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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臺灣番荔枝屬 (Annona)果樹栽培面積 5,394公頃，產量約 55,000公噸，主要

經濟栽培的種類有番荔枝 (A. squamosa)及鳳梨釋迦 (A. squamosa×A. cherimola)二大類。

光及溫度為影響番荔枝果樹開花之主要因子。番荔枝花朵為兩性花且具雌蕊先熟特性，

利用人工授粉可提高著果率，穩定產量及提高品質。鳳梨釋迦正常結果之夏期果採收後

容易裂果，無法正常後熟，果品不具商業價值，經導入番荔枝產期調節技術後，將產期

轉移到低溫月份，採後裂果現象即大幅降低，可進行經濟生產。裂果問題獲得解決後，

產業乃蓬勃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果樹產業。近年來更配合利用夜間燈照來促進秋冬季

之開花著果，具有延長產期及穩定產量之功效，產期由 12月至翌年 5月間，可長達 6

個月。近年來臺灣鳳梨釋迦多以外銷為主，2016年外銷量達 10,270公噸，已成為世界

上重要之生產及出口國。惟外銷國家以中國大陸占 99%，市場過於集中，需積極開發鄰

近國家市場，以分散風險。

關鍵字：鳳梨釋迦、產業、人工授粉、夜間燈照

前 言

鳳梨釋迦 (atemoya)為 1908年 P. J. Wester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以冷子番荔枝與番

荔枝雜交育成之雜交種 (Annona squamosa×A. cherimola 或 A. cherimola×A. squa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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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s)(10)。臺灣在 1970年從以色列引進鳳梨釋迦‘Gefener’品種，其樹形高大且豐

產，但易裂果 (8)；此品種因夏秋季 (7-11月 )採後易裂果，引進後並未大量推廣，迄臺

東區農業改良場將番荔枝產期調節技術應用於鳳梨釋迦，改為生產冬期果，降低採後裂

果，才形成新的產業 (26)。之後又陸續引進‘African Pride’、‘Hillary White’、‘Pink’s 

Mammoth’等品種，使產業得以快速發展。

臺灣番荔枝栽培面積 2016年共計 5,394公頃 (11)，受颱風影響當年之產量僅 25,320

公噸，產區主要集中在臺東縣，面積 5,077公頃 (占 94.1%)，產量 22,079公噸 (占

87.2%)。其主要栽培種類包括番荔枝 (俗稱釋迦 )和鳳梨釋迦，目前臺東縣釋迦與鳳梨

釋迦之栽培面積約各占二分之一，各約 2,500公頃左右。

鳳梨釋迦因較耐貯運，自 2003年開始嘗試外銷，外銷量 2.8公噸，市場反應極佳；

更於 2004年以空運方式外銷新加坡，接著 2008年開始積極拓展中國大陸市場，使外銷

量大幅增加；2015年更達到 12,392公噸，產值 8億 9千萬元 (2)，創歷史新高，目前鳳

梨釋迦已成為外銷導向之水果，每年外銷期由 11-5月止，以 12-3月為主要外銷期。

產期調節

番荔枝由於萌芽與開花密切相關，所以在自然條件下開花期集中，相對而言產期亦

集中，在盛產期易有量多價跌之情形。西班牙是世界上冷子番荔枝最主要生產國，但因

栽培品種單一，產期集中在秋季 (10-11月 )，造成市場供過於求，使價格下跌；但將產

期延後至冬季 (12月 )則可提高售價 (23)。臺灣鳳梨釋迦由於夏、秋期果 (7-11月間 )採

收後熟階段易裂果、發霉，缺乏商品及食用價值，利用產期調節技術，生產 12月後之

冬季果實，可使果實品質穩定，提高農民收益。鳳梨釋迦要進行產期調節，首先要調節

花期，之後再促進著果及果實生長，才能達成調節產期之目標。

一、花期調節技術

　　(一 )開花機制

　　影響植物開花的因素包括溫度、光、水分及植株營養狀況等 (20, 22, 29)，其中

溫度的改變更是驅動果樹花芽分化的主要因子 (22, 28)。有關番荔枝屬 (Annona)

