處理四重複，每重複 16

株，試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 

 

表一、不同鉀肥試驗處理 

Table 1. The treatments of potassium foliar application experiment 

Treatment Fertilizer 

A CK 

B Potassium sulfate 

C Potassium chloride 

D Commercial production-RED 

E Commercial production-BLUE 

 

三、調查方法及項目 

1.植株及果實性狀 

(1)植株 

  於番茄採收末期進行植株番茄植株株高、莖粗(中間部位)、葉長及葉寬(頂端下第四葉)調查，

另將番茄植株分別依葉、莖及根部位取樣，進行植體樣品經 70℃烘箱烘乾後磨粉行各部位之乾物

重調查。 

(2)果實 

  本研究果實調查依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小番茄的分級標準(9)，調查果實品質，將小區每

次採收之番茄果實區分為特級果(Grade A)及優級果(Grade B)，計算各處理之結果數、產量及果實品

質比例等。特級果為果形完整且端正、大小均勻、色澤優良、果面光滑、萼片新鮮完整及外觀無瑕

疵。優級果為果形完整且端正、色澤良好、果面尚光滑、萼片尚完整及外觀輕微瑕疵。於採收初期、

中期及後期，取樣調查其果實性狀，包括果數、果高、果徑、果肉厚度、總可溶性固形物及單果重

等項目。 

2.植體營養元素分析 

  於番茄採收後期進行各處理植體樣品取樣，植體區分根、莖及葉各部位取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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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利用鉬黃法呈色及分光光度計(於 420 nm 下)比色法測定其全磷量
(26 )，利用燄光分析儀測定其全鉀量(22 )，利用原子吸收分析儀測定其鈣及鎂含量(23)。微量元素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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錳、鋅及銅等則以 1 N 鹽酸反應(28)後以原子吸收光譜儀(Hitachi Polarized Zeeman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Z-5000)分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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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到 5%之顯著性。 

