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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期對臺灣北部地區大豆生育及產量之影響 1 

林禎祥 2、楊采文 2、林孟輝 2 

摘  要 

基於活化休耕農地及糧食安全需求，北部地區大豆栽培面積逐年增加，但栽培適

期尚待研究。本研究以大豆品種花蓮 1號、花蓮 2號、高雄選 10號、臺南 3號及臺

南 5號為材料，進行秋作不同栽培期試驗以評估對植株生育及產量之影響，進而確定

最適播種期，供農民栽培參考。試驗結果顯示，隨播種期延後，生育日數縮短，植株

高度、始莢高度、主莖節數、分枝數、單株粒重、百粒重及產量亦隨之下降，可能原

因為晚播大豆營養生長及生殖生長期縮短，導致供源及積儲能力降低，進而影響產量

表現。因此，為獲取最佳的產量表現，秋作大豆播種宜早，建議應於 7月下旬完成播

種，最遲則應於 8月中旬前完成較為適宜，栽培品種可選擇花蓮 1號、花蓮 2號及高

雄選 10號，具有高產潛力。 

關鍵詞：溫度、日長、生育日數、栽培適期 

前  言 

大豆(Glycine max (L.) Merr.)為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中國東北，籽實富含植物

性蛋白質與油分，營養成分高，為東方人重要的糧食作物，且食品加工利用性廣(吳等，

2014；陳等，2015；蔡，1995)，臺灣每年自美國及巴西等地進口約 200多萬公噸大豆，

主要作為製油及畜牧飼料使用。由於國產大豆自給率低，又基於活化休耕農地及糧食

安全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大糧倉計畫-推動國產雜糧產業發展方案」，規劃

於北部二期稻作低產區、中部沿海再生稻區、彰雲嘉高鐵沿線及地層下陷區、南部雙

期稻作區等地，透過相關輔導措施，協助稻田轉作雜糧作物；並預計至 2020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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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面積 3萬公頃，以提高國產雜糧自給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吳等，2014)。 

大豆為良好水、旱田輪作作物，栽培應與耕作制度相互配合(萬，1995)。北部地

區(新竹以北)大豆主要栽培於新竹縣新豐鄉、桃園市新屋區及觀音區等沿海二期稻作

低產地區；在政策協助下，栽培面積自 2015年 59公頃逐步增加至 2016年 117公頃，

但平均產量約僅 1,300 kg ha-1，亟待提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8)。由於大豆對環境

敏感，適當播種期為栽培大豆獲至最佳收量的主要關鍵之一，於適當播種期內早播種，

可以提高產量，若無法於適期進行播種，常造成產量的損失，惟實際上農友常因農務

繁忙，或因前期作水稻延遲收穫等因素限制，無法適時播種而造成產量下降(黃和曹，

1994；詹，1972)。目前北部地區一期作以水稻栽培為主，為因應現有之耕作制度，擬

透過本試驗建立北部地區大豆最適播種期，以做為農民栽培依據。 

材料與方法 

一、供試材料與播種期 

本試驗大豆以現行五個主要栽培品種高雄選 10號、花蓮 1號、花蓮 2號、臺南 3

號及臺南 5號為供試材料，在 2017年 7月 28日起迄 9月 13日止於本場試驗田區(桃

園市新屋區)每間隔 15日播種 1次，合計播種 4次。播種日期依序為 7月 28日、8月

14日、29日及 9月 13日，並分別以 D1、D2、D3及 D4為處理代號；依據播種期分

別於 11月 7日至 11月 21日、11月 23日至 12月 6日、12月 6日至 12月 13日及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5 日在植株自然落葉時即乾燥收穫調查。試驗採裂區設計(split plot 

design, SPD)，播種期為主區，品種為副區，3重複；以整地作畦方式栽培，小區面積

10 m 2，行株距 60 cm × 5 cm；田間肥料施用及病蟲草害管理依慣行模式操作。 

二、調查項目與方法 

試驗期間依據 Fehr 和 Caviness(1977)大豆生育期劃分方式調查播種至子葉出土

(vegetative stage emergence, VE)、開花(reproductive stage beginning bloom, R1)及成熟

(reproductive stage mature, R8)等生育日數。大豆收穫後每小區隨機取樣 15 株調查株

高、始結莢高度、主莖節數、分枝數、單株莢數、單株粒重及百粒重，以評估播種期

對大豆生育及產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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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 

