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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前臺灣畜牧業，產生之廢水相當可觀。畜牧業

為達到排放標準，三段式處理廢水過程既耗能源又

損失可用資源，且所費不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

於104年3月31日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並發布「水

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增加畜牧業者防污成本。

而畜牧廢水富含有機質及植物所需要之養分，可作

為作物生長之肥分，實可多加利用。 

為因應環保法規修訂對畜牧場造成的影響，也

基於循環農業資源再利用觀點，推動畜牧廢水施灌

農地再利用為維護環境政策之一，也是循環農業的

一環。自100年起，農委會依廢棄物清理法，開放畜

牧廢水再利用個案許可申請，使畜牧廢水得以在有

條件管理下多元再利用。104年環保署修訂公告「水

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條規定，

使畜牧糞尿經厭氧發酵後產生之沼液、沼渣，亦可

申請施灌於農地，作為農地肥分利用。截至106年底

共核定48件畜牧廢水個案再利用、211件沼渣沼液農

地再利用方案，合計259件。 

但隨著再利用案的增加，國內畜牧戶及農戶仍

不熟悉相關施用方法與作物施灌量，本所依據相關

試驗結果，與已執行畜牧廢水農地再利用多年之宏

仁果菜合作社合作，一同編撰本冊。內容涵蓋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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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廢水施用量及施用要領等，使農友更了解如何

合理施用在各種作物上，運用畜牧廢水取代化肥，

提供作物生長所需養分，但對環境不會有負面影響。

盼能藉此推廣畜牧廢水施灌農地再利用，提高畜牧

廢水回歸農地的再利用率，節省化肥費用、灌溉用

水，並減輕環境負荷，推動國內循環農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所長 

 

謹誌 

中華民國1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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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提高畜產廢棄物之再利用，本所與畜試所、

中興大學和中山大學依據「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辦法」第 5 條之規定，自 98 年起進行 3 項以槽車

載運養豬廢水施灌農地之再利用試驗，以取得國內

實績。試驗結果顯示除部份畜牧場之污泥/沼渣銅、

鋅偏高，持續施灌可能導致其在土壤過量累積外，

在合理施用下，施用畜牧廢水可取代化肥，提供作

物生長所需養分，並不致對環境有負面影響，故農

委會自 100 年起開放個案再利用許可申請，使畜牧

廢水得以在有條件管理下多元再利用。環保署為推

動畜牧廢水沼氣發電，遂於 104 年依據本所與合作

單位之試驗結果，修訂公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70 條相關規定，新增「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利用」專章，使畜牧糞尿經厭氧發酵

後產生之沼液、沼渣，亦可申請施灌於農地，作為

農地肥分利用。各申請案均由畜牧場和再利用機構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前者為農委會，後者為縣市

政府環保局。 

考量我國推動畜牧廢水作為農地肥分使用尚

屬於起步階段，國內畜牧戶及農戶仍不熟悉相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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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與作物施灌量，故依據本所相關試驗結果，

與已執行畜牧廢水農地再利用之宏仁果菜合作社

多年的實務經驗，編撰本肥培要領，內容涵蓋施灌

方法、肥分比較、施肥方法、環境檢測等建議事項，

並參考作物施肥手冊換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等，供使

用者參考。 

二、運輸與施灌方式 
施灌方式可為管線、注入式、噴灑式、隨水漫

灌、隨水溝灌等方式(如圖 2.1-2.5)，其中注入式之

肥分損失率低，而其他方式則約有 10-20%的損失率。

此外，亦可以廢水／沼液進行液面施肥，但需以水

稀釋至適當濃度，避免葉片肥傷。 

以管線施灌方式，可以馬達馬力與施灌時間計

算施灌量。 

圖 2.1、管線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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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注入式施灌 

 

 

 

圖 2.3、噴灑式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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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隨水漫灌施灌 

 

 

 

圖 2.5、隨水溝灌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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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牧廢水與化學肥料之比較 

台灣畜牧場大多數是沖水式畜舍，因此畜牧廢

水之肥分低，約為高床式(完全不沖水)畜舍廢水的

20%-25%肥分濃度，與化肥相比其肥分低，施用成

本相對較高。又因各畜牧場的管理方式不同，其廢

水的肥分濃度差異相當大，即使同一畜牧場也因冬

夏季畜牧場的用水量不同，其廢水肥分呈現季節性

變化。因此需藉分析了解其肥分才能概估施用量。 

為配合不同作物生長營養需求，化學肥料有不

同的 N、P2O5、K2O 比例，較常用的如表 3.1 所示。

若將不同廢水處理階段的畜牧廢水與各種複合化

肥比較，顯示畜牧廢水鉀的比例偏低。因此在施用

時，若以作物氮的需求量進行施用量估算，對鉀肥

需求高的作物，則需另外補充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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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畜牧廢水與化學肥料肥分與相等肥分施用量比較 

 
N P2O5 K2O 用量 N P2O5 K2O 

-------------------------%------------------------- kg -----------------------kg------------------- 

台肥 1 號 20 5 10 40 8.0 2.0 4.0 

台肥 4 號 11 5.5 22 40 4.4 2.2 8.8 

台肥 5 號 16 8 12 40 6.4 3.2 4.8 

台肥 39 號 12 18 12 40 4.8 7.2 7.8 

台肥 43 號 15 15 15 40 6.0 6.0 6.0 

高床式畜舍
廢水 

0.50 
(0.22-0.97) 

0.40 
(0.05-1.21) 

0.40 
(0.11-0.48) 

1300 
6.5 

(2.9-12.6) 
5.2 

(0.7-15.7) 
5.2 

(1.4-6.2) 

固液分離後
養豬廢水 

0.11 
(0.06-0.24) 

0.09 
(0.02-0.15) 

0.04 
(0.02-0.07) 