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植株性狀之影響 

  由不同鉀肥處理處理對番茄植株性狀調查結果顯示(表二)，番茄植株株高、葉長及葉寬(頂端下

第四葉)在不同處理間番茄植株性狀差異均不顯著，在莖粗及乾物重(葉、莖及根)表現上，處理間有

顯著差異。其中植株株高以 A 處理(對照組)的株高 277 cm 較高，其次依序為 B 處理( 硫酸鉀(5.0 

g/L))268 cm、E 處理(商業 2 號-藍( 3.0 cc/L))268 cm、C 處理(氯化鉀(4.2 g/L))267 cm 及 D 處理(商業

1 號-紅( 3.0 cc/L))260 cm。植株莖粗以 A 處理的莖粗 12.1 mm 較高，其次為 C 處理 10.2 mm、B 處

理 10.0 mm 及 D 處理 9.8 mm，以上各處理差異不顯著，僅 A 處理與 B 處理 9.3 mm 處理間達顯著

性差異。葉長在 44.3-49 cm，葉寬在 34.0-39.3 cm。葉乾物重以 A 處理的 36.3 g/plant 較高，與 C 處

理 28.0 g/plant 無顯著性差異外，則與其他處理(E 處理 24.1 g/plant、B 處理 22.3 g/plant 及 D 處理 

19.6 g/plant)達顯著性差異。莖乾物重以 A 處理的 41.5 g/plant 較高，與其他處理達顯著性差異，分

別依序為 D 處理 29.4 g/plant、C 處理 26.7 g/plant、D 處理 25.9 g/plant 及 B 處理 25.7 g/plant。根

乾物重以 A 處理的 5.49 g/plant 較高，與其他處理達顯著性差異，分別依序為 D 處理 4.34 g/plant、

C 處理 4.04 g/plant、B 處理 3.94 g/plant 及 E 處理 3.82 g/plant。 

  作物形態特性與生長特性的改變受到各種因素所影響，許多研究以作物外形觀察居多，透過度、

量及衡的方法取得觀察數據，藉由分析瞭解試驗處理對作物影響(3,7)。王等人(2012)指出硫酸鉀及硝

酸鉀在施用相同鉀肥量下，不同番茄品種‘天福冠露’和‘毛粉 802’之鮮重、乾物重均無顯著差異(2)。

本研究顯示以鉀肥處理(B、C、D 及 E)對番茄採收期植株性狀在株高、葉長、葉寬、葉乾重、莖乾

重及根乾重，各處理亦無顯著性差異，顯示目前就本研究番茄在以葉面噴布鉀肥處理之下，在採收

期末期其植株性狀表現均無統計上差異。莖直徑上以對照組較粗明顯優於 D 處理(商業 1 號)及 E 處

理(商業 2 號)。而對照組(A)則較鉀肥處理(B、C、D 及 E)在葉乾重、莖乾重及根乾重等方面的表現

最佳，顯示本研究不同鉀肥對植體乾物重均有所影響，此是否表示過量供給鉀肥造成生長或生理上

抑制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釐清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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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鉀肥處理對對番茄採收期末期之植株性狀影響 

Table 2.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plant characteristics of tomato at harvest stage 

Treatment1 

Plant 

height 

(cm) 

Stem 

diameter 

(mm)  

Leaf  Dry weight 

Length 

(cm) 

Width 

(cm) 

 Leaf 

------- 

Stem 

(g/plant) 

Root 

-------- 

A  277a2 12.1a 49.0a 39.3a  36.3a 41.5a 5.49a 

B 268a  10.0ab 44.3a 35.3a  22.3b 25.7b 3.94b 

C 267a  10.2ab 47.3a 36.0a   28.0ab 26.7b 4.04b 

D 260a   9.8ab 47.3a 34.0a  19.6b 25.9b 4.34b 

E 268a  9.3b 46.0a 34.7a  24.1b 29.4b 3.8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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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鉀肥處理對小果番茄產量及品質之影響 

  不同鉀肥處理對小果番茄果數及果重之影響結果顯示(表三)，小果番茄特級果(Grade A)之果數

以 A 處理(對照組)202 千果/0.1ha，其次依序為 B 處理( 硫酸鉀(5.0 g/L))179 千果/0.1ha、C 處理(氯

化鉀(4.2 g/L))167 千果/0.1ha、D 處理(商業 1 號-紅( 3.0 cc/L))162 千果/0.1ha，而 E 處理(商業 2 號-

藍,( 3.0 cc/L))156 千果/0.1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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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數，以 C 處理之優級果的結果數 50.6 千果/0.1ha 較高，其次依序為 E 處

理、B 處理及 C 處理，分別為 50.2 千果/0.1ha、48.8 千果/0.1ha 及 28.6 千果/0.1ha，而 A 處理 20.5

千果/0.1ha 最少，各處理未達顯著性差異。在總結果數方面，以 B 處理結果數 227 千果/0.1ha 最高，

其次依序為 A 處理、C 處理、E 處理及 D 處理，分別依序為 222、217、206 及 191 千果/0.1ha，各

處理亦未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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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產量調查結果顯示(表三)，特

級果的產量以 A 處理者產量最高，其次依序為 B 處理者、C 處理者、E 處理者及 D 處理者，分別

依序為 1,856、1,529、1,490、1,490 及 1,442 kg / 0.1ha，處理間表現未達顯著性差異。在優級果以 E

處理者產量最高，其次依序為 C 處理者、D 處理者、B 處理者及 A 處理者，依序分別為 462、416、

363、362 及 163 kg / 0.1ha，各處理未達顯著性差異。在總產量方面，以 A 處理 2,019 kg / 0.1ha 最

高，分別依序為 E 處理 1,952 kg / 0.1ha、C 處理 1,906 kg / 0.1ha、B 處理 1,891 kg / 0.1ha 及 D 處理

1,805 kg / 0.1ha，處理間表現未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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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不同鉀肥處理對小果番茄果數及果重之影響 

Table 3.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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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a2 20.5a 222.5a  1,856a 163a 2,019a 