果樹開花機制之相關研究報告雖少，但報告中均指出光週期及溫度為影響番荔

枝屬果樹開花之主要因子。George及 Nissen (1987c)則指出鳳梨釋迦‘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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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de’品種以12、17、22及27℃等4種不同根溫處理，可發現隨著根溫的提高，

花芽的數量也會增加 (20)，推測可能是增加根溫可以促進枝條與葉片的生長，因

而提高花芽分化的機會。周等 (2008)之研究分別在 2、3及 4月份進行鳳梨釋

迦修剪，2月份 (均溫 17-18℃ )修剪者，修剪後 68天開第一朵花，3月修剪者

為 47天，4月 (均溫 23℃ )修剪者 34天 (6)。以上研究顯示鳳梨釋迦在花芽分

化及花器發育階段對溫度的反應極為敏感，會影響花的數量與發育速度。

　　在光週期對開花之研究顯示鳳梨釋迦應屬長日開花植物，其利用夜間燈

照之暗期中斷方式可以促進鳳梨釋迦在秋冬季 (11-12月 )開花；該品種在 9

月 (秋季 )以後修剪不易開花，以夜間燈照處理方式可以顯著提高開花率並延

長花期 (14)。

　　水分及營養對開花之試驗顯示，適度乾旱可促進開花，而植株營養生長

過強則會減少開花。George等人 (2002)指出適當的乾旱 (在土壤水分潛勢 -1.5 

Mpa下 )雖然會降低鳳梨釋迦‘African Pride’枝條的生長，但可以促進花芽

分化，增加開花與著果數量，推測為頂芽優勢受到抑制所造成；而旺盛的營

養梢生長，則會降低花芽與果實的數量 (22)。

　　(二 )夏季修剪產調技術

　　鳳梨釋迦之開花和新梢的生長有緊密的關係 (19, 21)，目前花期調節的主要

方式為枝條修剪與落葉，以刺激枝條上芽體重新萌芽開花。鳳梨釋迦夏季修

剪可促進抽梢，增加潛伏芽萌生的數量，進而提高開花數 (18)。

　　產期調節方法以枝條短截處理之開花率高於枝條不修剪僅進行摘心及基

部除葉處理者，將枝條短截修剪為 10-15cm、15-20cm、20-25cm或 25-30cm

處理，其開花率相似。為建立鳳梨釋迦冬期果之生產技術，分別於 6-10月間

每隔 2週進行修剪試驗，結果顯示 6月修剪處理者，果實採後裂果率達 90%

以上；7月 1日修剪者，產期約為 12月初，裂果率為 14%；8、9月修剪處理

者，裂果率為 0%(12)。鳳梨釋迦於 2-4月間修剪，植株可在修剪後 31-62天開

花，6-9月修剪者，剪後 30-32天即可開花 (5)。盧和江 (2013)指出臺灣鳳梨釋

迦產期調節最佳修剪處理時間為 7-9月中旬間，以生產 12月至翌年 4月間之

冬期果，以避免採後裂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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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鳳梨釋迦產期調節模式
Fig. 1.  Growth and management model for atemoya in Taiwan

　　(三 )夜間燈照產調技術

　　在臺東縣鳳梨釋迦 7-9月修剪期很容易遭遇颱風，使得新梢及開花受損；

李 (2002a)報告亦指出鳳梨釋迦 10月份修剪受氣候因子限制，花芽不易大量萌

生，枝條開花率低 (4)，故受災後當年即難以恢復生產，常造成農民極大損失。

　　秋、冬季受短日、低溫之影響，鳳梨釋迦修剪後開花率低，可在 10月上

旬前，應用夜間燈照及修剪處理之技術促成果樹在 11-12月間開花，開花率

達 70%以上，花數多且花期長達 5週。植株亦因燈照處理，枝條之新梢可持

續生長，提供光合產物予果實發育所需，可達到延後產期及促進果實肥大效

果 (15)。鳳梨釋迦不同燈具夜間燈照對於 10月修剪後之開花數有顯著差異 (表

1)，對於果實品質影響不大，鳳梨釋迦果園無論是以黃燈、白燈或是 LED燈

光照，植株均可開花結果，而對照 (不燈照 )植株則開花率低，無法生產果實。

上述試驗燈具光譜範圍在 400-700 nm，其中 LED燈光譜圖有兩個波峰，分別

為 453 nm及 538 nm；黃燈與白燈也有 545 nm及 613 nm兩個波峰，差別在

黃燈的 613 nm強度為白燈 2倍。

表 1.  鳳梨釋迦不同燈照處理後之開花調查

Table 1.  Investigation of blossom on atemoya among different lighting treated

Treatment Flower number Blossom rate (%) Flower number per shoot
CK   0.8c1   4.0b 0.4c
Yellow light 84.6a 92.0a 7.8a
White light 60.0b 91.0a 6.9ab
LED light 67.4ab 90.0a 6.7b