6000 
6.6 

(3.6-14.4) 
5.4 

(1.2-9.0) 
2.4 

(1.2-4.2) 

厭氣發酵後
牛沼液 

0.05 
(0.02-0.10) 

0.02 
(0.01-0.04) 

0.03 
(0.02-0.04) 

13000 
6.5 

(2.6-13) 
2.6 

(1.3-5.2) 
3.9 

(2.6-5.2) 

厭氣發酵後
豬沼液 

0.09 
(0.05-0.32) 

0.07 
(0.02-0.31) 

0.03 
(0.02-0.05) 

7000 
6.3 

(3.5-22.4) 
4.9 

(1.4-21.7) 
2.8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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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肥原則 

(一)依據農友施肥方式，大多以每分地每次施

用半包至一包化學複合化肥進行施肥，故畜牧廢水

施灌即可依其肥分計算相當於一包複合化肥的肥

分量來進行施灌。由於各畜牧場之管理方式與季節

用水量不同，其廢水肥分含量差異甚大，故施用前

需先了解其肥分含量，以及季節性差異，才能概估

施肥量。 

(二)分析畜牧廢水之成分，包括氮、磷、鉀等

營養元素；並由其氮素含量估算等同一包複合化肥

氮素肥分之重量，再依據各作物之施肥推薦進行施

灌。磷、鉀肥若有不足，再以化肥補充。依據本所

過去對某兩畜牧場週年檢測結果，牛沼液、豬沼液、

豬沼渣之氮含量範圍為 0.02-0.07%、0.08-0.36%、

0.13-0.66%，普通冬天的肥分約是夏天肥分的2倍，

若以冬天氮含量為 0.07%、0.36%、0.66%計算，分

別需要 10、2、1 公噸廢水，才等同一包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的氮量。 

(三)依據試驗結果顯示，以噴灑式施用畜牧廢

水之肥效約為化學複合化肥者的八~九成(因約有

10-20%氮素損失)，建議畜牧廢水肥分施用量可為

複合化肥肥分施用量之 1.2 倍，因此若經計算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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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噸沼肥才等同施用一包複合化肥之肥分，則建

議可施用 12 公噸沼肥，才能預期作物產量達到施

用化學肥料的產量。 

(四)畜牧廢水施用方式，有注入式(需有注入設

備)、噴灑式、隨灌溉水溝灌與漫灌等方法；注入式

與噴灑適用各種作物種植前之基肥；漫灌可作為水

稻田基肥等；隨水溝灌則適用作畦旱作基肥或追肥，

需配合灌溉水施灌，使畜牧廢水均勻散佈，並減少

異味逸散。採用噴灑式施灌時，建議於噴灑後立即

耕犁，以減少臭味逸散及氮素損失。 

(五) 施灌方式無論漫灌或溝灌，都應先以灌溉

水使田間濕潤，再將廢水混入灌溉水施用。廢水施

用完後仍需繼續施用灌溉水，使廢水均勻分布於田

間，並且避免施灌處累積過多養分，影響作物生

長。 

(六)果園之畜牧廢水施灌，則需依栽培方式考

慮施灌方式，可採用噴灑、溝灌或以水帶引到果樹

下施灌。若是坡地果園，則需注意避免逕流流失。 

(七)作物之生長勢隨著天氣而異，其施肥量亦

不同，也需依作物生長情形調整施肥量，特別是以

噴灑方式施用畜牧廢水其損失率較大，或是施用後

遇大雨而流失，則需補充肥料；或是不宜施用畜牧

廢水時，則應以化肥補充。夏天作物因氮肥肥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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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長旺盛，故需加鉀肥，使植體較強健，特別

畜牧廢水的含鉀量較低，故需補充鉀肥。 

(八)為避免銅、鋅在土壤大量累積，建議廢水

中氮與銅鋅之比例能控制在 360 及 180 以上，將使

農地施用畜牧廢水可使用年限可達 200 年以上。重

金屬含量過高的沼渣/污泥不宜直接施用於農地。 

(九)不論溝灌或是漫灌，於施灌時為避免施灌

處土壤流失，可鋪設帆布，如圖 4.1。使灌溉水與

畜牧廢水不至於直接沖刷施灌處土壤，減輕施灌處

土壤流失及廢水累積。 

 

圖 4.1 減輕施灌處土壤流失及廢水累積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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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用時應注意事項 

(一)避免臭味逸散 

若採用隨灌溉水溝灌，應先施用灌溉水，再混

入畜牧廢水，施用完畢後，再停止施用灌溉水，以

減輕臭味逸散，並使畜牧廢水可平均施灌於農地中。

以噴灑、漫灌作為基肥，施用後應立即犁田，避免

畜牧廢水殘存土壤表面，造成異味溢散。施灌時施

灌地點方圓 200 公尺內無住宅區。 

施灌車裝填畜牧廢水，施灌車清洗皆需在牧場

內完成，清洗貯水槽或貯水桶所產生之廢水，皆需

併入牧場廢水處理設施。施灌車載運之貯水槽為密

閉式，以確保於運送過程中不滲漏，以減少異味逸

散。 

(二)避免肥分流失污染環境 

為避免畜牧廢水因暴雨、淹水而流失，遇天候

不佳，如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豪雨特報時，應暫

停施用。待風雨停息後，人員與施肥車可於田間作

業時再施灌。 

 



 

11 

 

施灌於細質地土壤，建議每分地每次施灌量不

宜超過 17 公噸；質地較粗之土壤(砂土)每分地每次

施用畜牧廢水量不宜超過 7 公噸，以避免淋洗造成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三)公共衛生 

即使是經過 10 天厭氧發酵的沼渣沼液，仍曾

檢出病源菌，且在田區仍可檢測出大腸桿菌群，故

建議一般大田作物在採收前一個月內不宜施用畜

牧廢水；以畜牧廢水栽培蔬菜者，不宜提供作為生

菜食用。 

  