B 179a 48.8a 227.8a  1,529a 362a 1,891a 

C 167a 50.6a 217.6a  1,490a 416a 1,906a 

D 162a 28.6a 191.6a  1,442a 363a 1,805a 

E 156a 50.2a 206.2a  1,490a 462a 1,9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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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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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清水))最高，達90.8%，其次為D處理(商業1號-紅( 3.0 cc/L))的85.0%，再次之為B處

理(硫酸鉀(5.0 g/L))78.6%，C處理(氯化鉀(4.2 g/L))76.7%、E處理(商業2號-藍(3.0 c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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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處理，達24.3%，其次分別為C處理的23.3%、

B處理的21.4%及D處理的15.0%，佔比例最少者為A處理，僅為9.2%。換言之，以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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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其次為B處理的80.8%、再次之為D處理的79.9%及C處理的78.2%，佔比例最少者為E處理，僅為76.3%。

而總產量中優級果佔比例最高者為E處理，達23.7%，其次分別為C處理的21.8%、D處理的20.1%及

B處理的19.2%，佔比例最少者為A處理者，僅為8.1%。換言之，以E處理者的採收茄果品質較差。 

  分析各級別之特級果與優級果間的產量及品質比例變化，以瞭解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果實品質

的影響。所採收果實中所累積之特級果、優級果及總結果的產量結果顯示(表三)，各處理未有統計

上顯著差異，而總果數及總產量中特級果所佔的比例都是以A處理(對照組(清水))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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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2,18,24)。本研究因離地介質

栽培，且透過養液充分供應肥分，而以對照組不論是在總果數或總產量中特級果所佔的比例反而更

佳，現行農民葉面補充鉀肥提高甜度目的，但此動作在本研究顯示對特級果佔比例卻是呈現下降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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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果品不同等級百分率之影響 

Fig. 1.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fruit grade percentage of tomato 

 

三、不同鉀肥處理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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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性差異，其中

番茄果高以A處理(對照組(清水))35.6 mm較高，次之為B處理(硫酸鉀(5.0 g/L))32.6 mm及E處理(商業

2號-藍(3.0 cc/L))32.2 mm，三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C處理(氯化鉀(4.2 g/L))31.9 mm及D

處理(商業1號-紅(3.0 cc/L))31.6 mm達顯著性差異。果徑以A處理23.2 mm較高，其次依序為E處理

22.7 mm、B處理22.3 mm及C處理21.7 mm，以上處理並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D處理21.1 mm

已達顯著性差異。果肉厚以A處理2.74 mm較高，次之為B處理2.40 mm，兩處理無顯著性差異，但

A處理均與D處理2.28 mm、C處理2.24 mm及E處理2.21 mm有顯著性差異。單果重以A處理13.0 g 

較高，次之為E處理11.1 g及B處理10.9 g，以上三處理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C處理10.3 g及D處

理9.8 g達顯著性差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現則各處理無顯著性差異，以C處理9.87
。

Brix最高，其

次依序為D處理9.60
。
Brix、E處理9.22

。
Brix、A處理9.13

。
Brix及B處理8.77

。
B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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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在不同處理有顯著性差異，其中番茄果高以A處理36.0 mm較高，其次依序為E處理3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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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處理30.7 mm、B處理及C處理均為30.6 mm，但A處理與其他處理(B、C、D及E)有達顯著性差異。

果徑以A處理23.1 mm較高，次之為B處理21.9 mm，兩處理無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D處理、B處

理21.4 mm及C處理21.2 mm達顯著性差異。果肉厚以A處理2.61 mm較高，次之為D處理2.42 mm、E

處理2.27 mm及C處理2.25 mm，以上處理達顯著性差異，但A處理與B處理2.19 mm有達顯著性差異。

單果重以A處理較高13.2 g，其次依序為B處理9.86 g、E處理9.75 g、D處理9.46 g及C處理9.23 g，但

A處理與其他處理(B、C、D及E)有達顯著性差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現則各處理並無顯著性差異，

