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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蕉及臺蕉 5號之合理施肥 
 

張春梅 黃山內 蔣世超 
 

臺灣香蕉研究所 
 

近年來肥料價格大幅上漲，蕉農的生產成本增加，復因長期以來化學

肥料使用過量，植物營養失衡，蕉園土壤酸化、物理與生物品質劣化加劇，

香蕉黃葉病猖獗，導致嚴重產量與品質低落，蕉農植蕉收益銳減。為提醒

蕉農肥料施用不當及其所產生的負面效果，自民國87年以來，財團法人臺

灣香蕉研究所即全面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合理化施肥」計畫，在全

國各香蕉主要產地，透過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鄉鎮農會、產銷班及大

面積香蕉生產團體等組織的全力配合，以(1)建立合理施肥示範蕉園，(2)

舉辦示範蕉園觀摩會及成果發表會，(3)香蕉合理施肥講習的形式，將香蕉

適當施肥的理念、步驟及方法提供給蕉農採行，並呼籲全國蕉農能重視蕉

園土壤管理及施肥過量的問題及實施合理施肥後的獲得效益，並將「蕉園

合理施肥」的概念普遍散播於蕉區及蕉農間，希望能蔚為風氣，確實以降

低香蕉生產的肥料用量來緩和蕉園土壤品質劣化的趨勢，共同為提升農民

的植蕉收益及永續經營臺灣香蕉產業的而努力。 

目前，臺灣香蕉產區的主要栽培品種為〝北蕉〞及〝臺蕉5號〞，此

二品種亦為目前內外銷市場最受歡迎的香蕉品種，為了讓蕉農們對〝北蕉〞

及〝臺蕉5號〞的「合理施肥管理」有更明確的認知，謹將其原則及實施

方法特別強調陳述如下。 

 

香蕉需肥特性香蕉需肥特性香蕉需肥特性香蕉需肥特性 

〝臺蕉5號〞俗稱為「玉山」，與〝北蕉〞系出同門，是〝北蕉〞曾

孫字輩的後裔，選自〝北蕉〞的第3代臺蕉3號，外觀上，祖孫倆極為相似，

新種植株高約250~280公分，假莖莖周69~72公分，視季節而異，每串果重

約在20~35公斤之間，冬蕉(1月中旬至3月中旬採收)較輕，夏蕉(6月中旬至

9月下旬)與部分秋蕉(10月上旬以後至1月中旬)較重。在臺灣的香蕉主要產

區，蕉株可於年中的任何月分種植，約11~13個月以後採收，中部山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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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15個月。〝北蕉〞之適應性廣，但不抗香蕉黃葉病，多選在新植地或

經輪作2、3年後的水田種植，可降低罹病率。〝臺蕉5號〞則對黃葉病具

中抗性，適種的範圍較廣。由於兩者在外觀與生育特性上均極相似，在養

分的需求上亦極相近。生長1年的香蕉植株所吸取的養分量，以肥料成分

表示，約為氮(N) 150公克，磷酐(P2O5) 40公克，氧化鉀(K2O) 560公克。施

用在蕉園土壤中的植物營養成分元素除了淋洗、揮散、固定等作用而失效、

損失及採收果串移走外，大多數殘株仍留置蕉園以之有機質形態回歸蕉園，

可經分解後被下期作植株再利用，所以，蕉園每年實際所需補充的三要素

量並不多。 

 

香蕉合理施肥步驟香蕉合理施肥步驟香蕉合理施肥步驟香蕉合理施肥步驟 

完整的蕉園合理化施肥作業流程應包含以下7個基本步驟：(1)土壤肥

力分析；(2)有機質肥料施用；(3)化學肥料施用；(4)葉片營養診斷；(5)肥

培管理記錄；(6)產量及品質追蹤；(7)施肥計畫調整等，蕉園的肥培管理若

能依照此7個過程逐項落實進行，必可發揮施肥效益、改善蕉株營養管理

並提升至較佳境界。 

 

土壤肥力分析土壤肥力分析土壤肥力分析土壤肥力分析 

正確的土壤與肥培管理先決條件是透過採取土壤樣本分析獲得蕉園

土壤的化學特性資料，暸解土壤的砂黏性、酸鹼程度及各營養成分有效含

量的多寡，作為擬訂施肥計畫或土壤理化性改良的依據，此為從事香蕉栽

培生產規劃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步驟，放諸所有作物生產皆準。 

 

有機質肥料施用有機質肥料施用有機質肥料施用有機質肥料施用 

有機質在土壤理化及生物性中扮演的重要性已勿庸贅敘，土壤有機質

含量在臺灣高溫多雨的氣候條件下多有偏低的現象，導致土壤品質(土壤物

理、化學及生物特性)多有缺陷與不足，施用有機質肥料、種植綠肥作物直

接掩埋或將採收後的殘株破碎留置田間都是補充土壤有機質含量的作法。

惟在蕉株定植前犁入土壤並充分混合為最佳作法，有機質肥料除作為地表

敷蓋用途以外，最忌施用於表土，任其脫水而呈乾燥狀態，將使其功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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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從土壤保育與地力維護的長遠觀點衡量，有機質肥料的逐年施用在蕉

園合理施肥作業中是必要的管理手段。有機質肥料因施用成本相對較高，

腐熟、長效、價低、無二次污染及有合法登記的產品是選購商品有機質肥

料的原則，有機質肥料配合適量的化學肥料施用，可達到增產、保育與改

善品質的多重目的。 

 

