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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品質及產量之影響 1 

江國忠 2 

摘要 

為探討硝酸鉀、硫酸鉀、氯化鉀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果實品質及產量之影響，於八十四

年度在東部地區文旦柚主要產地之花蓮縣瑞穗鄉八年生果園進行試驗。結果顯示，在果實品

質方面，果汁量每年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kg（含氧化鉀 0.3kg）者之 156cc 為最高，施用氯

化鉀每株 0.5kg（含氧化鉀 0.3kg）者次之，而以施用硝酸鉀每株 0.9kg（含氧化鉀 0.3kg）者

之 121cc為最低，糖度以每年施用硫酸鉀每株 0.6kg者之 12.4Brix為最高，施用量為每株 1.2kg

者次之，而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1kg（含氧化鉀 0.6kg）者之 9.8Brix 為最低，各處理間酸度含

量之差異不顯著；在果實產量方面，以施用硫酸鉀每年每株 0.6kg者之 46.3kg為最高，施用

量為每株 1.2kg 者次之，而以施用硝酸鉀每株 0.9kg 者之 35.1kg 為最低。綜合本試驗之果實

產量與品質而論，文旦柚施用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以硫酸鉀每年每株 0.6kg之處理較佳。 

（關鍵字：鉀肥種類、施用量、文旦柚、產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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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蓮縣文旦柚種植面積為全省之冠，可見文旦柚為花蓮地區最重要之經濟果樹（林與陳

1992；農林廳 1996），對於文旦柚品質與產量是否受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之影響，目前尚少

人研究，故本研究擬究明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產量及品質之影響，以求合理且

有效的施用鉀肥並提高文旦柚的經濟效益。 

鉀是植物生長發育所必需的營養元素，是高等植物體內分佈最多的金屬元素（諶 1971），

尤其以果實含量最高，故鉀肥素有〝果肥〞之稱，施用鉀肥可以提高果實的產量與品質（何

1963；諶 1991；諶 1979）。鉀元素的生理功能主要為維持細胞膨壓、促進植物生長與酵素的

活化、提高光合效率與同化產物的運輸並促進蛋白質和脂肪的合成（張 1988；郭 1990），及

增加植物的抗性等（廖 1975；諶 1989）。此外，不同種類的鉀肥亦會對植物造成影響（胡等

1990；陳 1991；張 1978），如氯化鉀會影響植物的品質（包 1972）與纖維含量（江 1991；

江 1989）等。 

硫酸鉀、硝酸鉀與氯化鉀雖同為鉀肥,作物所吸收利用均為鉀素，三者應有相同之效果，

惟鉀被作物吸收後，土壤中所殘留者為硫酸根、硝酸根與氯離子，因化合物不同，使作物產

生之反應不一，如鳳梨、菸草及其他作物的產量及品質，經前人研究有明顯差異，於用硫酸

鉀效果，可使鳳梨產生果肉顏色濃，組織緊密、糖份高、酸度低之優點，同時提早成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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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隨施用量增加而提高；反之，氯化鉀於鳳梨有延遲結實之現象（蘇 1962；Su et al., 1957）。

菸草在施氯(Cl)量增加時，菸葉對氯吸收量亦隨之提高（蔡 1979）；施用量達 90㎏／ha以上

時即有抑制生長之結果，其積聚量則以葉部最多，並導致菸葉品質低劣、異臭、燃燒不易（謝

1974）。氯另有促進澱粉轉為纖維之作用，令作物葉片增厚。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品種：麻豆文旦 