調查數據以統計軟體 SAS 9.1 程式(SAS Institute, 1999)進行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並以 Fisher最小顯著差異性測試(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LSD test)比較平均值之差異顯著性。試驗期間溫度及日長變化情形，分

別以本場一級農業氣象觀測站之自動觀測系統(Nakassa Model M-820)及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所搜集之資料進行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播種期對大豆生育之影響 

本試驗供試品種不同播種期處理，播種至子葉出土所需日數介於 3-5日，差異不

大，但 R1及 R8日數則隨播種期延後而有縮短情形；花蓮 1號 R1及 R8日數由 D1處

理之 37及 106日縮短至 D4處理之 31及 92日，分別減少 6及 14日；花蓮 2號、高

雄選 10 號、臺南 3號及臺南 5號等品種亦有相同的趨勢，R1及 R8日數由 D1 處理

之 39、37、45、36日及 116、102、112、110日縮短至 D4處理之 32、30、32、32日

及 93、95、103、100日，分別減少 7、7、13、4日及 23、7、9、10日(表 1)；生育日

數減少幅度以 D3及 D4處理較為明顯，其 R1及 R8日生育日期分別介於 9月 29-10

月 1日、10月 13日-10月 15日及 12月 6日-12月 15日、12月 14日-12月 22日。 

大豆對溫度與光週期敏感，且品種與環境的交感作用明顯(萬，1995)，大豆生殖

生長適溫為 21℃至 25℃，15℃以下或 30℃以上高溫不利豆莢發育，成熟期適溫為 19

℃至 20℃，成熟期若遇持續低溫，會使莢果充實不良而影響產量(蔡，1994)，Matsuo

等(2016)以 7個美國及 5個日本大豆品種，於日本西南部地區進行早期播種試驗以評

估產量提升潛力，根據 2年(2012-2013)試驗結果顯示，早播種(5月 20日)相較晚播種

(7月 20日)，美國及日本大豆產量分別增加 99至 199 g m-2及 26至 144 g m-2，晚播種

處理產量下降，可能是由於 8月份之後氣溫逐漸下降及日照長度縮短、太陽幅射量減

少進而使播種至 R1、R8及 R1至 R8生育日數減少所導致。經由本場一級農業氣象觀

測站之自動觀測系統測量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蒐集之資料分析顯示，2017年 7月均溫

由 28.9℃逐步下降至 12月之 17.0℃；最低溫度則由 24.0℃下降至 13.1℃(圖 1)；日照

長度由 7月 28日之 13小時 21分逐步縮短至 12月 22日之 10小時 35分(圖 2)。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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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期延後而面臨日照漸短且氣溫逐漸下降之栽培環境，將使大豆開花提早而縮短營養

及生殖生長日數(尾崎，1962；張，1987)；可見供試大豆品種播種至 R1及 R8日數隨

播種期延後而縮短，很可能是受低溫及短日環境影響所致。 

 

表 1. 五個大豆不同播種期之生育情形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five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dates. 

品種 

Variety 

發育階段 Growth stage (day) 

VE  R1  R8 

D1 D2 D3 D4  D1 D2 D3 D4  D1 D2 D3 D4z 

花蓮 1號 

Hualien No.1 

4 4 3 3  37 33 33 31  106 101 101 92 

花蓮 2號 

Hualien No.2 

3 5 3 3  39 35 33 32  116 109 99 93 

高雄選 10號 

Kaohsiung  

Sel. No.10 

3 5 3 3  37 33 31 30  102 103 104 95 

臺南 3號 

Tainan No.3 

3 4 3 4  45 34 33 32  112 114 108 103 

臺南 5號 

Tainan No.5 

4 4 3 3  36 33 31 32  110 105 104 100 

z 2017年播種期: D1: 7月 28日；D2: 8月 14日；D3: 8月 29日；D4: 9月 13日。 

z Planting date in 2017: D1: Jul. 28, D2: Aug. 14, D3: Aug. 29, D4: Se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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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試驗期間桃園地區氣溫變化情形(2017年 7月至 12月) 

Fig. 1. The fluctuations of air temperature during the experiment period from 

July to December of 2017 in Taoyuan. 

