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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探討不同定植期及栽培密度對懷山藥新品系 TYS8001 塊莖性狀及產量之影響，於 1999 年在桃園縣新屋鄉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進行田間試驗，定植期試驗分別於 2月 28日、3月 30日、4月 30日、5月 30日、6月 30 日以行株距
140×40 ㎝進行定植，而栽培密度試驗採用 140×30、140×40、140×50、140×60及 140×70㎝等五種處理，試驗設計皆採
用逢機完全區集設計，四重複。結果懷山藥 TYS8001於 2、3、4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較高，為 20,508、19,455及 20,205 
kg/ha，定植期愈晚則塊莖分支數增加，薯形變劣，建議栽培懷山藥 TYS8001時以 2、3、4月下旬定植較適宜。不同栽
培密度試驗結果，懷山藥 TYS8001以株距 30及 40㎝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較高，為 19,047及 18,285 kg/ha，建議懷山
藥 TYS8001之栽培，行距採 140㎝，株距以 30及 40㎝定植較適宜。 

關鍵詞：山藥、定植期、栽培密度。 

前  言 

懷山藥學名 Dioscorea batatas Decne 屬薯蕷科(Dioscoreaceae)之蔓性植物(1,2,3,8,10,11,12,14)，懷山藥主要栽培於華中、

華北及日本等亞熱帶至溫帶地區(6,18)，台灣北部地區極適合懷山藥之栽培。主食部位為地下塊莖，而葉腋著生之零餘子，

亦可食用；山藥富含高量之澱粉質(4)，特殊水溶性多醣粘質物(mucin)，及增加人體免疫力之維他命 B 群。本草綱目記
載，山藥可以健脾胃、補虛贏、益腎氣、止瀉痢、強筋骨、潤皮毛，久服耳聰目明，因此多食用可增加人體之免疫能

力，對慢性疾病具有良好保健效果。除了具備上述功效外，亦是一種適口性絕佳之健康蔬菜，同時也是國際性重要糧

食作物之一(15,16,17,18)。 
為了順應潮流及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現有栽培的作物種類，將受到進口農產品相當大的影響，國內整個

農業結構必須向高價值、精緻化及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山藥(Dioscorea spp.)即為值得開發與利用之保健植物之一。
根據調查台灣北部地區之原生山藥以長形山藥為主，唯其形態上有多種變異，導致農民栽培的山藥外觀及品質不整齊，

影響商品價格甚鉅。為解決此種問題，本場八年前即著手進行山藥優良品種之篩選，目前在 D. batatas 族群中，已選
出質地佳且高產之優良品系 TYS8001。 

然山藥塊莖一般具有休眠性(13)，而屬小葉長形山藥之懷山藥(D. batatas)其休眠性較塊狀大葉形山藥千里達(D. 
alata)為強(7)，在室溫下貯藏千里達山藥，於 3-4 月氣溫升高時，塊莖即會開始萌芽，種植時期約每年四月前(13)。又台

北縣瑞芳、雙溪及貢寮地區農民，種植長形原生種基隆山藥(D. pseudojaponica)時，常於 12-1月將種薯定植於土中，從
種植到萌芽約需 1-2 個月，由於久埋土中，又遇長期下雨，種薯極易腐爛，造成缺株，因此於適當時期種植小葉形長
形山藥，當為栽培成功之要件。又黃等(1995)指出壽豐山藥（D. batatas）在花蓮地區以 4月份定植產量較高而 6月份
定植最低(5)，不同栽培密度處理對山藥地下部土壤養分吸收及地上部光合作用之競爭影響甚鉅，種植較密時種薯需要

量多，植株間競爭較激烈，反之，種植較疏時種薯需要量少，植株間競爭較緩和，且劉等(1997)指出栽培山藥台農 2
號（D. alata）之行株距以 100×30 ㎝ 較適當(9)，由此可知不同種類的山藥品種(系)均有其最適的定植期及栽培密度，
為瞭解新品系 TYS8001之栽培特性，乃進行定植期及栽培密度試驗，以供農友栽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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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以懷山藥 TYS8001品系為試驗材料於桃園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山藥定植期及栽培密度試驗，定植期試驗分別於 2月
28日、3月 30日、4月 30日、5月 30日、6月 30 日，以行株距 140×40 ㎝進行定植。栽培密度試驗採 140×30、140
×40、140×50、140×60、140×70 ㎝等五種處理，4月 30定植。兩試驗肥培管理皆採 N 施用 90 kg/ha，P2O5施用 60 kg/ha，
K2O施用 120 kg/ha，6月及 7月中旬追肥，每次追氮肥各施二分之一的量，並於藤蔓枯黃期後採收。試驗採逢機完全
區集設計，四重複，行長 5.6 m，調查塊莖長、寬、厚、數目、分支及公頃塊莖產量。 

