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蓮霧為台灣重要熱帶果樹之一，產地除

高屏地區外，尚有宜蘭員山或冬山、嘉義梅

山及南投信義等地區，由於產期調節技術的

建立與普及化，各產地果農可蓋黑網、幹基

環剝或浸水等各類耕作技術，進行產期調節

及生產，南部12～4月為主要產期、5～7月

則為次要產季，加上中部7～11月產期，已

可週年性生產，供應市場所需，消費者也大

有口福，享用台灣優質的蓮霧果品。

由於市場及消費意識提升，市場喜好仍

以果形大、果色深紅、果肉脆多汁、糖度高

及裂果率低等特性為主，因此，10年前印尼

的大果種(巴掌)蓮霧引進試種後，果形大又

新穎，雖掀起搶種風潮，但也逐漸發現本品

種在台灣栽培之限制性，因此，本文就筆者

近年來以南部高屏地區之試驗調查結果，提

供相關栽培管理的建議，做為果農先進於栽

植本品種時之參考。

二、果實特性
謝花後之幼果呈現黃綠偏黃色，果實表

面略有突起，果形隨生育期漸拉長，成熟果

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熱帶果樹系 黃基倬 

果形外觀如同〝巴掌〞，單果重界於180～

500公克間(105年5月前調查資料)，平均單

果重約250公克，果皮具隆紋，3～4月果皮

深紅，4月中旬以後果皮轉色不佳，果皮隆

起處呈泛紅至紅色、平面則為綠色、果窪深

且大、成熟果窪面泛紅斑、果肉脆多汁、甜

度高、風味特殊(近似蒲桃果味，隨成熟度漸

減)、海綿體少但果腔大、成熟果果肉呈水浸

透明狀、裂果小或少。

三、生產現況
目前高屏地區所生產的印尼大果種蓮

霧，產期分佈於12～7月間，12月以前採收

者，屬當年產季最早蓮霧，又稱早花蓮霧，

需以蓋黑網遮光處理後，約7月底前催花，

但仍有果皮色不良的問題。至於1～2月間供

應年節所需之產期，約為8月催花，此期果

常有低溫寒害造成低產問題。目前南部最佳

優質產期為3～4月間，催花時間約於9～10

月間。至於5～7月產期，則為冬季低溫後，

約1～2月間自然來花者或人工催花果園之二

期花居多，管理門檻低，也是造成市場交易

量多之主因。此時各市場均有高交易量，也

印尼大果種
(巴掌)蓮霧
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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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量多價低之問題(圖一)，其中價低的問

題，也與此時果皮色漸為不佳有關。

四、生產問題及因應

(一)果形(或大小)穩定性： 
本品種雖為大果形品種，但果形仍受

季節、樹體強弱與留果數多寡所影響，因

此，為維持大果形之特性，依樹齡及樹勢

強弱，需控制單株之留果數，加強疏果，

每串宜留3～5果(圖二)；幼果期進行疏果

時，即需將果形外觀差之幼果疏除，避免

影響日後果形。

(二)低溫寒害：
本品種於2月前後採收之產期，常遭遇

冬季低溫寒害，除造成落果外，也易造成果

皮凍傷(圖三)；受害面積達25%以上者，則

失去商品價值，造成嚴重損失。目前試驗發

現，以簡易設施遮蓋蓮霧樹，可降低低溫凍

傷比例；另於果皮轉紅前多施鉀肥，也可降

低寒害，但其缺點為果形將略小一些。

(三)生理斑點：
本品種具有果皮上衍生褐色斑點 (圖

圖二、經疏果作業後只留3果之果穗

圖三、紅頭成熟期遭遇8~10℃低溫後之寒害果

圖一、印尼大果種(巴掌)蓮霧交易情形(101~104年各交易市場)
               : 2月平均價及交易量，           :4~7月單價及交易量 
          (資料來源:台北果菜運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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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情形將隨果實成熟度而增加，調查發