以C處理9.38
。
Brix最高，其次依序為D處理9.31

。
Brix、B處理8.43

。
Brix、E處理8.39

。
Brix及C處理8.38

。

Brix。 

番茄採收後期果實性狀調查結果顯示(表四)，在果高、果徑、果肉厚及單果重在不同處理均無

顯著性差異，其中番茄果高27.8-29.6 mm、果徑20.1-21.3 mm、果肉厚1.97-2.24 mm、單果重7.76-8.72 

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現以B處理9.41
。
Brix最高，其次依序為D處理8.91

。
Brix、E處理8.77

。
Brix及

C處理8.68
。

Brix，以上處理均無顯著性差異，但B處理與A處理8.06
。

Brix有達顯著性差異。 

目前認為施肥仍是提高蔬菜品質重要途徑，而「鉀」是公認的提升品質的無機元素。肥料與番

茄甜度有極密切關係，施用氮素容易增加番茄果實酸度，而施用鉀會增加番茄果實甜度，鉀能增強

光合作用、提高糖分轉移至果實、有利果實均勻轉色，土壤中鉀含量較高亦可以增加甜度。研究顯

示不同鉀源(硫酸鉀、氯化鉀及硝酸鉀)對番茄品質影響不一，硫酸鉀對番茄葉片葉綠素SPAD值、

淨光合速率及可溶性固形物等表現最好，在結果期其莖葉及根吸收較佳，鉀元素亦會逐漸移轉至果

實中(4)。本研究中單純就葉面補充不同鉀肥處理了解其對番茄品質之影響，其中品質首要考量因素

為果實糖分含量多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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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中以糖分含量多寡佔極大比重，凸顯栽培技術的關鍵在於提昇番茄果實的甜度。糖的合成

與代謝是在一系列的酶催化下進行的，不同的蔬菜其糖的合成與代謝途徑不同，受各種酶的調控作

用也不盡相同。其中有催化蔗糖合成反應的蔗糖磷酸合成酶(sucrose phosphate synthase,SPS) ，催化

蔗糖分解反應的蔗糖合成酶(sucrose synthetase,SS)、酸性蔗糖轉化酶(acid invertase,AI)及中性蔗糖轉

化酶(neutral invertase,NI )。Ho(1996)指出在番茄果實生長發育的後期，蔗糖合成酶的活性很低，而

中性蔗糖轉化酶的活性迅速升高，此時以酸性蔗糖轉化酶及中性蔗糖轉化酶的催化分解作用為主，

此時前期積累的澱粉和輸入的蔗糖逐步分解為果糖和葡萄糖(19)。本研究中各種鉀肥處理在番茄採

收初期及中期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並無顯著差異，在採收末期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僅B處理(硫酸

鉀(5.0 g/L))顯著優於A處理(對照組(清水))，因此現行農民以此方式增加甜度值得進一步討論，尤其

是廣泛使用的價格昂貴的商業1號(紅)及商業2號(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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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採收初、中及末期果實性狀之影響 

Table 4.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fruit characteristics of tomato at  harvest stage 

Treatment1 

Fruit Total soluble solid 

height 

(mm) 

diameter 

(mm) 

thickness 

(mm) 

weight 

(g / fruit) 
(

。
Brix) 

 early harvest stage 

A  35.6a2 23.2a 2.74 a 13.0a 9.13a 

B  32.2ab  22.3ab  2.40 ab  10.9ab 8.77a 

C 31.9b  21.7ab 2.24 b  10.3b 9.87a 

D 31.6b 21.1b 2.28 b   9.8b 9.60a 

E  32.6ab  22.7ab 2.21 b  11.1ab 9.22a 

 middle harvest stage 

A 36.0a 23.1a 2.61a 13.20a 8.38a 

B 30.6b  21.9ab 2.19b  9.86b 8.43a 

C 30.6b 21.2b  2.25ab  9.23b 9.38a 

D 30.7b 21.4b  2.42ab  9.46b 9.31a 

E 31.6b 21.4b  2.27ab  9.75b 8.39a 

 late harvest stage 

A 28.8a 20.6a 1.97a 8.12a 8.06b 

B 27.8a 20.9a 2.15a 7.92a 9.41a 

C 29.6a 21.3a 2.24a 8.72a  8.68ab 

D 29.1a 21.3a 2.08a 8.52a  8.91ab 

E 28.6a 20.1a 2.24a 7.76a  8.7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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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同鉀肥處理對植株元素含量之影響 