 

12 

 

六、環境監測 

為避免過量或不當施用畜牧廢水造成環境污

染，依據 106 年 12 月 27 日修正之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十章之一「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利用」之相關規定，目前每一申請案均需執行

施灌農地上下游各一口監測井(可以民井取代)之監

測及施用量較多之坵塊的土壤監測。再利用案執行

期間，每 1 年需向主管機關提交畜牧廢水使用紀錄

及監測評估報告。 

申請機構需會同政府農業處或檢測機構進行

地下水與土壤採樣。檢測單位可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許可之檢測公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試驗研

究機構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一)地下水檢測 

依據 106年 12月 27日修正之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十章之一沼液沼渣農地肥

分使用，第七十條之二第五款-施灌農地區域地下

水水質背景值檢測報告，應包含導電度、銨態氮

（NH4
+-N）或氨氮等項目。其地下水井得以施灌農

地區域位址之民井或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為之。 

地下水監測採樣頻率應為每半年採樣檢測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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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豐、枯水期各採樣 1次)。在農地肥分使用期間，

下游井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各項污染物指標有明

顯上升趨勢，或是超過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氨氮 0.25 公噸/L) 即應立即停止施灌。 

(二)土壤檢測 

  依據 106 年 12 月 27 日修正之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十章之一沼液沼渣農地肥

分使用，第七十條之二第六款-施灌農地土壤品質背

景值檢測報告，應包含土壤飽和萃取液導電度、銅、

鋅及土壤質地等項目。 

土壤監測採樣頻率為每 1 年於施灌地之表土

(0~15 公分)採樣檢測 1 次。土壤得採個別施灌區

域內之 3-5 處土壤混合成一樣品，代表此區域之土

壤平均濃度值。當土壤銅、鋅達食用作物農地土壤

污染監測標準(銅 120 公噸/kg、鋅 260 公噸/kg)

的八成，即應立即停止施灌。 

  申請者應於地下水水質及土壤品質檢測報告

完成後一個月內，送農業主管機關及當地環保主管

機關備查，並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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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作物畜牧廢水施肥要領 

依據不同的施灌方式，畜牧廢水之肥效約為化

肥之八成以上，因此可依據化肥之施肥推薦及廢水

肥分濃度概估施用量，由於各畜牧場廢水濃度差異

甚大，本手冊謹先概述化肥之施肥推薦，並以平均

肥分為範例說明畜牧廢水施用量，使用者仍需依其

廢水肥分濃度調整施肥量，亦可依畜牧廢水可供應

量與作物生長情形，將畜牧廢水與化肥混合施用。

本手冊單質化肥之推薦係依據中華肥料協會之「作

物施肥手冊」，複合化肥推薦係依據台肥公司「農

友牌肥料產品系列及主要作物施肥手冊」。 

未經處理之養牛廢水與未經完全發酵的養牛

沼液，其所含雜草種子仍具生命力，在施灌後，可

能使田間雜草較不易控制，故施灌養牛廢水於牧草

以外之一般作物應注意雜草控制。 

試驗中亦曾發現牛隻不喜食用施灌養豬廢水

之牧草，應注意施灌廢水濃度與採收時期，建議養

豬廢水僅於基肥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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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稻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1)施用量 

  不同品種、種植地區與期作之水稻氮素推薦量

如表 7.1.1.1 之說明。依據土壤肥力分析結果之磷酐

與氧化鉀之推薦量如表 7.1.1.2-3 之說明。 

 

(2)施用分配率 

  一般水稻田、漏水田與直播水田之各時期氮素

分配率如表 7.1.1.4-6 之說明。不同地區之磷酐與氧

化鉀施肥分配率如 7.1.1.7 之說明。 

 

表 7.1.1.1 水稻氮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品種 地區 
期作 

一期作 二期作 

一般稉稻 

(台農 67 號為例) 

中南東部 110-140 90-120 

北部 100-120 90-110 

秈稻 

(台中秈 10 號為例) 
中南東部 130-150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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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2 水稻磷酐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磷(P) 磷酐推薦量 

含量(ppm) 等級 一期作 二期作 

0-1.6 極低 70-80 50-60 

1.7-5.0 低 60-70 40-50 

5.1-12.0 中 40-60 30-40 

12.1-30.0 高 20-40 0-30 

大於 30.0 極高 0-20 0-20 

 

 

表 7.1.1.3 水稻氧化鉀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鉀(K) 磷酐推薦量 

含量(ppm) 等級 一期作 二期作 

0-15 極低 60-70 80-90 

16-30 低 50-60 60-80 

31-50 中 30-50 40-60 

大於 50 高 0-3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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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4 水稻一般水田氮素分配率     單位:% 

品種 稉稻 秈稻 

地區或質地 

質地較細者 

(黏土、黏質 

坋質壤土) 

質地較粗者 

(砂質壤土) 

南

部 

中北

部 

基肥 45-50 25 30 25 

插秧後 

一期 15 天 

二期 10 天 

－ 20 － － 

插秧後 

一期 30 天 

二期 20 天 

30 30 30 25 

插秧後 

一期 45 天 

二期 30 天 

－ － 40 30 

幼穗形成期 25-20 25 － 20 

 

表 7.1.1.5 水稻漏水田氮素分配率       單位:% 

施肥期 

插秧後 

一期 7天 

二期 5天 

插秧後 

一期 22 天 

二期 16 天 

插秧後 

一期 37 天 

二期 25 天 

穗肥 

分配率 25 25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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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6 水稻直播水田(水田直播)氮素分配率  

單位:% 

地區 
西台灣 
(新竹一 

期除外) 
台東 

新竹、花蓮 
一期 

花蓮 
二期 

播種前 － 25 25 25 

4-5 葉期 25 － － － 

4
-5

葉
期
後 

一期 5 天 
二期 3 天 

－ － 50 25 

一期 10 天 
二期 7 天 

25 25 － － 

一期 20 天 
二期 14 天 

25 25 － 25 

幼穗形成期 
25 25 25 25 

 

