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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序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方式於近年來漸趨受到重視，此兩種耕作方式乃

兼顧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態的保護，其觀念為不依賴化學合成的農藥及肥

料，並運用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管理的觀念進行作物栽培，除了可供應

消費者安全、優質的農產品外，亦可降低農業生產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有機液肥是從事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之農友所使用於養分補充的液

體肥料，近年來，它的使用在土壤肥力增進與病害防治方面也逐漸受到

國內外學者專家與農友的重視。在有機及友善耕作的作法下，堆肥被當

作主要的肥料，然而由於堆肥種類的不同，礦化程度也不盡相同，且釋

放養分供作物利用的時期很難掌握，往往不能適時滿足作物養分的需求，

至於有機液肥含有大量水分與有效養分，較施用固態堆肥更易被作物吸

收利用。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過程中，有機液肥的使用為重要的作物營養管理

方式，本文乃針對有機液肥的製作及應用提出淺見，期能提供農友從事

作物有機及友善耕作時之參考。惟本書付梓匆促，疏漏難免，希冀各界

先進不吝指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土壤與肥料與植物營養研究室 林永鴻 謹識

            民國 1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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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理環境及氣候適合栽種多樣化的作物，各種作物的栽培管理中，施肥為維

持作物生長必要的作業，以往因化學肥料價格低廉及施用方便，為了獲得作物的高產

值，因此化學肥料成了農民施用肥料時的首選。然而化學肥料大多僅提供氮、磷及鉀

三要素，卻因其他要素的供應不足，未必可使生產品質提升，且因多數化學肥料屬於

酸性，長期施用易使得土壤酸化及硬化，長此以往，造成土壤性質無法有效供應作物

養分，漸漸影響其生產，而使得永續經營受到阻礙。近年來政府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

耕作，其觀念乃兼顧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態的保護，以自然資源之循環永續利用為目標，

不依賴化學合成物質，而是運用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管理的觀念進行作物栽培，除了

可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供應消費者外，亦可降低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衝擊。土壤

為萬物生命之基礎，唯有土壤品質與生態環境照顧的好，方能透過合理的肥培管理方

式，使作物健康成長，進而營造優良的生產品質與產量，當中以有機液肥取代部分化

學肥料的施用則不失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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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機液肥的製作要領

有機液肥的製作乃將有機資材於液體中經充分混合，並利用微生物將當中不穩定

的有機組成分發酵分解成植物可吸收利用的型態，例如營養元素、胺基酸、胜肽類及

有機酸等成分，施用後除了可供應作物營養外，對土壤理化及生物性質的改善亦助益

良多。

有機液肥製作時應注意的要點如下，首先，因發酵過程之中間產物含硫或氮之還

原物質，可能逸散至空氣中而具有特殊氣味，為避免影響附近居住品質，製作場所應

儘量避開住家，並選擇遮雨處製作，以免因雨水不慎滲入使有機液肥含水量過高或雜

菌繁殖而製作失敗；另外，有機液肥製作時固態原料易因重力而往下沉積，因此製作

時應備有攪拌設施以使資材能夠充分混合及增加與微生物接觸的機會。有機液肥原料

若過於堅硬或粗糙時，將造成腐化及發酵不易，因此不應將體積過大的資材直接置入

液肥桶中，資材越細緻可增加與微生物接觸機會而加速其發酵。

一般而言，適度添加含酵母菌、乳酸菌、放線菌或光合成菌之菌源可縮短有機液

肥發酵時間，然而若添加量過多，卻可能使液肥中的有效性養分消耗過快，因此一般

菌源的用量，比例大約為總製作液體重量的 1-2% 便可。而有機液肥發酵過程中倘使氧

氣不足時易使內部產生厭氣發酵而發臭，因此原料混合後應定時攪拌或通氣，方能使

液體環境中的溶氧量提升，以使得微生物存活及增殖，若以攪拌方式進行，其攪拌頻

率大致上為前 14 天每天早午各 1 次，每次 3-5 分鐘，若以通氣方式進行，則可以定時

器控制每小時通氣約 10-20 分鐘。

在有機液肥資材種類的選擇方面，一般碳氮比較高的資材可歸類為碳源 ( 如黑糖、

糖蜜、其他澱粉含量高的資材如香蕉、廢棄米 ( 飯 ) 等 )，而碳氮比較低的資材則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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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氮源 ( 如各種粕類、魚渣 ( 精 )、米糠、酒廠廢渣、海草粉 ( 精 )、血粉、乳類、胺基

