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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教授子彬問：

梨產業發展有兩種，一為高接梨接穗生產果實，另為開發新低冷需求品種方式。

有人認為高接梨才是梨產業的唯一出路，低需冷性品種在未來沒有發展的潛力，是否合

理？

阮副教授素芬答：

我認為臺灣消費者在購買蔬果的偏好上主要選擇多元品種，高接生產梨果是其中一

種生產方式，但其生產成本較高，所承受的氣候變化風險也比較高，為高接生產梨果的

問題。低需冷性梨品種果實有其風味及特色，也深受消費者喜愛，仍有其消費市場。臺

灣是自由貿易的市場，不論高接生產梨果或是低需冷性梨品種皆有其市場存在，兩者可

並行存在，使梨果品項多元化。

張處長致盛發言：

現在梨山上有農友在同一株橫山梨樹上高接三個品種的梨穗，利用不同品種的梨果

實成熟時期不同，使梨果實可從 8月採收到隔年 1、2月，這也是一種產期調節的方式。

民眾問：

金柑樹上同時有果實及開花，請問要如何判斷果實採收成熟度？

陳教授右人答：

金柑的採收因開花期不同，採收成熟度指標也都不完全相同。開花期較早者，因生

長發育遭遇高溫期，果實轉色不良，不容易由果皮顏色判斷。目前有試驗認為果實採收

成熟度與果實生長發育時之積溫有關，在果實綠熟時期採收，放置一段時間或經過採後

處理會正常轉色。所以，應從開花時期來判斷果皮顏色是否已達採收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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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問：

報告中所提到柑橘強修剪試驗是否有控制灌溉水量？

陳教授右人答：

檸檬及四季橘的試驗中，因 10月以後無降雨，當土壤乾燥、葉片開始萎凋時，就

需進行灌水；而金柑試驗在宜蘭地區進行，故不需特別進行灌水。另可向各地區農業改

良場詢問，依所在地土壤性質及氣候條件，來調整灌溉水量。

民眾問：

臺灣紅龍果品種中是否有無刺的品種？

陳助理研究員盟松答：

在臺灣有無刺的紅龍果品種，但因為果實品質表現較現有栽培品種差，所以種植者

不多。未來會朝向枝條無刺，但果實品質佳的育種目標進行。

林教授慧玲答：

近幾年幾位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有發現無刺紅龍果抗紅龍果莖潰瘍病的特性，品質特

性並沒有太差，與文獻所述有所差異，但可能有不同品系的差異則有待商榷。

民眾問：

是否可以不噴藥就能讓糯米糍開花結果？

張研究員哲瑋答：

糯米糍的開花結果其實與噴藥無關，主要是因為糯米糍的花芽分化門檻較高，低溫

需求要求最高，需要較長的低溫期才能使糯米糍開花結果。因此，糯米糍的停梢時間較

其他荔枝品種提早，停梢的同時要進行少量的灌水及樹幹環剝，不要使花穗長的太大、

雌雄花芽比例穩定。若雌花開花期遇到梅雨或降雨，亦無法成功授粉結果。因此，糯米

糍的開花結果與穩定生產的非單一問題，要從多個面向著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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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問：