表 7.1.1.7 水稻磷鉀肥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磷肥 鉀肥 

地區 
一般 
地區 
標準 

花蓮 
地區 
一期 

宜蘭 
地區 

一般 
地區 

花蓮 
地區 

基肥 100 50 50 0-40 20 

插秧後 
一期 15 天 
二期 10 天 

－ 30 25-50 40-0 30 

插秧後 
一期 30 天 

－ 20 25-0 40-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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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 20 天 

幼穗形成期 － － － 20-0 20 

 

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一般稉稻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1.2 之說

明。 

 

表 7.1.2 水稻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39 號 
複合化肥 

40 
整地前，採全面撒施
並均勻拌入土中。 

一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25 
插秧後約 15 天(二期
作 10 天)，全面均勻
撒施。 

二追 25 
插秧後約 30 天(二期
作 20 天)，全面均勻
撒施。 

穗肥 8 
幼穗形成期。一期作
約 60 天，二期作約
50 天。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一般稉稻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

-磷酐-氧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14-12-12(公斤/分)，先

以氮素為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

足部分再以化學肥料補充。不同品種與期作則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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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述單質化肥推薦量而增減施用量。 

  畜牧廢水主要是以漫灌方式施用於水稻田，在

水稻分蘗盛期後，廢水不易平均漫流於田區，易使

施灌處肥分過量而導致稻熱病或倒伏，因此建議於

基肥及一追(水稻插秧後一期 30 天，二期 20 天)時

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50%及

5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補充。廢水的氮素

含量低者，才可施用至穗肥。施灌時亦需注意能使

廢水能平均流至全田區，避免施灌處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1.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1.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沼液及化肥後之水稻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1 所示。 

 

表 7.1.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複

合化肥肥分之廢
水量(公噸) ------------ %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0
b
 1.3

a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4.4
b
 5.8

 a
 



 

21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5.3
b
 7.1

 a
 

*a,b: 台肥 39,5 號複合化肥  

 

表 7.1.3.2 水稻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肥 一追 備註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1.5 1.5 

可於基肥時施用全量 

3 噸之廢水。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6.5 6.5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依作

物生長情形或葉片顏色

於一追時以氯化鉀補

充，每分地約補充 11 公

斤氯化鉀。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8 8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依作

物生長情形或葉片顏色

於一追時以氯化鉀補

充，每分地約補充 12 公

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若依據土壤肥力測定結果，土壤已含較高的鉀含量，

則可不必補充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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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M1:75 公斤氮/公頃、M2:150 公斤氮/公頃、M3: 225 公斤氮/公頃；
F1:50 公斤氮/公頃、F2:100 公斤氮/公頃、F3: 150 公斤氮/公頃 

 

圖 7.1、施用糞肥(高床式畜舍廢水)、沼液及化肥後

之水稻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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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1)施用量 

  不同品種與期作之玉米氮素推薦量如表 7.2.1.1

之說明。依據土壤肥力分析結果之磷酐與氧化鉀之

推薦量如表 7.2.1.2-3 之說明。 

 

表7.2.1.1 玉米氮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品種 期作 

早熟品種 

(台農 5、11 號) 

秋裡作 

120-160 

中熟品種 

(台農 351 號) 

秋作 

150-200 

春作 

100-150 

食用甜玉米 100-140 

 

表7.2.1.2 玉米磷酐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磷(P) 

含量(ppm) 

品種 

早熟品種 中熟品種 

小於 9 75-110 100-150 

9-17 35-75 50-100 

18-32 35 50 

大於 32 0-3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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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1.3 玉米氧化鉀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鉀(K) 

含量(ppm) 

品種 

早熟品種 中熟品種 

小於 50 50-75 70-100 

50-66 25-50 35-70 

大於 66 0-25 0-35 

 

(2)施用分配率 

  玉米三要素施用分配率如表 7.2.1.4 之說明。 

 

表 7.2.1.4 玉米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土壤別 壤土或較黏土壤 較砂土壤 

肥料別 
氮

肥 

磷

肥 

鉀

肥 

氮

肥 

磷

肥 

鉀

肥 

基肥 50 100 50 30 100 50 

追肥 

(株高 30-40 公分) 
50 － 50 40 － 50 

穗肥 

(雄穗抽出期) 
－ － － 30 － － 

 

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食用甜玉米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2.2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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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食用甜玉米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25 

整地後作畦前，條施於

種子旁 5-8 公分、 

深 5-8 公分處。 

追肥 25 

株高約 30-40 公分時，

條施於株旁 5-8 公分

處。 

穗肥 15 
雄穗抽出時，撒施於行

間。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13-3-7(公斤/分)，先以氮素為施

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以

化學肥料補充。不同品種與期作則可參考前述單質

化肥推薦量而增減施用量。 

  建議於基肥、一追及穗肥時各施用全期化肥推

薦量所需之氮素 40%、40%及 20%的施灌量，其後

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漫灌方式施灌，或於作畦

播種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以漫灌或溝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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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施灌，施追肥與穗肥時亦以溝灌方式施灌。

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

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2.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2.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與化肥後之玉米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2 所示。 

 

表 7.2.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複

合化肥肥分之廢

水量(公噸)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6

a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7.3

a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8.9

a
 

*a: 台肥 1 號複合化肥 

 

 



 

27 

 

表 7.2.3.2 食用甜玉米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肥 一追 穗肥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 1 1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3.5 5 3.5 

廢 水 中 不 足 之 鉀
肥，建議於一追時以
氯化鉀補充，每分地
補充 4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4.5 6 4.5 