酸等 )，資材的選擇依當地異是否容易取得而定，原則上是以碳氮比高的資材混合碳氮

比低的資材後進行發酵，使微生物在氮及碳等食源充足的情況下增殖，方能快速將資

材腐熟發酵成為有機液肥。另外，假設選取之原料為含氮養分高之資材，為防止施用

後其它要素供應不足，於原料調配時，亦可適當添加其他資材，例如磷礦石粉、海鳥

磷肥、米糠、骨粉或過期牛奶等，以供應氮肥以外之肥份。而若使用到含鹽分含量較

高的資材，如魚精、魚廢料、海產廢棄物等，可能使製成之有機液肥鹽分含量過高，

施用後造成土壤鹽化或作物鹽害，因此在調配比例上應特別注意，還有，原料應注意

是否可能添加到含重金屬成分之原料。

圖一  有機液肥製作場地可選擇遠離住家地點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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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果園埋設管路進行有機液肥澆灌情形

圖三  可提供高碳素的有機資材 - 桶裝 ( 外包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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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糖蜜 ( 內容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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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可提供高鉀的有機資材 - 海草粉

圖五  可提供高氮的有機資材 - 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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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可提供高磷的有機資材 - 磷礦石粉包裝外觀

圖八  可提供高磷的有機資材 - 磷礦石粉 ( 內容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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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有機液肥常用的資材特性

( 一 ) 可提供高碳源的資材

有機液肥製作可使用來作為碳源之資材，例如糖蜜、廢棄米飯及香蕉等均為碳氮

比高的資材。

1. 糖蜜

糖蜜為甘蔗製造蔗糖或精製時之副產品，內含豐富的營養物質，如維他命 B、鉀、

鎂、鐵、碳、鈉、鈣、錳等礦物質，糖蜜的組成因製糖原料、加工條件的不同而有差

異，其中主要含有大量可發酵糖（主要是蔗糖），因而是很好的發酵原料，可作為某

些食品的原料、動物飼料和有機液肥製作之原料。糖蜜依製糖原料不同可分為甘蔗糖

蜜、甜菜糖蜜和澱粉糖蜜等。製作有機液肥時，一般糖蜜的添加量約為總液體量的 10-

12%，主要提供有機液肥中微生物所需碳源，以利微生物存活及增殖。

2. 廢棄米飯或香蕉

廢棄米 ( 飯 ) 或香蕉亦可提供豐富的碳源。米飯屬於澱粉類，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

分資料庫分析，每 100 公克米 ( 飯 ) 約含總碳水化合物 78 克，碳氮比約 30 左右，可

快速提供碳源予微生物利用。另外，100 公克的香蕉約含碳水化合物 23.5 克，且富含

鉀離子，為中鹼性食品（pH 值 8.8），倘無法購得糖蜜，而身邊剛好有廢棄米 ( 飯 ) 或

香蕉時，亦可作為碳源材料使用。若使用廢棄米 ( 飯 ) 或香蕉作為碳源時，添加量約為

總液體量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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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可提供高氮源的資材

有機液肥製作可使用來作為氮源之資材如各種粕類、魚渣 ( 精 )、米糠、酒廠廢渣、

海草粉 ( 精 )、血粉、乳類、胺基酸等，以下介紹較常被使用之氮源材料特性。

 1. 豆粉

豆粉含有大量的蛋白質，此外，大豆粉還包含許多礦物質，例如鈣、鎂、鉀、磷

和鐵等。其粗蛋白質大於 33%、粗脂肪大於 18%、粗纖維小於 6.5%，是有機液肥製作時

很好的氮素來源。製作有機液肥時，豆粉添加量約為總液體量的 3-6%。

 2. 植物渣粕類

經壓榨或萃取油分後之植物渣粕（如大豆、花生、亞麻仁、米糠、菜籽…等），

植物渣粕類含氮較多，碳氮比較低，易於礦質化，因植物渣粕類之氮含量不若豆粉高，

因此若擬以植物渣粕類取代大豆粉進行添加時，添加比例約為 5-10%。

 3. 魚廢料

因魚廢料屬於動物性蛋白質，一般動物性蛋白質之胺基酸種類較植物性胺基酸豐

富，因此若擬以魚廢料取代大豆粉或植物渣粕類進行添加時，其添加比例可以如豆粉

的比例 (3-6%) 添加便可。

 4. 魚精

魚精屬於動物性胺基酸，為液體型態，若以氮源主要添加資材為豆粉或植物渣粕

時，為更加豐富有機液肥的胺基酸種類時，則可多添加魚精補強，添加的比例約為 1-2%

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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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富含其他營養元素的資材

因為作物所需必需營養元素主要有 16 種，因此可透過資材的添加使有機液肥中各

種營養元素更加豐富，以下介紹常被使用之資材特性如下 :