 

 

圖 2. 試驗期間桃園地區日長變化情形(2017年 7月至 12月) 

Fig. 2. The fluctuations of day length during the experiment period from July to 

December of 2017 in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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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豆不同播種期及品種之農藝性狀及產量變方分析 

本試驗處理的因子分別為播種期與品種，為檢視各處理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差異，經變方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播種期各調查項之差異極顯著；品種間始莢高度具

顯著差異，另餘調查項之差異達極顯著水準；播種期與品種之交感項目，百粒重效應

不顯著；始莢高度之交感效應顯著；株高、主莖節數、分枝數、單株莢數、單株粒重

及公頃產量等調查項目之交感效應則呈現極顯著差異(表 2)。 

 

表 2. 大豆播種期及品種農藝性狀及產量變方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of soybean. 

變因 

Source of 

Variation 

D.F. y 

均方Mean square 

株高 

Plant 

height 

始莢高度

Height of 

the first 

pod 

主莖節數 

Number 

of node 

分枝數 

Number 

of branch 

單株莢數 

Number 

of pod 

單株粒重 

Seed 

weight 

百粒重 

100-seed 

weight 

公頃產量 

Yield 

區集 

Block 

2 34.25 0.93 0.57 0.13 335.39 10.56 1.03 70,918 

播種期 

Planting 

date 

3 4981.83** 73.75** 136.67** 23.5** 49532.87** 2326.93** 44.23** 15,168,213** 

主區機差 

Mainplot 

error 

6 5.58 0.66 0.58 0.10 98.67 4.31 0.58 25,835 

品種 

Variety 

4 976.61** 3.92* 31.80** 1.13** 4474.84** 104.64** 341.02** 660,688** 

播種期×品種 

Planting date 

× Variety 

12 488.34** 3.27* 6.94** 1.09** 2417.96** 81.77** 2.72 490,759** 

副區機差 

Subplot 

error 

32 13.74 1.41 0.48 0.18 547.80 16.22 1.32 123,663 

總計 

Total 

59         

Z *及**分別表示達 5%及 1%的顯著差異水準。 

y D.F.:自由度。 

Z * and **, mea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and 1% level. 

y D.F.: degree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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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播種期對大豆農藝性狀及產量之影響 

不同播種期試驗結果顯示，隨播種期延後，供試品種植株株高、始莢高度、主莖

節數及分枝數等均顯著下降(表 3)，花蓮 1號、花蓮 2號、高雄選 10號、臺南 3號及

臺南 5 號品種公頃產量均以 D1 處理之 2,940.2、2,945.9、2,953.8、1,600.5 及 2,294.9 

kg ha-1最佳；花蓮 1 號其 D2、D3 及 D4 處理，產量相較 D1 處理分別減產 38.7%、

74.0%、86.4%，花蓮 2號減產 5.8%、81.6%、88.6%，高雄選 10號減產 34.4%、75.9%、

93.0%，臺南 3號減產 20.5%、48.6%、73.8%及臺南 5號減產 33.6%、62.4%、80.0%。

播種期對百粒重之影響因品種而異，花蓮 2號隨播種期延後，百粒重由 D1處理之 20.9 

g顯著下降至 D4處理之 14.5 g；高雄選 10號及臺南 3號之 D1處理至 D2處理百粒重

分別為 16.3-16.5、14.5-13.4 g，顯著高於 D3處理至 D4處理之 13.0-14.0、10.6-9.9 g；

花蓮 1號之 D4處理百粒重 16.6 g，顯著低於其他處理者；臺南 5號百粒重介於 25.2-

27.8 g，處理間差異不顯著(表 4)。依據不同播種期處理對供試品種產量之影響分析顯

示，D1處理花蓮 1號、花蓮 2號及高雄選 10號產量均高於 2,900 kg ha-1，其中花蓮 2

號於 8月中旬(8月 14日)播種產量仍可維持 2,700 kg ha-1 (表 5)，或許與其有較佳的環

境適應性有關(張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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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播種期對五個大豆品種農藝性狀之影響 

Table 3. Effect of planting date on the agronomic traits of five soybean varieties. 