化學肥料施用化學肥料施用化學肥料施用化學肥料施用 

化學肥料的施用設計應以土壤檢測結果為依據。正常土壤的蕉園施肥

推薦多以鉀肥含量較高之特4號複合肥料(11-5.5-22)為主，施用量依土壤分

析結果，在1.5~2.0公斤/株/年之間多已足夠，可按全量之5%、10%、20%、

30%、20%、及15%分6次施用，於植蕉後1個月施用第1次，以後每月施用1

次，遇多雨或乾旱季節則可彈性調整施用次數，並在蕉株抽穗前後(植後5~7

個月)施用完畢，蕉株在抽穗後的果房發育期間因無營養生長的需求已無施

肥必要，水分管理及葉片保護則是重點。蕉園有效磷較低時，可分次酌施

過磷酸鈣1公斤。蕉園一般多有缺鉀現象，應視土壤之交換性鉀含量決定，

氯化鉀施用量以每株0.5~0.8公斤(氧化鉀0.3~0.5公斤)為原則，於花芽分化期

開始時(植後3~4個月)分批施用，在抽穗前施用完畢。肥料施用的範圍，以

在植被下的假莖四周作全面撒施即可；山坡地選在坡度上方為宜，可避免

流失；砂質地蕉園以少量多施為原則。雨季時可視降雨情形斟酌調整施用

次數與用量。尿素、硫酸銨、過磷酸石灰(鈣)、氯化鉀等單質肥料亦可施用

於蕉園，其相對用量宜視蕉園土壤肥力而調整，適量的氮肥與多量的鉀肥

是基本原則；肥料三要素的調配比例以2-1-4或2-1-6作為參考。 

香蕉生長最適宜的土壤酸鹼值是5.5~6.8，土壤酸鹼值除影響礦物營養

要素的有效性外，酸性土壤常造成土傳性病害－香蕉黃葉病的發生與蔓延。

土壤酸化作用最強的硫酸銨應避免使用。酸性土壤大多有缺鈣或鎂或兩者

的現象，應在整地建畦時用土壤改良劑如石灰、苦土石灰、白雲石粉、蚵

殼粉等資材以降低土壤酸度，施用量視酸性程度以每公頃2~4公噸為原則，

使與土壤充分混合，既可提供所需養分，又有改善土壤品質，促進肥效的

功能。施肥時土壤應有適當的含水量，土壤濕度可促進肥料的溶解，根系

的生長及吸收，以提升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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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營養診斷葉片營養診斷葉片營養診斷葉片營養診斷 

肥料施用以後的香蕉吸收利用情形可由葉片營養要素含量的分析結果

反應一二。香蕉抽穗以前的生育期長達6個月，營養缺乏與過量的現象尚可

透過肥料種類與用量的調整即時改善。因此，在植後3~4個月左右，即花芽

分化初期採集蕉株第3新葉中間的葉片樣本送驗，檢驗結果可以委由臺灣香

蕉研究所協助解釋，以暸解植株的營養概況，並提供改善方法，作為當期

香蕉後半段肥料管理或下期作施肥調整的參考。 

 

肥培管理記錄肥培管理記錄肥培管理記錄肥培管理記錄 

過去施肥情形的記錄是當下及未來施肥管理計畫的重要參考依據，執

行過的肥培管理狀況若未經詳實的記載，很容易遺忘或混淆不清，蕉農應

養成製作施肥記錄的習慣，不僅可明確地作為新年期蕉作施肥的參考，還

有施肥成本管控概念的作用，提醒蕉農在肥料施用量上作適當的節制與約

束，避免不計成本地憑直覺任意施肥。 

 

產量品質追蹤產量品質追蹤產量品質追蹤產量品質追蹤 

果串重量的高低局部反應蕉株肥培管理的績效，是香蕉生產的主要標

的，因此蕉農應掌握每一年期的香蕉產量資料，以作為前後期肥培管理調

整的參考。香蕉的採後品質包括口感品質受土壤及肥培管理差異的影響甚

大，氮肥供應是否過多、鉀肥施用是否不足往往是關鍵因素，蕉農對其施

肥管理所產出的香蕉品質應有掌握，以便作為肥培改進的參考，香蕉食用

口感的良窳與否多會由消費端透過盤商處反應回來，蕉農本身亦可針對生

產的香蕉委由加工業者催熟後進行後熟品質的評估而了解。 

 

施肥計畫調整施肥計畫調整施肥計畫調整施肥計畫調整 

上述的施肥6項步驟都是進行調整未來施肥計畫的充分與必要條件，能

夠完成該6項肥培管理流程的蕉農必定能在香蕉生產的肥培管理技術上作

充分的檢討與改進，適時調整肥料施用計畫，如發現養分足量則免施，若

不足則應按預定計畫增施，這是植蕉獲益的必備條件與保證。香蕉的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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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現有的資訊基礎上具有相當寬廣的彈性，蕉農們如能按部就班確實

履行該7個流程，輔以臺灣香蕉研究所專業的肥培協助，每位蕉農都能因植

蕉而獲益，則臺灣香蕉產業的復甦將指日可待。 

 

 

表1. 理想蕉園土壤的部分養分元素之臨界值 

有機質 有效性磷 交換性鉀 交換性鈣 交換性鎂 

% ──────────毫克/公斤────────── 

2 
酸性土80 

鹼性土20 
150 1200 140 

 

 

表2. 肥料施用時期及施用率(%) 

施用時期 
植後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4個月 5個月 6個月 

施用率 
(%) 

5 10 20 30 20 15 

特4號複肥用量 
(公克/株/年) 75~100 150~200 300~400 450~600 300~400 225~300 

 

 

  
香蕉缺鉀葉片徵狀 在台灣香蕉研究所辦理的合理化施肥講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