以不同鉀肥處理對小果番茄葉片無機元素吸收之影響，結果顯示(表五)，葉片中氮、磷、鈣、

鎂、銅、錳、鋅及鐵等元素含量於各處理間差異均不顯著，各處理氮含量於 11.68-2.10%、磷含量

於 0.15-0.18%、鈣含量於 2.59-2.94%、鎂含量於 0.91-1.09%、銅含量於 30.0-71.0 ppm、錳含量於

122-183 ppm、鋅含量於 88-105 ppm 及鐵含量於 98-116 ppm。在鉀含量方面，以 B 處理(硫酸鉀(5.0 

g/L))最高，達 3.45%，其次為 C 處理(氯化鉀(4.2 g/L))的 3.44%，再次之為 E 處理(商業 2 號-藍(3.0 

cc/L))3.43%及 D 處理(商業 1 號-紅( 3.0 cc/L))3.16%，但 B、C 及 E 處理與 A 處理(對照組(清水))2.78%

有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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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採收期葉片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5.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leaf nutrients concent of cherry tomato at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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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68a2 0.18a 2.78b 2.94a 1.09a 50.3a 156a 105a  98a 

B 2.10a 0.15a 3.45a 2.82a 1.07a 35.3a 122a  96a 116a 

C 1.94a 0.16a 3.44a 2.65a 0.96a 30.0a 146a  80a  98a 

D 1.73a 0.15a  3.16ab 2.83a 1.06a 71.0a 183a  88a 112a 

E 1.90a 0.15a 3.43a 2.59a 0.91a 57.0a 170a  88a 1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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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果番茄莖部無機元素吸收之影響，結果顯示(表六)莖部中氮、鉀、鈣、鎂、銅、錳、鋅及