請問蓮霧蓋黑網進行產期調節的原理與機制？

黃副研究員基倬答：

蓮霧蓋黑網進行產期調節於高屏地區早花生產，進行修剪後新梢生長，遮蓋黑網是

要使枝梢停滯生長。此外，在修剪後還需搭配噴施肥料、節水或環剝處理，而蓋黑網僅

是一個使營養芽容易轉為花芽的方式。有學者報告在蓋黑網後，葉片乙烯產生量增加，

促使葉片老化，有利於花芽分化，使後續催花比較容易達成。

張副教授哲嘉問：

為何鳳梨釋迦夏季生產果實容易輻射狀裂果，但產期調節之冬季果實反而不易裂

果？

江副研究員淑雯答：

在國外相關研究表示，鳳梨釋迦輻射狀裂果是因為水分控制及鈣肥量不足所導致。

但國內研究觀察認為果實發育期間溫度累積過高是主要因素，當果實在高溫環境下生長

發育，會使果梗附近細胞在採收後快速崩解，因而產生輻射狀裂果。若果實在低溫環境

下生長發育，因為細胞生長較為緩慢，養分累積較為充實，果實採收後果梗附近細胞的

崩解速度較慢，故不容易輻射狀裂果。

陳助理研究員盟松問：

在馬來西亞有生產刺番荔枝，在當地是屬於高單價果品，且具醫療功效，臺灣是否

有發展的可能？

江副研究員淑雯答：

刺番荔枝在國外如墨西哥栽培很多，果肉呈白色，酸度高，適合加工。國外文獻指

出刺番荔枝葉片萃取物在體外試驗中對癌症細胞株有抑制或毒殺的效果，但仍需透過體

內試驗及臨床才能驗證其功效。於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有小面積種植，因去年尼伯特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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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損傷較為嚴重，目前仍在觀察。在臺灣種植首先需要進行矮化，且刺番荔枝在國

外是依靠昆蟲授粉，在國內授粉昆蟲及栽培管理模式的搭配是否可行，尚需觀察。

李教授堂察發言：

本次果樹產期調節研究發展與產業調適研討會，主要針對個別作物，加上產業調適

進行討論；而民國 79年園藝作物產期調節研討會內容多為生理基礎研究，未來可以再

辦一次研討會結合產業和基礎生理的發表。

民眾問：

臺灣生產的水果品質很好，其實不用擔心水果外銷中國大陸市場無法競爭。另外想

要請問臺灣是否可以生產紅毛丹，使紅毛丹的生產可以接續在荔枝產期之後。

顏教授昌瑞答：

紅毛丹最早在農業試驗所及鳳山試驗分所種植，現在嘉義縣中埔鄉及屏東縣高樹鄉

都有農民在種植，在臺灣紅毛丹的生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推廣比較慢是因為它的

繁殖比較慢。中國大陸市場的部分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不可預測，這是比較難掌控的部

份。

民眾問：

果樹產期調節是否有必要？是否會因施作過度造成逆境，影響樹勢正常生長？例如

今日所講的荔枝產期調節，使荔枝產期延長，是否會影響到龍眼的消費市場，造成其他

作物消費不佳？或是龍眼的產期提早了，影響到的荔枝的消費？且現在臺灣多數水果依

賴中國大陸市場，是否為未來我國果樹產業發展的隱憂？

張教授育森答：

產期調節主要是為了幫助農民增加收入，並使消費者在市面上有更多元的選擇，

因此有期存在的必要性及研究的重要性。果樹產期調節要做好，首先必須要很清楚了解

果樹的生長發育條件，所以產期調節做得好，正期果一定會做得更好。但是相對於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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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技術，產業調適更為重要，除了栽培技術的提升，哪些品種能在氣候變化下穩定生

產，希望能有共識甚至形成政策。除了做產期調節栽培技術外，還需要了解不同品種對

不同高溫、低溫等氣象變化的影響，才能在未來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正確的制定生產策

略。產期調節技術主要是運用開花生理，抑制果樹營養生長促進生殖生長。溫帶地區高

溫促使花芽形成，如葡萄、梨、金柑等；亞熱帶果樹是在冬季低溫花芽形成，如荔枝、

龍眼；熱帶果樹是在乾旱情形下花芽分化，如檸檬；必須先了解逆境究竟是如何影響生

理變化，導致生成花芽。以電照做花期調節，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解開花生理，並期待農

政單位給與果樹研究充足的經費。

張研究員哲瑋答：

產期調節主要是利用抑制營養生長，促進生殖生長、開花結果，之後仍然還要能恢

復營養生長，並非是要把樹用得要死不活，才能做到產期調節，重點還是要能將樹的生

長勢維持正常生長發育。而產期調節與適地適作兩者並不衝突，一個良好的品種要在合

適的地點種植才能達成產期調節，且對產業有利才能使農友收入增加。至於荔枝品種的

多元化，只是將荔枝生產的尖峰期平均分散拉長，不至於擠壓到龍眼的市場。龍眼也有

許多的品種，亦能作產期調節，可以與荔枝產期重疊並存，市場充滿了競爭性，以上只

是提供農民更多栽培種植的選擇，並非所有栽培者都必須進行產期調節。

江副研究員淑雯答：

鳳梨釋迦在正常產期夏果生產容易裂果等問題，必須產期調節才能生產優良果品，

因此鳳梨釋迦一定要利用產期調節的方式生產。鳳梨釋迦在華人市場具有潛力，但在外

銷市場的拓展仍需要國家力量的挹注，推廣行銷及教育消費者食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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