結果與討論 

一、定植期試驗 

定植期試驗結果如表 1所示，山藥 TYS8001不同定植期處理間之塊莖公頃產量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2、3、4
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較高，分別為 20,508、19,455 及 20,205 kg/ha，其中 5、6 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偏低，6
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只有 12,294 kg/ha； 5及 6月份定植之塊莖長度與其他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2、3、4
月定植之塊莖長度較長，分別為 66.9、64.8及 68.9㎝，6月定植之塊莖長度最短，只有 30.8㎝；塊莖寬度以 2及
5月定植之寬度最寬，分別為 3.5及 3.8㎝，6月定植之寬度最小，只有 2.6㎝；塊莖厚度以 2及 4月定植之厚度
最大，分別為 2.7及 2.4㎝；定植月份愈晚塊莖分支數則有增加之趨勢，以 6月份定植之分支數最多，高達 4.8個；
塊莖數以 6月份定植之數目最多，有 2.0個。 

山藥塊莖具有休眠性(13)，而小葉形長形山藥之休眠性遠較塊狀山藥千里達為強(7)，本試驗之試驗品系 TYS8001
屬於小葉形長形山藥，塊莖具有較強之休眠性，因此瞭解最適之定植期更形重要。試驗結果顯示，山藥 TYS8001
於 2、3、4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較高，5、6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偏低，其中 6月定植之塊莖公頃產量更低至
只有 12,294 kg/ha，此結果與黃等（1995）指出壽豐山藥（D. batatas）在花蓮地區以 4月份定植產量較高而 6月份
定植最低之結果相同，顯示屬於 D. batatas種類之山藥，花蓮與桃園地區定植，皆以 3、4月定植較適宜，塊莖長
度隨定植月份增加而增加之趨勢，塊莖長度以 2、3、4月定植之塊莖長度較長，6月定植之塊莖長度短至只有 30.8
㎝，可見遲至 6 月底定植之薯體較短，雖然薯體較短，但有利於採收後處理及貯運，亦是一種優點。但再比較塊
莖寬度，6月定植之塊莖寬度亦是最小，只有 2.6㎝，薯體顯然太細短，且產量又低，一般商品規格之厚度約 3-4.5
㎝，因而 6 月底定植之薯體不合商品規格較多，2、3、4 月定植之塊莖符合商品規格者較多，塊莖分支數影響塊
莖外觀品質甚鉅，若分支數多則外觀變醜，商品價值變低，分支數少者外觀整齊平滑，商品價值高，試驗結果顯

示定植月份愈晚則塊莖分支數有增加之趨勢，6月定植之塊莖分支數明顯增加，增加為其他月份之 1.5倍左右，塊
莖分支多，薯形則變劣，不利於生產，綜合上述建議栽培山藥 TYS8001時以 2-4月下旬定植較適宜。 

表 1.不同定植期對山藥 TYS8001塊莖性狀及產量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planting date on tuberous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 of yam. 

定植期 
Planting date 

塊莖長度 
Length 
（㎝） 

塊莖寬度 
Width 
（㎝） 

塊莖厚度 
Thickness
（㎝） 

塊莖數

Number of 
tuber 

分支數 
Branch of 

tuber 

產量 
Yield 
（kg/ha） 

2月 February 66.9 ab 3.5 ab 2.7 a 1.3 bc 2.8 c 20,508 a 
3月March 64.8 b 3.1 b 2.2 bc 1.1 c 2.9 bc 19,455 ab 
4月 April 68.9 a 3.1 b 2.4 ab 1.2 bc 3.2 bc 20,205 a 
5月May 41.3 c 3.8 a 2.2 bc 1.5 b 3.3 bc 14,937 b 
6月 June 30.8 c 2.6 c 2.0 c 2.0 a 4.8 a 12,294 c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係表示經 LSD差異顯著性測驗，其差異未達 5％顯著水準。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y the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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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栽培密度試驗 

