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實驗流程

本研究利用廚餘益菌土改善本校外雙
溪校區之土壤品質，實驗流程如圖1。

圖1、實驗架構

二、實驗材料及方法
本計畫監測外雙溪校區添加益菌土區域之
相關資訊，各區域於校園之位置如圖2。本
實驗依其廚餘來源不同，樣本分為兩種，
第一種使用金益世公司於新竹市高效廚餘
處理設備產出之益菌土運送到東吳大學，
靜置一段時間，鋪在校園中曾受褐根病害
之現地土壤，第二種則是利用相同設備在
東吳大學自行生產之抑菌土，產出後未經
長期放置，直接將此益菌土資材和現地土
壤以1:10 (w/w)比例舖設在有容角落E區
(YLextra)，採樣位置如圖3(F)。

圖3、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現地土壤實驗
區監測點照片

四、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1.混合金益世公司產製之新竹益菌土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園土壤，可有效維持土
壤品質，其中生菌數及發芽率多能維持穩定數值，然而pH、電導度隨原始土壤
性質不同，數值變化較大。
2.校園土壤中添加益菌土後，特定地點如健康農場採樣點1(Farm1)、超庸館
BuildingM2 及BuildingM3之生物多樣性及均勻度增加，改善土壤微生物之均勻
度及豐富度。農場採樣點2 (Fram2)及採樣點3 (Fram3)雖不如Farm1改善快速，但
仍可證實這些區域之土壤品質可藉由添加益菌土進行改善，若後續考慮透過植
栽不同作物調整根圈微生物生態環境，將可維持土壤品質之健康況態。
3.部分地點(如超庸館BuildingM1、榕華樓前空地:Ronhua1, Ronhua2, Ronhua3、
柚芳樓前空地UF1, UF2, UF3)過去大量添加化學藥劑處理褐根病之影響，pH及電
導度發生明顯變化，CLPP微生物之生物多樣性及均勻度隨時間有下降之趨勢，
未來可透過混合更多益菌土並配合植栽，持續提升土壤健康狀態。

4.2建議
1.本實驗執行外雙溪校區土壤監測數據進行2個月，以統計意義而言需進行長期
監測這些土壤添加益菌土後是否受到各種環境因子之影響。建議未來可持續進
行長期監測，評估影響校區土壤之環境因子。
2.受限時間及經費限制，本實驗選擇代表性方法評估土壤品質，若要確切知道校
園土壤之碳循環指標(Indicators of carbon cycling)，或評估土壤環境生態是否健康，
建議需使用其他監測方法如土壤呼吸率。
3.本實驗僅使用Biolog ECOplate作為微生物族群變化之方法，是評估土壤環境微
生物對31種碳源之利用情形，未抽取土壤中之DNA進行次世代定序微生物菌項
分析。次世代定序結果可準確瞭解土壤環境中微生物消長及其優勢菌群，並間
接得知該樣本微生物利用碳源之情形。

3.4 榕華樓前空地

三、實驗結果
3.1有容角落

圖2、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現地土壤實驗區
監測點分佈

3.6 有容角落extra

3.2 健康農場

圖4、添加益菌土之有容角落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5、添加益菌土之有容角落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圖6、添加益菌土之健康農場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7、添加益菌土之健康農場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圖12、添加益菌土之柚芳樓前空地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13、添加益菌土之柚芳樓前空地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3.5 柚芳樓前空地

圖10、添加益菌土之榕華樓前空地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11、添加益菌土之榕華樓前空地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圖12、添加益菌土之有容角落extra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13、添加益菌土之有容角extra落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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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超庸館前空地

圖8、添加益菌土之超庸館前空地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 pH；(B)電導度；(C)生菌數；(D)發芽率。

圖9、添加益菌土之超庸館前空地不同時間土壤環境指標變化:
(A)碳源種類熱圖；(B)族群生理圖譜；(C)多樣性(H')與均勻度(E)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