 1. 磷礦石粉

磷是農作物生長的必需營養元素，磷礦石粉可提供有機液肥中的磷肥，磷礦石通

常存在於火成岩中，為自然存在的磷肥，磷礦石粉為磷礦石所磨成的細粉，當中的磷

大多是以正磷酸鹽形態存在。磷礦石的通式為 Ca10(PO4)6(X)2，式中 X 可能為 F-、Cl-、

OH 或 CO3
2-，通常為 F-，一般含磷酐 29 ∼ 33％及氟 3 ∼ 4％。磨細後表面積增大，與

土壤溶液容易接觸，並可溶出多量磷酸於土壤溶液中。

 2. 海鳥磷肥

海鳥磷肥是以海鳥、蝙蝠、海豹的糞便堆積物所形成的有機肥料。在多雨的熱帶

地區積聚在珊瑚礁上的海鳥糞便，經雨水的沖刷，溶出磷酸成分，並與珊瑚的石灰成

分結合，經年累月所形成的一種物質。海鳥磷肥可溶出的磷酸總量高達 50% 以上，再

加上它是一種對環境無害且無臭味的肥料，且分解速度較其他礦石類快，因此它很適

合添加入有機液肥中提高磷的含量。添加入有機液肥的比例依製作不同時期使用之有

機液肥進行添加，例如製作高氮液肥時，因主要的肥分為氮肥，因此僅需添加 1% 即可，

至於製作高磷液肥作為開花期使用時，主要訴求為磷肥，因此海鳥磷肥的添加量可高

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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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草粉

海草粉的全氧化鉀含量在 20% 以上，是提升有機液肥中鉀肥很好的資材，且富含

微量元素，有機質大於 40%。添加入有機液肥的比例依製作不同時期使用之有機液肥來

進行添加，添加量約為 2-6%。

 4. 富含其他營養成分之資材

富含其他養分之資材如動物性胺基酸、乳酸鈣、微量元素、腐植酸等，可依作物

的需要進行不同比例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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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機液肥製作實例

可依作物不同成長階段配製不同成分的有機液肥來使用，基本配方可以豆粉、米

糠、海鳥糞、海草粉、魚精、糖蜜、綜合性有益微生物等資材進行配製，以下參考簡

等 (2003) 研發之有機液肥配方修訂如下：

( 一 ) 高氮質有機液肥

1. 材料：清水 100 公升，豆粉 6 公斤，米糠 6 公斤，海鳥糞 1 公斤，海草粉

2 公斤，魚精 1 公升，糖蜜 12 公斤，綜合性有益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準備 120 公升塑膠桶 1 個，將清水及全部材料倒入桶中後，可

裝設定時器，每小時曝氣 10-15 分鐘，或者是早晚各攪拌 1 次，每次約 3-5

分鐘，連續約 14 天，經 30 天左右即可使用。

( 二 ) 高磷質有機液肥

1. 材料：清水 100 公升，米糠 3 公斤，煉乳 2 公斤，海鳥糞 6 公斤，海草粉

2 公斤，糖蜜 10 公斤，綜合性有益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準備 120 公升塑膠桶 1 個，將清水及全部材料倒入桶中後，可

裝設定時器，每小時曝氣 10-15 分鐘，或者是早晚各攪拌 1 次，每次約 3-5

分鐘，連續約 14 天，經 30 天左右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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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高鉀質有機液肥

1. 材料：清水 100 公升，米糠 6 公斤，煉乳 1 公斤，海鳥糞 3 公斤，海草粉

6 公斤，糖蜜 10 公斤，綜合性有益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準備 120 公升塑膠桶 1 個，將清水及全部材料倒入桶中後，裝

設定時器，每小時曝氣 10-15 分鐘，或者是早晚各攪拌 1 次，每次約 3-5

分鐘，連續約 14 天，經 30 天左右即可使用。

( 四 ) 三要素平均之有機液肥 ( 可於各時期使用 )

1. 材料：清水 100 公升，豆粉 3 公斤，米糠 3 公斤，海鳥糞 3 公斤，海草粉

3 公斤，糖蜜 10 公斤，綜合性有益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準備 120 公升塑膠桶 1 個，將清水及全部材料倒入桶中後，裝