1Means separation within columns by LSD test at 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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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植株於 7-10月中旬間遭遇颱風致使開花或果實受損，可以修剪配合

夜間燈照技術，促進鳳梨釋迦再次開花結果，且果實具商品價值，達到災後

快速復育之目的。

二、人工授粉技術

 　　番荔枝屬果樹因花朵具雌雄異熟之特性且果實為聚合果，自然授粉著果率偏低

且畸形果率高。Schroeder (1941)最早在美國加州發表人工授粉技術有助於冷子番

荔枝經濟生產，而後傳到智利、西班牙、紐西蘭及日本 (24)。以人工授粉方法可確

保冷子番荔枝產量達到每公頃 10公噸以上，果實大且果形完整 (17)。鳳梨釋迦在巴

西開放授粉著果率僅 1.9%，以鳳梨釋迦花粉進行人工授粉，著果率為 21.3%(27)。

臺灣番荔枝之自然授粉著果率僅 3.3%，人工授粉著果率可達 100%，鳳梨釋迦也有

相同情形 (9)。

 　　番荔枝人工授粉之授粉工具、授粉時間、氣候條件、花粉品種及花粉活力等都

會影響授粉成功率、畸形果率及果實品質等。目前鳳梨釋迦授粉以圭筆和授粉器操

作 (圖 2)，以授粉器每朵花授粉時間比圭筆快，且較省花粉 (25)。

圖 2.  鳳梨釋迦以圭筆 (左 )及授粉器 (右 )進行人工授粉
Fig. 2.  Artificial pollination of atemoya by a brush (left) and pollinator (right)

 　　花粉對果實成熟期、大小、形狀、顏色、風味及品質之影響，稱為果實直感

(metaxenia)(16)，果樹生產可利用果實直感效應來提高產量且改善果實品質。鳳梨釋

迦除可用本身花粉外，亦可以番荔枝軟枝品系及‘臺東 2號’之花粉為授粉源；花

粉種類會影響果實大小及成熟期，使用番荔枝軟枝品系花粉之果實會比使用鳳梨釋

迦花粉之果實提早 1週採收 (1)。鳳梨釋迦在巴西以鳳梨釋迦花粉進行人工授粉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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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21.3%，若使用番荔枝為花粉源則可提高至 80.5%(27)。

產業調適

番荔枝近十年栽培面積及產量有逐漸減少之趨勢，由 2007年 6,251.9公頃至 2015

年減少為 5,342.4公頃，總產量由 7.8萬公噸減少至 5.5萬公噸左右，2016年則是受尼

伯特、莫蘭蒂、梅姬及艾莉颱風之影響，總產量僅 2.5萬公噸 (表 2)；目前番荔枝外銷

以鳳梨釋迦占絕大部分，釋迦僅占 0.1%；受外銷暢旺之影響，鳳梨釋迦栽培面積逐年

增加，除了少量新植外，多數均是釋迦更新高接鳳梨釋迦，2011年鳳梨釋迦栽培面積

約 1,370公頃 (7)，2016年鳳梨釋迦增加至 2,500公頃。在產區也有呈現釋迦植株上僅高

接少量鳳梨釋迦枝條 (圖 3)，形成夏季採收釋迦夏期果，冬季採收鳳梨釋迦及釋迦果實

之生產模式。

表 2.  近十年 (2007-2016年 )番荔枝栽培面積及外銷情形 (2, 3)

Table 2.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sugar apple and atemoya counted in ten years (2007 to 2016)

year
Production Export

ratio
(%)Planted area 

(ha)
Production

(kg)
Value

(1000TWD)
Volume

(kg)
Value

(1000TWD)