鐵等元素含量各處理差異均不顯著，各處理氮含量於 0.99-1.28%、鉀含量於 2.04-2.17%、鈣含量於

1.62-1.98%、鎂含量於 0.58-0.74%、銅含量於 10.3-16.3 ppm、錳含量於 37-58 ppm、鋅含量於 34-55 

ppm 及鐵含量於 45-54 ppm。在磷含量方面，以 A 處理最高，達 0.21%，其次依序為 C 處理 0.13%、

D 處理 0.12%、B 處理 0.12%及 E 處理均為 0.10%，但 A 處理與其他處理(B、C、E 及 D)有極達顯

著性差異。在根部無機養分吸收之影響，結果顯示(表七)根部中氮、磷、鉀、鈣、鎂、銅、錳、鋅

及鐵等元素含量各處理差異均不顯著，各處理氮含量於 1.23-1.56%、磷含量於 0.11-0.16%、鉀含量

於 1.63-1.99%、鈣含量於 1.66-2.09%、鎂含量於 0.37-0.46%、銅含量於 13.0-17.3 ppm、錳含量於

16.7-25.0 ppm、鋅含量於 28.3-41.0 ppm 及鐵含量於 42.0-57.7 ppm。 

鉀離子移動性佳且能快速地通過植體細胞選擇性生物膜，如土壤溶液中的鉀離子濃度增加，作

物即能極快地吸收鉀離子。研究指出番茄隨著鉀肥用量的增加，其果實和葉片中的鈣與鎂元素含量

都有下降的趨勢，原因可能是增施鉀肥後，與鈣、鎂離子發生拮抗作用，進而抑制鈣與鎂的吸收，

或者是促進它們在番茄體內的代謝而消耗(4,6)。本研究結果不論是葉、莖或根部的鉀、鈣及鎂元素

含量各處理間均不顯著，並無因施用鉀肥而使植體(葉、莖或根部)的鈣、鎂元素含量呈現下降趨勢，

其原因可能是由於試驗處理為不同鉀肥以葉面噴布方式，相較於土壤不易發生根部吸收鉀離子與鈣、

鎂離子的拮抗現象，或因隨著採收次數增加，植體中鉀含量因隨著植株下層果實成熟而陸續被收穫，

養分從被收穫與脫落的器官中淋失因素。 

葉片分析診斷作物營養狀態為簡便而被廣泛應用，乃因葉片各無機元素濃度適當與平衡，始能

獲得有良好產量與品質(9,12)。依日本所定之番茄葉片要素含量適量基準，葉片氮含量於2.5-3.5%，

磷含量於0.2-0.4%，鉀含量於4.0-5.0%，鈣含量於3.0-5.0%，鎂含量於0.5-1.0%(7)。本研究結果中葉

片氮含量於1.68-2.10%、葉片磷含量於0.15-0.18%、鉀含量於2.78-3.45%及鈣含量於2.59-2.94%，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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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適量基準含量為偏低，僅鎂含量(0.91-1.07%)較符合日本所定之適量基準。如依臺灣所定之番

茄葉片要素含量適量基準，葉片氮含量於2.6-4.8%，磷含量於0.3-0.77%，鉀含量於2.3-4.2%，鈣含

量於1.52-3.17%，鎂含量於0.32-0.67%(8)。本研究結果中，葉片氮、磷及鉀含量亦低於台灣所定之

適量基準，而葉片鎂含量在適量基準，僅鈣含量(2.59-2.94%)高於適量基準。此與本研究結果中顯

示，養液肥分似乎不足，推測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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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植體取樣在採收結束期才取樣調查等因素，致使各處理的葉片不同元素含量均偏低現象。 

 

表六、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採收期莖部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6.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stem nutrients concent of cherry tomato at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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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0.99a2  0.21a 2.04a 1.85a 0.58a 14.0a 50a 55a 51a 

B 1.04a 0.10b 2.15a 1.98a 0.74a 12.3a 45a 48a 54a 

C 1.04a 0.13b 2.07a 1.98a 0.70a 10.3a 58a 34a 49a 

D 1.28a 0.12b 2.12a 1.71a 0.68a 15.3a 43a 40a 50a 

E 1.22a 0.10b 2.17a 1.62a 0.60a 16.3a 37a 40a 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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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不同鉀肥處理對番茄採收期根部無機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7.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root nutrients concent of cherry tomato at harvested stage 

Treatment1 N P K Ca Mg Cu  Mn   Zn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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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39a2 0.16a 1.99a 2.09a 0.46a 17.3a 25.0a 41.0a 57.7a 

B 1.56a 0.13a 1.71a 1.76a 0.42a 13.7a 19.3a 37.0a 50.3a 

C 1.23a 0.11a 1.63a 1.66a 0.37a 13.7a 16.7a 28.3a 50.3a 

D 1.35a 0.12a 1.73a 1.69a 0.42a 15.0a 18.0a 37.7a 47.0a 

E 1.56a 0.13a 1.87a 1.85a 0.41a 13.0a 16.7a 34.3a 4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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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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of Cherry Tomato 

Cultured under Facility
1
  

Chen-Yang Tai, Yu-Heng Lin and You-Hong Zeng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of cherry tomato in basket medium cultured under facility. The treatments were included 

(A) water (CK); (B) potassium sulfate; (C) potassium chloride; (D) commercial product No. 1 and (E) 

commercial product No.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potassium fertilizers treatmen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omato plant traits at the harvest stage. The control (CK) 

performed the best in the total fruit numb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yield,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reatments in terms of fruit height, fruit diameter, pulp thickness, single 

fruit weight, and the content of total soluble solids. The total soluble solids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harvesting, however, potassium sulfate treatment (B) at the 

end of harvesting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treatment (A). At the end of harvest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lement content of implant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conclusion, 

under proper cultivation manage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tomato with different potassium fertilizers sprayed on leav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cern the advantages 

of spraying potassium in tomato leaf during fruiting stags. 

Keywords: tomato, facility, potassium, frui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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