栽培密度試驗結果如表 2所示，塊莖公頃產量以株距 30、40及 50 cm定植之處理較高，分別為 19,047、18,285 
及 17,914 kg/ha，其中 30及 40 cm定植之處理較 50 cm定植單位面積產量高；塊莖長度以株距 30及 40 cm栽培者
最長，分別為 62.6及 63.3 cm，代表塊莖粗細的塊莖寬度及厚度各處理差異不大，塊莖寬度從 2.7-2.9㎝，厚度從
2.0-2.2㎝，塊莖數方面以株距 40㎝之處理最多，平均每株有 1.5個，其餘處理差異不大，平均每株約有 1.2個，
分支數以株距 30㎝之處理最少，只有 2.3個。 

尋求單位面積最大產量與最佳外觀品質為本試驗之目的而合理的種薯需求量亦需要考量。試驗結果塊莖公頃

產量以株距 30、40及 50 cm定植之處理較高，其中 30及 40 cm株距定植之處理又較 50 cm株距定植單位面積產
量高，顯然 30及 40 cm株距定植處理能得到較理想的產量；塊莖長度以株距 30及 40㎝株距定植栽培者最長，約
60 cm，去除種薯用長度約 15㎝後尚有約 45㎝，長度符合市場需求。由於一般懷山藥之長度平均約 70-80㎝，可
知此品系具有比一般懷山藥稍短之特色；代表塊莖粗細的塊莖寬度及厚度各處理差異不大；塊莖數方面以株距 40
㎝之處理最多，平均每株有 1.5個，餘處理間差異不大平均每株約有 1.2個，塊莖數多可能產生小塊莖較多，不利
主塊莖之生育，但株距 40㎝之處理平均每株雖約多 0.3個塊莖，因小塊莖均很小，並不會影響主塊莖外觀品質，
因此認為株距 40㎝仍是適合之處理；分支數以株距 30㎝之處理最少，分支數愈少則薯形外觀愈完整，可知株距
30㎝之處理之薯形外觀比其他處理完整，因此綜合以上產量與外觀品質分析之結果，以株距以 30及 40㎝定植處
理較適宜，此結果與劉等 1997年指出栽培山藥台農 2號（D. alata）之行株距以 100×30㎝ 較適當之結果相類似，
因此建議栽培山藥 TYS8001行距 140㎝時，株距以 30及 40㎝定植處理較適宜。 

表 2.不同栽培密度對山藥 TYS8001塊莖性狀及產量之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planting density on tuberous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 of yam. 

種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cm) 

塊莖長度 
Length 

 
(cm) 

塊莖寬度 
Width 

 
(cm) 

塊莖厚度 
Thickness 

 
(cm) 

塊莖數

Number of 
tuber 

 

分支數 
Branch of 

tuber 
 

產量 
Yield 

 
(kg/ha) 

30 62.6ab 2.8ab 2.1ab 1.2ab 2.3c 19,047a 
40 63.3a 2.7b 2.2a 1.5a 3.5bc 18,285ab 
50 61.9bc 2.7b 2.2a 1.2ab 4.6a 17,914ab 
60 55.8c 2.9a 2.1ab 1.2ab 3.8b 15,654b 
70 55.9c 2.7b 2.0b 1.1b 3.5bc 15,397b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係表示經 LSD差異顯著性測驗，其差異未達 5％顯著水準。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y the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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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of Planting Date and Planting Density of Chinese  
Yam (Dioscorea batatas) TYS8001 

Tsai-Li Kung, Jin-Lung Jiang and Tsung-Wen Hsin 

Summary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lanting date and planting density on the tuberous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 of 
tuber of Chinese yam (Dioscorea batatas Decne ) TYS8001, the field trails were conducted at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Station in 1999. Two experiments were both laid out in a randomized complete block 
design. The planting date experiment were conducted with five treatments of planting date on February 28, March 
30, April 30, May 30 and June 30. The planting density experiment were conducted with five treatments of planting 
density in 140×30, 140×40, 140×50, 140×60 and 140×70 cm.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umber of tuber 
branch of early planting date treatment of Chinese yam TYS8001 was less than later planting date treatment. Yield 
of tuber of Chinese yam TYS8001 of planting date on February 28, March 30, April 30 was higher. Yield of tuber 
of planting density in 140×30 cm and 140×40 cm was higher, which are 19,047 and 18,285 kg/ha. From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we suggest that the adaptive planting date is from February 28 to April 30, and adequate planting 
densities are 140×30 cm and 140×40 cm.   

Key words: Yam, planting date, planting den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