廢 水 中 不 足 之 鉀
肥，建議於一追時以
氯化鉀補充，每分地
補充 4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若依據土壤肥力測定結果，土壤已含較高的鉀含量，

則可不必補充鉀肥。 

圖 7.2、施用化肥及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

後之玉米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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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藷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1)施用量 

  不同期作之甘藷氮素推薦量如表 7.3.1.1 之說

明。依據土壤肥力分析結果之磷酐與氧化鉀之推薦

量如表 7.3.1.2-3 之說明。 

 

表 7.3.1.1 甘藷氮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期作 推薦量 

一般量 30-80 

春夏作 30-40 

秋裡作(包括二期糊仔作) 60 

 

表 7.3.1.2 甘藷磷酐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磷(P) 
推薦量 

含量(ppm) 等級 

2 極低 90 

2-5 低 60 

5-18 中 30 

大於 18 高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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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1.3 甘藷氧化鉀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鉀(K) 
推薦量 

含量(ppm) 等級 

低於 25 極低 240 

25-43 低 180 

44-60 中 120 

61-96 高 60 

大於 96 極高 0-60 

 

(2)施用分配率 

  甘藷三要素施用分配率如表 7.3.1.4 之說明。 

 

表 7.3.1.4 甘藷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50 100 50 

第一次追肥 

(插植後 30 天) 
50 － 50 

 

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一般甘藷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3.2 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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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甘藷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4 號 

複合化肥 
32 

整地開植溝時，條施於

畦面下 25-35 公分處。 

追肥 
台肥 4 號 

複合化肥 
30 

種植後約 30-35 天，開

溝施入後培土。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7-4-14(公斤/分) ，先以氮素為施

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以

化學肥料補充。不同期作別則可參考前述單質化肥

推薦量而增減施用量。 

  建議於基肥與一追時各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

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5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

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作

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亦

可依此方式施灌。追肥時亦以溝灌方式施灌。施灌

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

多的肥分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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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3.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3.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及化肥後之甘藷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3 所示。 

 

表 7.3.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複

合化肥肥分之廢

水量(公噸) 
---------- %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0.9

a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4.0

a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4.9

a
 

*a: 台肥 4 號複合化肥 

 

表 7.3.3.2 甘藷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肥 一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 1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建議於
一追時以氯化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10 公斤氯化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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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液分
離後廢水 

3 3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建議於
一追時以氯化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20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4 4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建議於
一追時以氯化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20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若依據土壤肥力測定結果，土壤已含較高的鉀含量，

則可不必補充鉀肥。 

圖 7.3、施用化肥及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後

之甘藷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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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花生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1)施用量 

  落花生為可自行固氮作物，故氮素需求量低，

氮素推薦量如表 7.4.1.1 之說明。依據土壤肥力分析

結果之磷酐與氧化鉀之推薦量如表 7.4.1.2-3 之說

明。 

 

(2)施用分配率 

  三要素全量當基肥，於整地前撒施。 

 

表7.4.1.1 落花生氮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推薦量 

一般施用量 20-40 

 

表7.4.1.2 落花生磷酐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磷(P) 

含量(ppm) 
推薦量 

小於 5 90 

5-18 60-90 

19-32 30-60 

大於 32 0-30 



 

34 

 

表7.4.1.3 落花生氧化鉀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土壤有效性鉀(K) 

含量(ppm) 
推薦量 

小於 17 60-90 

17-33 30-60 

大於 33 0-30 

 

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落花生之複合化肥基肥推薦量如表 7.4.2 之說明。 

 

表 7.4.2 落花生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43 號 

複合化肥 
40 

整地時，撒施於植溝

上後再築畦。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6-6-6(公斤/分)，再以氮素為施肥

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以化

學肥料補充。 

  建議於整地前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

素的施灌量，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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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灌時應

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

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4.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磷鉀肥推薦量如表 7.4.3.2 之說明。施用糞

肥、沼液及化肥後之落花生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4

示。 

 

表 7.4.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複合

化肥肥分之廢水量

(公噸) 
------------%--------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0 0.40 0.40 1.2

a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0.11 0.09 0.04 5.5

a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0.09 0.07 0.03 6.7

a
 

*a: 台肥 43 號複合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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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3.2 落花生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肥 備註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1.5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6 

不足之磷酐與氧化鉀，建議於
基肥時補充過磷酸鈣與氯化
鉀，每分地約補充 3 公斤過磷
酸鈣與 6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7 

不足之磷酐與氧化鉀，建議於
基肥時補充補充過磷酸鈣與氯
化鉀，每分地約補充 6 公斤過
磷酸鈣與 7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若依據土壤肥力測定結果，土壤已含較高的磷、鉀

含量，則可不必補充磷、鉀肥。 

圖 7.4、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落花生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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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蕹菜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1)施用量 

  蕹菜三要素推薦量如表 7.5.1.1 之說明。 

 

(2)施用分配率 

  蕹菜三要素施用分配率如表 7.5.1.2 之說明。 

 

表7.5.1.1 蕹菜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推薦量 

氮素 120-180 

磷酐 50-90 

氧化鉀 100-150 

 

表 7.5.1.2 蕹菜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34 100 34 

第一次追肥 

(播種後 10-12 天) 
33 － 33 

第二次追肥 

(播種後 18-20 天) 
33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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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蕹菜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5.2 之說明。 

 

表 7.5.2 蕹菜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40 
整地時全面撒施後築

畦。 

追肥 40 萌芽後約 15~20 天。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13-7-10(公斤/分)，再以氮素為施

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以

化學肥料補充。 

  建議於基肥與一追時各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

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5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

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灌時應

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

肥分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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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5.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5.3.2 之說明。施用沼液

及化肥後之蕹菜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5 所示。 

 

表 7.5.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3

a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5.8

a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7.1

a
 

*a: 台肥 5 複合化肥 

 

表 7.5.3.2 蕹菜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肥 一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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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液分