品種 

Variety 

播種期 z 

Planting date 

株高 

Plant height 

 

(cm) 

始莢高度 

Height of the  

first pod  

(cm) 

主莖節數 

Number of 

node  

(no. main stem-1) 

分枝數 

Number of  

branch  

(no. plant-1) 

花蓮 1號 

Hualien No.1 

D1 42.1a 15.7a 11.5a 2.7ay 

D2 40.9a 9.9b 11.3a 1.7b 

D3 39.3a 7.7c 9.1b 1.5b 

D4 30.1b 8.5bc 7.8b 0.2c 

花蓮 2號 

Hualien No.2 

D1 94.9a 13.3a 19.6a 3.8a 

D2 64.7b 10.3b 16.3b 3.9a 

D3 35.1c 10.7ab 10.2c 0.9b 

D4 38.9c 8.9b 8.8c 0.5b 

高雄選 10號 

Kaohsiung  

Sel. No.10 

D1 73.8a 13.3a 17.1a 4.0a 

D2 66.9a 9.6b 14.9b 2.6b 

D3 40.1b 7.7b 12.1c 2.0b 

D4 35.6b 7.6b 9.2d 0.1c 

臺南 3號 

Tainan No.3 

D1 102.5a 11.4a 16.7a 2.9a 

D2 47.5b 10.0ab 12.7b 2.7a 

D3 41.7c 9.2b 10.5c 2.5a 

D4 32.8d 8.1c 9.4d 0.8b 

臺南 5號 

Tainan No.5 

D1 57.6a 13.4a 13.3a 2.7a 

D2 43.5b 10.4b 11.2b 2.8a 

D3 41.9b 9.1b 9.2c 1.9b 

D4 26.5c 9.7b 9.6c 0.3c 

Z  2017年播種期: D1: 7月 28日；D2: 8月 14日；D3: 8月 29日；D4: 9月 13日。 

y 各品種內同欄小寫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的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Planting date in 2017: D1: Jul.28, D2: Aug.14, D3: Aug.29, D4: Sep.13.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of the variety followed by the same lowercas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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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播種期對五個大豆品種產量構成要素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planting date on the yield components of five soybean varieties. 

品種 

Variety 

播種期 z 

Planting 

date 

單株莢數 

Number of 

pod  

(no. plant-1) 

單株粒重

Seed weight 

 

(g plant-1) 

百粒重 

100-seed 

weight  

(g) 

公頃產量 

Yield 

 

(kg ha-1) 

產量損失比率 

Yield loss  

rate 

(%) 

花蓮 1號 

Hualien No.1 

D1 148.3a 38.3a 19.1a 2,940.2ay  0.0 

D2 90.4b 22.5b 19.6a 1,802.5b 38.7 

D3 35.5bc 9.6c 18.3a 765.6c 74.0 

D4 18.7c 4.7c 16.6b 400.2c 86.4 

花蓮 2號 

Hualien No.2 

D1 187.5a 34.6a 20.9a 2,945.9a  0.0 

D2 162.0a 34.7a 18.4b 2,775.7a  5.8 

D3 29.1b 6.5b 17.3c 542.1b 81.6 

D4 17.8b 4.1b 14.5d 337.3b 88.6 

高雄選 10號 

Kaohsiung 

Sel. No.10 

D1 191.1a 36.1a 16.3a 2,953.8a  0.0 

D2 81.2b 24.0b 16.5a 1,936.0b 34.4 

D3 39.8c 8.8c 13.0b 713.3c 75.9 

D4 15.5c 2.5c 14.0b 208.5c 92.9 

臺南 3號 

Tainan No.3 

D1 107.8a 19.8a 14.5a 1,600.5a  0.0 

D2 95.9a 15.1b 13.4a 1,273.0b 20.5 

D3 49.9b 9.7c 10.6b 822.3c 48.6 

D4 21.9c 5.0d 9.9b 418.9d 73.8 

臺南 5號 

Tainan No.5 

D1 79.8a 28.8a 27.1a 2,294.9a  0.0 

D2 62.1a 18.0b 27.8a 1,524.3b 33.6 

D3 27.7b 11.5bc 25.3a 862.8c 62.4 

D4 15.3c 5.4c 25.2a 458.3c 80.0 

Z  2017年播種期: D1: 7月 28日；D2: 8月 14日；D3: 8月 29日；D4: 9月 13日。 

y 各品種內同欄小寫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的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Planting date in 2017: D1: Jul.28, D2: Aug.14, D3: Aug.29, D4: Sep.13.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of the variety followed by the same lowercas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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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播種期對五個大豆品種產量之影響 

Table 5. Effect of planting date on the yield of five soybean varieties. 