2016 5393.9 25,319,918 1,677,445 10,270,170 768,737 40.6%

2015 5342.4 55,426,107 3,227,462 12,392,375 891,227 22.4%

2014 5436.8 55,937,887 3,193,494 9,039,314 579,751 16.2%

2013 5371.8 52,611,840 2,866,819 8,897,482 531,178 16.9%

2012 5735.5 49,863,853 2,516,130 5,953,207 332,423 11.9%

2011 5799.2 59,738,864 2,759,936 5,458,913 223,163   9.1%

2010 5907.8 64,242,579 2,762,431 4,427,105 210,492   6.9%

2009 5987.3 70,370,159 2,885,177 2,721,566 107,863   3.9%

2008 6290.1 67,749,250 2,879,343 448,860   19,776   0.7%

2007 6251.9 78,830,077 2,916,713 105,596     7,44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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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釋迦植株高接鳳梨釋迦枝條
生產兩種果實

Fig. 3. Atemoya shoot was grafted 
on sugar apple plant and 
produced fruits

臺灣鳳梨釋迦 2003年開始嘗試外銷，外銷量 2.8公噸，市場反應極佳，成功地踏

出外銷的第一步；更於 2004年以空運方式外銷新加坡，接著 2005年外銷至香港、中國、

加拿大，外銷量約 47公噸，而各國之消費者反應皆甚良好。2008年開始積極拓展中國

大陸市場，使外銷量大幅增加，由 2008年 448公噸，至 2009年攀升到 2,721公噸，成

長 5倍；2010-2014年外銷量持續成長；2015年更達到 12,392公噸，產值 8億 9千萬元，

創歷史新高；2016年則受尼伯特、莫蘭蒂、梅姬及艾莉颱風之影響，產區受損產量減損，

致使外銷量減少為 10,271公噸 (2)。

臺灣已成為世界上主要之鳳梨釋迦生產及出口國，但近幾來出口國均以中國大陸為

最大宗，2016年占鳳梨釋迦整體出口量的 99.4% (表 3)。雖然積極拓展其他市場，但仍

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目前鳳梨釋迦外銷市場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存在較大風險，

就長期發展而言，極需積極開發鄰近國家市場，以分散風險，增加銷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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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番荔枝 2016年主要出口國家及所占比率 (2)

Table 3.  The volume of countries counted in Taiwan sugar apple export (2016)

Country Volume(kg) ratio(%)

China 10,210,534 99.42

Hong Kong 44,500 0.43

Indoesia 6,778 0.07

Malaysia 3,140 0.03

Macao 2,664 0.03

Singapore 1,300 0.01

Bahrain 540 0.01

Egypt 450 0.004

Canada 264 0.003

Total 10,270,170 100.00

結 語

臺灣鳳梨釋迦產期調節技術使用修剪及燈照等方式進行花期控制，並進行人工授

粉提高授粉效率以確保產量與品質。整體產業亦因產期調節技術成熟，而更具國際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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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major Annona fruit crops, sugar apple (A. squamosa) and atemoya (A.squamosa 

× A. cherimola), are produced in Taiwan with cultivated area of 5,394 ha and the annual 

production of 55,000 t. Temperature and light are the major factors infl uencing the fl owering 

of atemoya. Atemoyas are hermaphroditic and protogynous dichogamy, artifi cial pollination 

techniques were developed to increase the fruit setting, yields and fruit quality. But high 

percentage of fruit cracking after harvest reduced atemoya fruits value in summer months, and 

fruit didn’t ripe then had no values. Using forcing culture, the harvest time of atemoya fruits 

was regulated from summer to winter-spring that fruit cracking was reduced and could be 

economic produce. The fruit cracking problem was also solved. The atemoya fruit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aiwan. And a prolonged lighting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to for 

fruit production of atemoya that could promote atemoya blossom and fruiting in fall-winter. 

Because pruning and lighting, atemoya had longer and stable production from December to 

May. Atemoya production can be up to 6 months. Atemoya fruits produced in Taiwan are 

mainly exported, with up to 10,270 t in 2016, Taiwa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for 

atemoya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But most of the atemoya fruits (99%) are exported to China, 

the market is too concentrated. It needs to develop other countries to reduce risk.

Key words: atemoya, atemoya industry, night lighting, artifi cial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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