二、試驗設計：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五處理，六重複，每處理二株。 

三、試驗材料：硫酸鉀、硝酸鉀、氯化鉀、硫酸銨、過磷酸鈣。 

四、試驗處理：氮及磷酐之用量各為 0.4及 0.2㎏，鉀肥之種類與其施用量如下，施用法按作

物施肥手冊（農林廳 1996）柑桔類者施用： 

1.鉀肥用硝酸鉀，每年每株施用 0.9㎏（含氧化鉀＝0.3㎏）。 

2.鉀肥用氯化鉀，每年每株施用 0.5㎏（含氧化鉀＝0.3㎏）。 

3.鉀肥用硫酸鉀，每年每株施用 0.6㎏（含氧化鉀＝0.3㎏）。 

4.鉀肥用氯化鉀，每年每株施用 1.0㎏（含氧化鉀＝0.6㎏）。 

5.鉀肥用硫酸鉀，每年每株施用 1.2㎏（含氧化鉀＝0.6㎏）。 

註：(1)因硝酸鉀中含有 13﹪的硝酸態氮，已在處理 1.之氮肥施用量中扣除。 

(2)八十三年十月六日環施基肥（氮肥 40﹪、磷肥 100﹪、鉀肥 30﹪），八十四年二月

九日撒施第一次追肥（氮肥 40﹪、鉀肥 30﹪），八十四年五月廿五日撒施第二次追

肥（氮肥 20﹪、鉀肥 40﹪）。 

五、調查項目： 

土壤及植體成分分析，園藝性狀及產量調查，果實品質（包括糖度、酸度等）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果園土壤性質之影響 

八十四年九月廿九日文旦柚收穫後採取土壤分析結果（如表一）顯示，各處理之土壤 pH

值，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之處理者最高，上層土壤 pH值為 6.5，不層土壤 pH值為 6.1，

施用硫酸鉀每株 1.2㎏之處理者次之，上層土壤 pH值為 6.2，下層土壤 pH值為 6.1，而以施

用硝酸鉀每株 0.9 ㎏之處理者最低，上層及下層土壤 pH 值均為 5.7，但各處理之土壤 pH 值

均尚在中酸性（Medium acid, pH＝5.6∼6.0）至微酸性（Slightly acid, pH＝6.1∼6.5）之範圍

（郭 1990）。土壤有機質含量，上層土壤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2.9﹪為最高，施

用氯化鉀每株 1.0 ㎏處理者之 2.5﹪次之，而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0.5 ㎏及硫酸鉀每株 1.2 ㎏兩

處理者之 2.1﹪為最低；下層土壤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1.0 ㎏處理者之 2.4﹪為最高，其餘 4 個

處理均為 2.1﹪，但各處理之土壤有機質含量均尚在中等級（OM＝2.0∼4.0﹪）之範圍（郭

1990）。土壤有效性磷含量，上層土壤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260ppm為最高，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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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氯化鉀每株 1.0㎏處理者之 160ppm次之，而以施用硝酸鉀每株 0.9㎏處理者之 70ppm為最

低；下層土壤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1.0㎏及硫酸鉀每株 1.2㎏兩處理者之 110ppm為最高，施用

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100ppm次之，而以施用硝酸鉀每株 0.9㎏處理者之 26ppm為最低，

但各處理之上層及下層土壤有效性磷含量均在高等級以上（P＞20.1ppm）之範圍（連等

1989）。土壤有效性鉀含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 ㎏之處理者最高，上層土壤有效性鉀含

量為 106ppm，下層土壤有效性鉀含量為 152ppm，施用氯化鉀每株 1.0 ㎏之處理者次之，上

層土壤有效性鉀含量為 100ppm，下層土壤有效性鉀含量為 82ppm，而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0.5

㎏之處理者最低，上層土壤有效性鉀含量為 35ppm，下層土壤有效性鉀含量 46ppm，但各處

理之土壤有效性鉀含量均在中等級以上（K＞29.8ppm）之範圍（連等 1989）。土壤有效性鈣

含量，各處理均在中等級以上（Ca＞571ppm）之範圍（連等 1989）；有效性鎂含量，除施用

硫酸鉀每株 1.2㎏處理之下層土壤尚在低等級（Mg：24.1∼48.1ppm）之範圍，其餘土壤均在

中等級以上（Mg＞48.1ppm）之範圍（連等 1989）；可溶性鐵含量，各處理均在中等級以上

（Fe＞50ppm）之範圍（方等 1982）；可溶性錳含量，除施用硫酸鉀每株 0.6 ㎏及氯化鉀每

株 1.0 ㎏兩處理均在中等級（Mn：20∼140ppm）之範圍，其餘 3 個處理均尚在低等級（Mn

＜20ppm）之範圍（連等 1989）；可溶性銅含量，各處理均在中等級（Cu：0.5∼8.0ppm）之

範圍（方等 1982）；可溶性鋅含量，除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之上層土壤在中等級（Zn：

6∼20ppm）之範圍，其餘土壤均尚在極低等級（Zn＜3ppm）之範圍（連等 1989）。 

表一、各處理對文旦柚果園土壤性質之影響 

Table 1. The soil properties of various treatm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orchard of wentan pomelo. 