品種 

Variety 

播種期 Planting datez 

D1 D2 D3 D4 

花蓮 1號 

Hualien No.1 

2,940.2a 1,802.5b 765.6ab 400.2aby 

花蓮 2號 

Hualien No.2 

2,945.9a 2,775.7a 542.1b 337.3b 

高雄選 10號 

Kaohsiung  

Sel. No.10 

2,953.9a 1,936.0b 713.3ab 208.5c 

臺南 3號 

Tainan No.3 

1,600.5b 1,273.0b 822.3a 418.9a 

臺南 5號 

Tainan No.5 

2,294.9ab 1,524.3b 862.8a 458.3a 

Z 2017年播種期：D1: 7月 28日；D2: 8月 14日；D3: 8月 29日；D4: 9月 13日。 

y 同欄小寫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的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Planting date in 2017: D1: Jul.28, D2: Aug.14, D3: Aug.29, D4: Sep.13.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owercas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大豆對環境敏感，播種以數日間或數十公里地理的差異，其產量表現即有顯著的

不同(盧，1954)。大豆種子發芽及營養生長適溫為 20-22℃及 20-30℃，花芽形成、開

花、結莢及豆莢充實適溫為 21-25℃，15℃以下低溫不利豆莢發育(蔡，1994)，顯見大

豆各生育階段有其適宜之溫度範圍。日本西南部地區，大豆播種期過晚(8月 2日至 5

日)，相較於正常種植期(7月 15日至 20日)，產量減少幅度大於 21% (Fatichin, et al., 

2013)，日本東北地區以十勝長葉及農林 4號大豆為材料，5月 10日起，每間隔 15日

播種 1次至 7月 25日止，合計播種 6次，產量隨播種期延後而降低，十勝長葉及農

林 4號 7月 25日播種產量僅達 5月 10日播種產量之 50%及 24% (大久保，1980)。美

國大豆播種適期為 5月上中旬，種植時間過晚，因氣溫下降，大豆生育中、後期生長

量不足，造成產量降低(Kandel, 2010)，美國威斯康辛州大豆種植區隨播種期的延後，



 播種期對臺灣北部地區大豆生育及產量之影響 （11） 

R5至 R8生育期環境溫度逐漸降低，而影響產量，晚播較早播(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產量減少幅度達 1200 kg ha-1 (Mourtzinis et al., 2017)。當栽培期過晚，如臺灣花蓮地區

8月中旬(張，1987)、日本東北地區 7月下旬(大久保，1980)、日本西南地區 8月上旬

(Fatichin, et al., 2013)及美國 6月中旬之後(Mourtzinis et al., 2017)，因低溫短日環境使

株高較矮、葉面積減少、莖徑及主莖節數減少、花及幼莢脫落、單株結莢數減少、籽

實充實不足及百粒重下降等現象，導致供源及積儲能力降低，進而影響產量表現(尾

崎，1962；黃和曹，1994；Yamaguchi, et al., 2015)，本試驗亦呈現相同的趨勢。 

綜合試驗結果顯示，考量北部一期稻作之耕作制度及秋、冬季之低溫短日環境，

為獲取最佳的產量表現並確保品質，秋作大豆播種宜早，最遲應於 8月中旬前完成播

種較為適宜，栽培品種可選擇花蓮 1號、花蓮 2號及高雄選 10號，具有高產潛力，8

月中旬後播種，供試品種產量均不足 1,000 kg ha-1，無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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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lanting Date on Growth and Yield of Soybean 

in Northern Taiwan 1 

Chen-Hsiang Lin 2, Tsai-Wen Yang 2, Meng-Huei Lin 2 

Abstract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fallow land and security of food demand, the soybean 

cultivation area has bee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refore, the suitable planting date needed 

to be established in Norther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evaluate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the different planting dates in fall for soybean varieties ‘Hualien No.1’, 

‘Hualien No.2’, ‘Kaohsiung Sel. No.10’, ‘Tainan No.3’ and ‘Tainan No.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duration was shortened, and the plant height, the height for the first 

pod, the number of node on the main stem, the number of branch, the seed weight per plant, 

the weight per 100 seeds and the yield was decreased when planting date was delayed. The 

main reason was the shortening of vegetative and reproductive period might reduce the 

source-sink capacity. Therefore, the proper time of planting soybean in fall was suggested in 

late July and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mid-Augus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ualien 

No.1’, ‘Hualien No.2’ and ‘Kaohsiung Sel. No.10’ which has been high yield potential were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the Northern Taiwan. 

Key words: Temperature, Day Length, Growth Date, Cultiv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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