設定時器，每小時曝氣 10-15 分鐘，或者是早晚各攪拌 1 次，每次約 3-5

分鐘，連續約 14 天，經 30 天左右即可使用。

( 五 ) 有機液肥的保存

有機液肥製作完成後，最好於7-10日內使用完畢，若放置時間過長，於高溫(25~30

度 ) 環境中，空氣中的微生物易附著於有機液肥表層，當這些菌體數量增殖便可能使有

機液肥產生臭味及肥分降低情形，為了使臭味降低及回復原來的優良特性，可加入少

量的高氮及高碳資材，另外添加少量有益微生物，並利用曝氣方式來增加有益微生物

的族群，經過 4-5 天後，可將中間的液體倒入其他容器中並旋緊瓶蓋以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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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配置初期資材易懸浮，需進行攪拌

圖 4-2  定期測定電導度 (EC) 值可了解液肥中之鹽分含量是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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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定期測定酸鹼度 (pH) 值可了解液肥是否持續酸化

圖 4-4  利用布網或蓋子覆蓋以防蚊蠅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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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液肥初期曝氣可活化有益微生物

圖 4-6  有機液肥可利用曝氣方式使有益菌相活躍 ( 蔡及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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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機液肥的應用

( 一 ) 土壤施用注意要點

利用土壤澆灌方式施用有機液肥有諸多好處，除了有機液肥中所含速效性養分可

供應作物快速吸收到所需肥分外，當中所含的有機質亦可促進土壤團粒化作用、增強

土壤保肥供肥能力以及促進作物生根和提高根系對水分及養分的吸收能力。高氮質、

高磷質或高鉀質有機液肥分別於作物生長初期、中期及後期使用，而三要素平均之有

機液肥則適用於作物各生長期。土壤澆灌時不必過濾，直接加水稀釋 30-50 倍後於作

物根圈進行澆灌，施用頻率為每間隔 7-10 日澆灌施用於土壤 1 次。

( 二 ) 葉面施肥注意要點

1. 噴施階段與肥料種類

因葉面施肥是透過葉面吸收養分，進行葉面施肥時植物需有足夠的葉片面積，因

此一般若於植物幼齡期或抽梢抽葉初期進行葉面施肥時一定要注意濃度不可太高，以

免造成肥傷；至於在植物成熟期之中、後期進行噴施，效果較佳。另外，應依據植物

各生長階段較重視何種肥分進行不同有機液肥之噴施，方能充分吸收到該時期所需的

養分。

2. 較佳噴施時機與肥料濃度

於雨後或清晨，因為葉片上有較多的雨滴或露珠時，因噴施濃度易受到稀釋而無

法達到適當需求，因此效果較不佳，至於晴天之中午因烈日照射，抑或風勢較大時，

因為噴施後無法於葉片上長時間保持溼潤，因此葉片對養分的吸收較差。最佳葉面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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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時機為晴天或陰天無雨之上午 9 時前或下午 4 時後進行噴施效果最佳。倘於葉片施

肥後 3 小時內下大雨，應於雨停後天氣晴朗時再行補行噴施，肥料濃度並依當時天候

情況適當調整。

倘若噴施濃度過低時植物無法吸收到充足養分而無法達預期效果，然而若噴施肥

料濃度過高時則易造成肥傷，因此葉面施肥應嚴格參照建議濃度範圍進行施用，植物

生長正常時濃度也可調配稍微低一些，當出現缺乏營養狀態時濃度方調高一些。

3. 適當的混合施用與噴施次數

適當合理之有機液肥與生物農藥混合施用，可節省噴施時間及人工成本，並可增

強肥效，然而混合前需先了解有機液肥及生物農藥的特性方能混合使用。

葉面施肥的濃度較低時，每次的吸收量少，故一般需連續施用 2-3 次以上方能視

其表現。另為避免密集噴施造成體內肥分配製之濃度過高而造成植株傷害，每次噴施

的間隔應在 7-10 天左右。噴施時全株葉片正反面均應噴施均勻，尤其因葉背之氣孔多

較容易吸收，正面葉片則因角質層較厚液肥較不易被吸收入植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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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土壤澆灌有機液肥

圖 5-2  葉面噴施有機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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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過度仰賴化學肥料的施用，大多僅能供應氮、磷及鉀三要素，對作物

生產品質的提升幫助並不大；有機質肥料的施用除了可供應三要素外，亦可

供應次量與微量要素，可避免植物對於各種養分吸收的不均衡。有機質肥料

的施用除了腐熟堆肥可供應作物長期所需的肥分外，利用有機液肥作為追肥

使用亦可使作物各生長期的養分需求不虞匱乏。施用發酵完全之有機液肥除

了可快速供應予作物養分利用外，施用於農地後並可使土壤性質獲得改善；

另外，亦可使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族群增加，因此假使能夠搭配作物的生長

期配製高品質的有機液肥施用，不但可兼顧作物的生產品質與產量，並能兼

顧到土壤環境的保護達友善環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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