P K Ca Mg Fe Mn Cu Zn
Treatment 

Soil depth
(cm) 

pH 
OM 
(﹪) (ppm) 

0∼20 5.7 2.2 70 52 1134 62 320 8 3.1 1.7
KNO3 0.9㎏ 

20∼40 5.7 2.1 26 68 1330 51 234 10 2.6 1.4

0∼20 6.1 2.1 120 35 1205 52 332 6 1.9 1.3
KCl 0.5㎏ 

20∼40 5.9 2.1 60 46 1144 74 263 7 2.4 1.3

0∼20 6.5 2.9 260 106 1832 258 181 58 3.0 6.8
K2SO4 0.6㎏ 

20∼40 6.1 2.1 100 152 1855 228 150 25 2.8 1.9

0∼20 5.9 2.5 160 100 1637 87 231 27 3.4 2.3
KCl 1.0㎏ 

20∼40 5.8 2.4 110 82 1536 62 222 21 3.8 2.1

0∼20 6.2 2.1 150 66 1360 60 250 15 3.0 1.6
K2SO4 1.2㎏ 

20∼40 6.1 2.1 110 58 1368 47 201 15 2.4 1.7

土壤分析方法說明： 

1.pH：採玻璃電極法(土：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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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M：採比色法。 

3.P：採白雷氏第一法(pH 3.5)。 

4.K、Ca、Mg：採孟立克氏法（0.05N HC1-0.25N H2SO4抽出，K 以火焰光度計測定，Ca、

Mg以原子吸光儀測定）。 

5.Fe、Mn、Cu、Zn：採 0.1N HC1萃取法（以原子吸光儀測定）。 

二、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葉片營養元素含量之影響 

八十四年七月廿八日文旦柚果實肥大期，採取未結果枝條之葉片分析其營養元素含量（如

表二）顯示，各處理葉片之氮含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1.9﹪為最高，施用硝

酸鉀每株 0.9㎏處理者之 1.8﹪次之，而以施用氯化鉀每株 0.5㎏處理者之 1.3﹪為最低，但各

處理葉片之氮含量均低於本省現行文旦柚營養診斷標準之適中濃度 2.2∼2.5﹪範圍(Chang et 

al., 1994)，惟植株均未發現有缺氮之徵狀。葉片之磷含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0.74﹪為最高，施用氯化鉀每株 1.0㎏及硫酸鉀每株 1.2㎏兩處理者之 0.68﹪次之，而以施用

硝酸鉀 0.9 ㎏處理者之 0.64﹪為最低，但各處理葉片之磷含量均高於本省現行文旦柚營養診

斷標準之適中濃度 0.12∼0.18﹪範圍（Chang et al., 1994）。葉片之鉀含量，以施用硫酸鉀每

株 0.6㎏處理者之 3.17﹪為最高，施用氯化鉀每株 1.0㎏處理者之 3.05﹪次之，而以施用硫酸

鉀 1.2 ㎏處理者之 2.92﹪為最低，但各處理葉片之鉀含量均高於本省現行文旦柚營養診斷標

準之適中濃度 1.40∼1.70﹪範圍（Chang et al., 1994）。葉片之鈣、鎂及鐵含量均高於本省現

行文旦柚營養診斷標準之適中濃度（Ca：2.5∼4.5﹪，Mg：0.26∼0.50﹪，Fe：60∼120ppm）

範圍（Chang et al., 1994）。葉片之錳及銅含量均接近或在本省現行文旦柚營養診斷標準之適

中濃度（Mn：25∼200ppm，Cu：5∼16ppm）範圍（Chang et al., 1994）。葉片之鋅含量，各

處理均低於本省現行文旦柚營養診斷標準之適中濃度（Zn：25∼100ppm）範圍（Chang et al., 

1994），惟植株均未發現有缺鋅之徵狀。 

表二、各處理對文旦柚葉片營養元素含量之影響 

Table 2. The leaf nutrient contents of wentan pomelo in various treatments. 