離後廢水 
6 6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建議

於一追時以氯化鉀補充，

每分地補充 9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7 7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建議

於一追時以氯化鉀補充，

每分地補充 10 公斤氯化

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圖 7.5、施用沼液及化肥後之蕹菜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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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甘藍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不同期作之甘藍三要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

如表 7.6.1.1-2 之說明。 

   

表7.6.1.1 甘藍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期作別 推薦量 

氮素 
秋冬期作 250-350 

夏期作 200-300 

磷酐 
一般施用量 

70-90 

氧化鉀 120-180 

 

表 7.6.1.2 甘藍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34 100 34 

第一次追肥 

(定植後 10-15 天) 
22 － 22 

第二次追肥 

(定植後 20-30 天) 
22 － 22 

第三次追肥 

(定植後 30-45 天) 
22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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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甘藍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6.2 之說明。 

 

表 7.6.2 甘藍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43號 

複合化肥 
40 

整地開植溝時，撒施於

畦面下 10-15 公分處後

築畦。 

一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 
定植後 10-15 天，條施

後覆土。 

二追 40 
定植後 20-30 天，條施

後覆土。 

三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 

定植後 30-50 天，條施

後覆土。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30-12-18(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以化學肥料補充。不同期作別則可參考前述單質化

肥推薦量而增減施用量。 

  建議可於基肥、一追、二追與三追時施用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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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 25%、25%、25%及 25%的

施灌量，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

充。 

  基肥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作

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亦

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

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6.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6.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沼液及化肥後之甘藍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6 所示。 

 

表 7.6.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2
a
 1.6

b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5.5
a
 7.3

b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6.7
a
 8.9

b
 

*a,b: 台肥 43,1 號複合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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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3.2 甘藍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5 1.5 1.5 1.5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7 7 7 7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二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地補充
12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9 8 8 8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二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地補充
14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圖 7.6、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甘藍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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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花椰菜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不同品種之花椰菜三要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
率如表 7.7.1.1-3 之說明。 
 

表7.7.1.1 花椰菜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品種 推薦量 

氮素 

極早生種 
(定植後 40 天採收) 

180-220 

早生種 
(定植後 60 天採收) 

220-260 

中生種及晚生種 
(定植後 70 天以上採收) 

250-300 

磷酐 

極早生種 
(定植後 40 天採收) 

70-130 

早生種 
(定植後 60 天採收) 

90-150 

中生種及晚生種 
(定植後 70 天以上採收) 

110-170 

氧化鉀 

極早生種 
(定植後 40 天採收) 

130-190 

早生種 
(定植後 60 天採收) 

150-210 

中生種及晚生種 
(定植後 70 天以上採收) 

18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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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1.2 花椰菜極早生種及早生種三要素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40 100 50 

第一次追肥 
(定植後 7-10 天) 

15 － － 

第二次追肥 
(定植後 20-25 天) 

25 － 50 

第三次追肥 
(定植後 30-35 天) 

20 － － 

 

表 7.7.1.3 花椰菜中生種及晚生種三要素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30 100 50 

第一次追肥 
(定植後 7-10 天) 

10 － － 

第二次追肥 
(定植後 20-25 天) 

15 － 50 

第三次追肥 
(定植後 35-40 天) 

25 － － 

第四次追肥 
(定植後 50-55 天) 

20 － － 

 

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花椰菜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7.2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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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2 花椰菜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40 

整地開植溝時，撒施於

畦面下 10-15 公分處後

築畦。 

一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34 

定植後 7-10 天，條施後

覆土。 

二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33 
定植後 20-30 天，條施

後覆土。 

三追 33 
定植後 30-50 天，條施

後覆土。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極早生種及早生種花椰菜複合化肥施

用推薦量，估算氮 -磷酐 -氧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22-11-17(公斤/分)，再以氮素為施肥基準估算畜牧

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以化學肥料補充。

不同品種則可參考前述單質化肥推薦量而增減施

用量。 

  建議可於基肥、一追、二追與三追時各施用全

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40%、15%、25%、

2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48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

亦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

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7.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7.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沼液及化肥後之花椰菜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7 所

示。 

 

表 7.7.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3
a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5.8
 a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7.1
 a
 

*a: 台肥 5 號複合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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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3.2 花椰菜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2 1 1 1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8 3 5 4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一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地補充
15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10 4 6 5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一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地補充
16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圖 7.7、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花椰菜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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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洋蔥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洋蔥三要素氮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如表

7.8.1.1-2 之說明。 

 

表7.8.1.1 洋蔥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推薦量 

氮素 150-200 

磷酐 150-200 

氧化鉀 120-240 

 

表 7.8.1.2 洋蔥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50 70 50 

第一次追肥 

(移植後 2 週) 
20 30 25 

第二次追肥 

(移植後 4 週) 
20 － 25 

第三次追肥 

(移植後 6 週)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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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洋蔥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8.2 之說明。 

 

表 7.8.2 洋蔥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43 號 

複合化肥 

80 

整地開植溝時，撒施於

畦面下10-15公分處後

築畦。 

一追 40 
定植後約 15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二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 

定植後約 30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三追 
台肥 4 號 

複合化肥 
40 

定植後約 45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30-22-31(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以化學肥料補充。 

建議於基肥、一追、二追與三追時各施用全期

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5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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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

亦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

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8.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8.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沼液及化肥後之洋蔥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8 所示。 

 

表 7.8.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畜

舍廢水 
0.50 0.40 0.40 1.2

a
 1.6

b
 0.9

c
 

(2)固液分離

後廢水 
0.11 0.09 0.04 5.5

a
 7.3

b
 4.0

c
 

(3)經厭氧發

酵沼液 
0.09 0.07 0.03 6.7

a
 8.9

b
 4.9

c
 

*a,b,c: 台肥 43,1,4 號複合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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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3.2 洋蔥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3 1 1 1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一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地補充

