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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瓜有機栽培之肥培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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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瓜，葫蘆科胡瓜屬蔓性植物，臺灣地區的栽培面積約三千公頃以上，分成大胡瓜與小

胡瓜二大類。小胡瓜又稱小黃瓜或花胡瓜，在宜蘭及花蓮二縣栽培面積皆在一百公頃以上，

為轄區內大宗之瓜果類蔬菜。小胡瓜的需鉀量特別的高，對產量之影響高於鈣、氮、磷與鎂

等其他重要營養元素，但在有機栽培時，提供鉀素的有機資材常是一難題，過去僅能以草木

灰等少數不易取得之物補充之。另一方面，臺灣地區每年產生五十萬公噸以上的稻殼廢棄物，

其富含矽與鉀等營養元素，但因材質硬且質地疏鬆，表面又有疏水性細毛，不宜直接施用於

土壤。經於本場場內堆肥舍以稻殼摻以雞糞、黃豆粕及米糠等所製成的稻殼堆肥，以基肥方

式施入土壤栽培作物，發現可有效提高土壤中磷與鉀等數種營養元素之有效性，並且隨著連

續施用而有累積的現象，可適用於生產小胡瓜等之瓜果類蔬菜。原本國內外對小胡瓜之肥培

試驗文獻就很少，更遑論有機質肥料之推薦。經試驗之結果，除可提供有機栽培參考外，一

般栽培肥培管理亦可用之。 

稻殼堆肥之製作 

首先，在可遮風避雨的堆肥設施內，將未粉碎稻殼：米糠（或是黃豆

粕）：雞糞以 4:1:1容樍比混合均勻，補充水分至約 60％，堆積高度約一

至一、五公尺左右，每週翻堆一次，二個月後即可使用。其中未粉碎稻殼

為不易完全分解的材料，其功能為支持堆肥之結構，保持其通氣性及提供

微生物生長的空間與碳源，雞糞及米糠則為氮及磷等其他營養元素之主要

來源。堆肥成品中之構成物為未完全分解的稻殼、微生物菌絲殘體及其代

謝物之混合物，其氮－磷酐－氧化鉀－有機物之百分含量約為

1.9-4.0-2.4-68。在製作堆肥過程需注意通氣的的調節，雖以未粉碎之稻殼

為支持堆肥的主要材料，已具有維持空氣通透之特性，但仍應適度的翻堆，每週翻堆的動作

不但可使堆肥內外層次混合均勻，亦可加速堆肥化，提高堆肥品質。水份管理亦是堆肥成敗

的重要因子，應避免過度乾燥影響堆肥化的進行，或因太多水份而造成養分流失。堆肥腐熟

程度可由溫度、顏色及氣味的變化來判斷。當材料混合均勻堆置後，若水份適當時應在一、

二天內會開始發熱，內部最高溫度甚至可達攝氏 70度，之後逐漸下降，每次翻堆後溫度還會

再上升，直到溫度變化緩和時，即代表堆肥材料大部分已經腐熟。堆肥由明亮之黃色轉變成

黯淡之深褐色，並散發泥土香味，而不是發酵之酸臭味時，即可視為完熟之堆肥。 

堆肥田間施用方法與效果 

施用堆肥除了養分的提供之外，對土壤物理性的改良也是重要的功能，大量堆肥的施用

必需要與土壤充分混合。由試驗結果得知，以大量堆肥撒施土壤表面為追肥而不與土壤混合，

其對作物增產效果幾乎是零，還浪費了追肥的工資。故堆肥需於定植前配合機械撒施一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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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耕耘機使其與表土充分混合，每公頃用量約需 30公噸即可維持生長所需，除可免除施

用追肥的人工外，其殘效又可維持半年以上甚至更久。下一期作如為番茄，則僅需於追肥時

補充氮素高的資材以促進作物生長，如黃豆粕或米糠等。從試驗中發現，使用有機質肥料栽

培的小胡瓜不但可以提早開花結果，也可延長採收的期間，進而提高總產量。氮肥過多時營

養生長較強而延緩生殖生長，且會抑制雌花分化，甚至有利於病蟲害的發生，進而影響產量。

一般瓜農於栽培中後期仍追施許多氮肥以維持小胡瓜生長，藉以延長採收時間，但由本試驗

結果得知增長的時間是不足以抵銷因氮素過剩造成的減產。又因植物體中氮代謝旺盛，容易

累積較多植物鹼以及影響醣類轉化，造成口感較為苦澀；而有機栽培的小胡瓜因其所使用堆

肥中氮素釋放緩慢且平均，產品較香甜可口。 

結語 

在不斷追求提高作物產量的目的下，吾人消耗大量的能源及礦產資源製作農藥與肥料，

並將之大量投入於環境中，反而造成嚴重的污染問題，危害人類本身的健康。長期使用化學

肥料及農藥生產的作物，雖然可能維持高水準的產量一段時日，但也可能因此犧牲了產品的

品質，喪失其原有的風味，甚或口感變劣。每年產生數百萬公噸的農業廢棄物及千餘萬噸的

畜產廢棄物，其最終的棄處也是重要的環保問題，若能製成有機質肥料回歸土壤，不但可以

培養地力，而且能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更可節省製造化學肥料所需之能源。況且利用

堆肥生產之有機小胡瓜可說是既可口又安全的健康蔬果，大家可以多多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