N P K Ca Mg Fe Mn Cu Zn
Treatment 

(﹪) (ppm) 

KNO3 0.9㎏ 1.8 0.64 3.02 5.7 1.28 164 24 6 14

KCl 0.5㎏ 1.3 0.67 3.03 5.2 1.63 198 28 7 18

K2SO4 0.6㎏ 1.9 0.74 3.17 5.6 1.40 175 24 6 15

KCl 1.0㎏ 1.6 0.68 3.05 5.2 1.46 199 28 6 15

K2SO4 1.2㎏ 1.6 0.68 2.92 5.8 1.06 200 28 5 15

三、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果實品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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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九月五日收穫，採樣、調查與分析果實品質，每株採取四粒文旦柚進行調查分

析結果（如表三）顯示，各處理之果實果汁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156cc為最

高，雖與施用氯化鉀每株 0.5㎏處理間差異不顯著，惟與其他３個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

水準。果實之糖度，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 ㎏處理者之 12.4Brix 為最高，雖與施用硫酸鉀每

株 1.2㎏處理間差異不顯著，惟與其他３個處理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果實之酸度，以施

用氯化鉀每株 1.0 ㎏處理者之 0.44﹪為最高，惟與其他４個處理間差異並不顯著。果實之維

生素Ｃ含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39.5mg／100g為最高，雖與施用氯化鉀每株

0.5㎏及硫酸鉀每株 1.2㎏兩處理間差異不顯著，惟與其他２個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

準。果實之果皮厚度，以施用硝酸鉀每株 0.9 ㎏處理者之 1.9cm 為最高，雖與施用氯化鉀每

株 0.5㎏及 1.0㎏兩處理間差異不顯著，惟與其他２個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 

表三、各處理對文旦柚果實品質之影響 

Table 3. Comparison of fruit quality of wentan pomelo in various treatments. 

Fruit 
Treatment Diameter 

(cm) 
length 
(cm) 

Peel 
thickness*

(cm) 

Fruit
juice*
(cc)

Sugar
content*

(°Bx) 

Acidity*
(﹪) 

Vit.C* 
(mg/100g) 

KNO3 0.9㎏ 12.4 14.3 1.9a 121d 10.7c 0.43a 33.6c 

KCl 0.5㎏ 12.1 14.1 1.7ab 150ab 11.6b 0.43a 37.5ab 

K2SO4 0.6㎏ 12.7 15.0 1.6b 156a 12.4a 0.43a 39.5a 

KCl 1.0㎏ 12.1 13.5 1.7ab 138c 9.8d 0.44a 29.3d 

K2SO4 1.2㎏ 12.1 14.5 1.6b 147b 12.2a 0.43a 38.7a 

*Quality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level。 

四、不同鉀肥種類與其施用量對文旦柚果實產量之影響 

八十四年九月五日收穫，採樣與調查果實之果重、果肉重、產量與果實數，調查結果（如

表四）顯示，各處理之果重，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625g為最重，並與其他４個

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果實之果肉重，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408g為

最重，雖與施用氯化鉀每株 1.0㎏及硫酸鉀每株 1.2㎏兩處理間差異不顯著，惟與其他２個處

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果實之產量，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 ㎏處理者之 46.3 ㎏為最

高，並與施用硝酸鉀每株 0.9㎏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惟與其他３個處理間差異並

不顯著。果實之果實數，以施用硫酸鉀每株 0.6㎏處理者之 48.7粒為最多，並與施用硝酸鉀

每株 0.9㎏處理間之差異達 5﹪之顯著水準，惟與其他３個處理間差異並不顯著。 

表四、各處理對文旦柚果實產量之影響 

Table 4. Comparison of fruit yield of wentan pomelo in various treatments. 

Treatment Fruit Pulp Yield* No.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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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g) 

weight* 
(cm) 

(㎏/pt.) fruit/pt.*

KNO3 0.9㎏ 650c 381b 35.1c 39.5b 

KCl 0.5㎏ 612d 388b 43.5ab 47.0a 

K2SO4 0.6㎏ 725a 408a 46.3a 48.7a 

KCl 1.0㎏ 679b 395ab 43.8ab 46.4a 

K2SO4 1.2㎏ 634cd 403a 45.9a 47.2a 

*Yield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level。 

結論與建議 

從本試驗文旦柚園藝性狀及產量調查數據顯示，施用硫酸鉀每年每株 0.6 ㎏可增加果實

數，並可提高果實之果汁、糖度、維生素Ｃ之含量及產量，為文旦柚果實品質改進及提高產

量的最佳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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