12 公斤氯化鉀。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14 5 5 3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一追或二追時

以氯化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34 公斤氯化

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17 7 7 3 

廢水中不足之鉀肥，

建議於一追或二追時

以氯化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35 公斤氯化

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單次施用量較大者，若施於粗質地土壤，建議分次

施用，避免滲漏至地下水，造成污染。 



 

54 

 

圖 7.8、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洋蔥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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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蒜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大蒜三要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如表
7.9.1.1-2 之說明。 

 

表7.9.1.1 大蒜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青蒜 乾蒜 

氮素 
未施堆肥 200-300 200-300 

施堆肥(10 噸/公頃) 200-240 120-150 

磷酐 
未施堆肥 90-120 60-120 

施堆肥(10 噸/公頃) 60-90 60-90 

氧化鉀 
未施堆肥 120-180 120-180 

施堆肥(10 噸/公頃) 90-120 90-120 

 

表 7.9.1.2 大蒜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20 100 40 

第一次追肥 
(定植後 30 天) 

30 － － 

第二次追肥 
(定植後 50 天) 

30 － 60 

第三次追肥 
(定植後 80 天)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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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大蒜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9.2 之說明。 

 

表 7.9.2 大蒜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43 號 

複合化肥 
50 

整地開植溝時，條施

於畦面下 10-15 公分

處 後築畦。 

一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20-30 
定植後約 30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二追 30 
定植後約 60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三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40 

定植後約 90 天，採畦 

面撒施或條施。 

四追 
台肥 4 號 

複合化肥 
30 

定植後約 120 天，採

畦 面撒施或條施。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30-16-25(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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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學肥料或畜牧廢水補充。 

建議於基肥、一追、二追與三追時各施用全期

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20%、30%、30%、

2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

亦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

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9.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9.3.2 之說明。施用糞肥、

沼液及化肥後之大蒜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9 所示。 

 

表 7.9.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複合

化肥肥分之廢水量 

(公噸) 
----------%-------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0 0.40 0.40 1.2

a
 1.6

b
 1.3

c
 0.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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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液分

離後廢水 
0.11 0.09 0.04 5.5

a
 7.3

b
 5.8

c
 4.0

d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0.09 0.07 0.03 6.7

a
 8.9

b
 7.1

c
 4.9

d
 

*a,b,c,d: 台肥 43,1,5,4 號複合化肥 

 

表 7.9.3.2 大蒜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5 2 2 1.5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5.5 8 8 5.5 

廢水中不足之鉀
肥，建議於二追
時以氯化鉀補
充，每分地補充
24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7 10 10 7 

廢水中不足之鉀
肥，建議於二追
時以氯化鉀補
充，每分地補充
25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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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大蒜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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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蔥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蔥三要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如表 7.10.1.1-2

之說明。 

 

表7.10.1.1 蔥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推薦量 

氮素 240-275 

磷酐 95-105 

氧化鉀 90-120 

*基於已施用 20 公噸/公頃堆肥之三要素推薦量。 

 

表 7.10.1.2 蔥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25 100 100 

第一次追肥 
(定植後 10 天) 

15 － － 

第二次追肥 
(定植後 25-30 天) 

20 － － 

第三次追肥 
(定植後 40-45 天) 

20 － － 

第四次追肥 
(定植後 55-60 天)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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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蔥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10.2 之說明。 

 

表 7.10.2 蔥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50 

整地開植溝時，條施於

畦面下 10-15 公分處後

築畦。 

一追 20 
定植後隔 15-18 天施肥

一次。 

二追 20 
定植後隔 30-36 天施肥

一次。 

三追 20 
定植後隔 45-54 天施肥

一次。 

四追 20 
定植後隔 60-72 天施肥

一次。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26-6.5-13(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以化學肥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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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基肥、一追、二追、三追及四追時各施

用全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25%、15%、

20%、20%、20%，其後再依其生長勢以化肥或畜

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

亦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

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10.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10.3.2 之說明。施用糞

肥、沼液及化肥後之蔥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10 所

示。 

 

表 7.10.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 (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0 0.40 0.40 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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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液分

離後廢水 
0.11 0.09 0.04 7.3

a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0.09 0.07 0.03 8.9

a
 

*a: 台肥 1 號複合化肥 

 

表 7.10.3.2 蔥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四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5 1 1 1 1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6 4 5 5 5 

廢水中不足之鉀

肥，建議於基肥或

一追時以氯化鉀

補充，每分地補充

5 公斤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7.5 4.5 6 6 6 

廢水中不足之鉀

肥，建議於基肥或

一追時以氯化鉀

補充，每分地補充

7 公斤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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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蔥生長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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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西瓜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西瓜氮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如表 7. 11.1.1-2

之說明。 

 

表 7.11.1.1 西瓜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 

三要素 推薦量 

氮素 180-240 

磷酐 120-240 

氧化鉀 200-240 

 

表 7.11.1.2 西瓜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10 60 25 

第一次追肥 

(定植成活後) 
10 － － 

第二次追肥 

(本葉 5-6 片時) 
15 20 15 

第三次追肥 

(蔓長 50 公分時) 
20 20 30 

第四次追肥 

(雌花始期) 
25 － 30 

第五次追肥 

(幼果如拳頭大時)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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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西瓜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11.2 之說明。 

 

表 7.11.2 西瓜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39 號 

複合化肥 
20 

整地開溝時，全面撒

施於畦面下 10-15 公

分。 

一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12.5 
定植 1 週存活後，點

施於植株邊。 

二追 12.5 
本葉 5-6 片時，於株

間開淺溝施下。 

三追 
台肥 43 號 

複合化肥 

12.5 

蔓長約 50 公分時，施

於瓜蔓尖端處，施後

培 土。 

四追 12.5 
雌花始期，條施於畦

溝 兩側。 

五追 
台肥 5 號 

複合化肥 
15 

幼果如拳頭大時，條

施  於畦溝兩側與溝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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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13-11-11(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以化學肥料補充。 

建議於基肥、一追、二追、三追、四追及五追

時各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10%、10%、15%、20%、25%、20%，其後再依其

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

亦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

布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11.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磷鉀肥推薦量如表 7.11.3.2 之說明。施用

糞肥、沼液及化肥後之西瓜生長情形比較如圖 7.11

所示。 

 

 

表 7.11.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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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

複合化肥肥分之

廢水量(公噸) 
------------%---------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0 0.40 0.40 1.0

a
 1.3

b
 1.2

c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0.11 0.09 0.04 4.4

a
 5.8

b
 5.5

c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0.09 0.07 0.03 5.3

a
 7.1

b
 6.7

c
 

*a,b,c: 台肥 39,5,43 號複合化肥  

 

表 7.11.3.2 西瓜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四
追 

五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 0.5 0.5 0.5 1 0.5  

(2)固液分
離後廢水 

1 1 2 2.5 3 2.5 

廢水中不足
之鉀肥，建議
於一追時以
氯 化 鉀 補
充，每分地補
充 11 公斤氯
化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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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厭氧
發酵沼液 

1.5 1.5 2 3 4 3 

廢水中不足
之鉀肥，建議
於一追時以
氯 化 鉀 補
充，每分地補
充 11 公斤氯
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圖 7.11、施用糞肥(固液分離後養豬廢水)、沼液及

化肥後之西瓜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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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狼尾草 

1.單質化肥施用推薦 

  狼尾草三要素推薦量與施用分配率如表

7.12.1.1-2 之說明。 

 

表 7.12.1.1 狼尾草三要素推薦量  

單位:公斤/公頃/年 

三要素 推薦量 

氮素 680-920 

磷酐 140-200 

氧化鉀 300-600 

 

表 7.12.1.2 狼尾草三要素推薦分配率    單位:% 

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基肥 10 100 50 

第一次追肥 
(第一次青割 10 天後) 

20 － － 

第二次追肥 
(第二次青割 10 天後) 

20 － 25 

第三次追肥 
(第三次青割 10 天後) 

20 － － 

第四次追肥 
(第四次青割 10 天後) 

20 － 25 

第五次追肥 
(最後一次青割 10 天後)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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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合化肥施用推薦 

  狼尾草各時期複合化肥推薦量如表 7.12.2 之說

明。 

 

表 7.12.2 狼尾草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  

單位:公斤/每分地 

肥料別 肥料種類 肥料量 施肥時期及方法 

基肥 
台肥 39號 

複合化肥 
40-60 

整地開溝時，全面撒施

於畦面下 10-15 公分。 

一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60 第一次青割後施用。 

二追 40-60 第二次青割後施用。 

三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60 第三次青割後施用。 

四追 
台肥 1 號 

複合化肥 
40-60 第四次青割後施用。 

五追 
台肥 39號 

複合化肥 
40-60 最後一次青割後施用。 

 

3.畜牧廢水施用推薦 

  以前述複合化肥施用推薦量，估算氮-磷酐-氧

化鉀總需求量約為 63-34-39(公斤/分)，再以氮素為

施肥基準估算畜牧廢水施用量，磷鉀肥不足部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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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學肥料補充。 

建議於基肥、一追、二追、三追、四追及五追

時各施用全期化肥推薦量所需之氮素的施灌量

10%、20%、20%、20%、20%及 10%，其後再依其

生長勢以化肥或畜牧廢水補充。 

  基肥可於整地前以注入或噴灑方式施灌，或於

作畦後以廢水和灌溉水比例 1:2~3 施灌，施追肥時亦

可依此方式施灌。施灌時應注意要使廢水均勻分布

於田間，避免施灌處過多的肥分累積。因曾發現牛

隻不喜食用施灌養豬廢水之牧草，故建議養豬廢水

僅於基肥施灌，追肥則以化肥補充。 

 

4.案例說明 

  以不同型態畜牧廢水為範例計算施灌量如表

7.12.3.1，不同施肥時期之施用量及以化肥補充廢水

中不足的鉀肥推薦量如表 7.12.3.2 之說明。施用沼

液後之狼尾草生長情形如圖 7.12 所示。 

 

表 7.12.3.1 不同型態畜牧廢水平均肥分與施用量估算 

畜牧廢水 

N P2O5 K2O 約含一包(40kg)複
合化肥肥分之廢
水量(公噸) 

-------------%------------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0.50 0.40 0.40 1.0
a
 1.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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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液分
離後廢水 

0.11 0.09 0.04 4.4
a
 7.3

b
 

(3)經厭氧
發酵沼液 

0.09 0.07 0.03 5.3
a
 8.9

b
 

*a,b: 台肥 39,1 號複合化肥  
 
表 7.12.3.2 狼尾草栽培畜牧廢水施用量推薦  
                           單位:公噸/每分地 

畜牧廢水 
基
肥 

一
追 

二
追 

三
追 

四
追 

五
追 

備註 

(1)高床式
畜舍廢水 

1.5 2.5 2.5 2.5 2.5 1.5  

(2)固液分
離後養牛
廢水 

6 12 12 12 12 6 

廢水中不足之
鉀肥，建議於
一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25公斤
氯化鉀。 

(3)經厭氧
發酵養牛
沼液 

7 14 14 14 14 7 

廢水中不足之
鉀肥，建議於
一追時以氯化
鉀補充，每分
地補充 30公斤
氯化鉀。 

*額外補充之化肥，可先溶於畜牧廢水桶中再施灌。 
*單次施用量較大者，若施於粗質地土壤，建議分次
施用，避免滲漏至地下水，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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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施用沼液後之狼尾草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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