現此斑點常出現於果實內維管束組織上，可

於果皮上明顯辨視。目前幼果生育期間即可

發現此一問題，隨著果實生長與成熟，再加

上高溫多濕或雨水等天候因素，常可發現此

斑點衍生病害，造成減產。經調查發現，12

月前之早花蓮霧與4月以後之夏果，易發生

此一問題。目前試驗結果，可於地面或葉面

增施鈣肥，或在田間管理時適當疏除或截短

新梢，降低此一問題。

(四)著色不良：
本品種之著色(轉紅)程度，依產期及管

理技術成熟度有關，12月前之早花蓮霧除高

雄六龜地區外，屏東地區產季則因氣溫仍偏

高，果皮轉色常有不良之現象。至於4月以

後至7月間之產季，則因氣溫回升或高溫、

強日照之環境，果實呈偏綠現象(除近果臍處

微紅外) (圖五)，雖此時產期集中，市場到貨

量高，但因果品較不符市場所需，價格也因

而偏低。

除調整產期外，可加強疏除或截短新

梢，改變成熟葉與新葉比例；另於幼果期至

果皮轉紅初期前，則需求加強鉀肥及微量元

素之施用，並配合糖蜜與海草精浸泡發酵液

之漸進式施用，也可改變果色、提高品質，

但處理上仍需考量樹體條件及果實實際生長

表現，方具有效益。

(五)病害果率偏高：
近5年來，本品系之生產常受天候影響

甚鉅，12月前早花蓮霧及4月以後產季病果

率偏高之原因，各歸咎於套袋前及成熟期

之雨季高濕環境所致，常可發現各果實接

觸處、果萼頂端(圖六)及花柱遺跡處，易發

生常見的炭疽或果腐等蓮霧病害危害，造

成減產。經試驗調查發現，建議加強套袋

前之病害及蟲害藥劑輪流施用防治，並應

於結果期間果皮轉紅頭期前加強防治，可

降低受害比例。

五、栽培管理要點

(一)栽培密度：

圖四、具生理斑點之果實(圖左) 圖五、夏果果皮轉色不佳(綠中帶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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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蓋黑網等耕作技術，可以單一或複合式

之「適地、適時、適量」使用，除調控樹勢

外，更可提高催花成功率。

(五)花果期管理：
1.催花後適時適量枝條修剪：

催花後之修剪對蓮霧生產相當重要，可

促進花芽萌生及更新枝條及葉片，但應避免

過量修剪，則可減少大量葉芽萌生，降低花

芽數；修剪程度需視樹體強度及催花後落葉

程度而定，主要於催花處理後2～3天，將樹

冠徒長枝適當修剪，並於鏢形花出現時進行

二次修剪。利用修剪技術可促進花芽萌生、

更新枝條及葉片，維持催花後之花芽生育，

提高果實品質。

2.適時疏花及維持適量留果數：

催花成功的蓮霧樹往往花蕾數過量，

為避免樹體負荷過度，宜於幼蕾期即疏花處

理，先將枝梢頂端、生長不良及枝條上方或

著生角度大之花穗直接疏除。由於本品系屬

大果形品系，數量過多將影響花蕾發育競

爭，因此，栽培管理時需確實疏花，將花蕾

粒適當捻除，維持2～5個花蕾，管理時依據

當期花芽數量而定。至於留果數，依據採收

次數及樹體強弱調整，維持單穗2～5個留果

量；3～4年生株齡，維持單株年生產量70～

100袋內，可提高果實重量及品質。

3.幼果期適時噴施磷鉀肥：

本品系幼果發育緩慢，生長期較一般蓮

霧品種晚20天以上，需適時於葉面或地面局

部噴佈或施用磷、鉀肥等，可助幼果發育，

增大果重或果形；避免氮肥過量影響果皮轉

紅，並改善果色及提高果實重量與品質。

4.綁穗、套袋：

本品系生育快速，枝條角度大，栽培密

度則建議行距及株距各為7公尺以上，尤其

土質排水性佳之果園，每分地約可栽植20株

以上，寬行株距有利樹形之伸展、日照充足

及通風性，降低病蟲害滋生密度及頻度，並

有利果園機械化管理。

(二)種植方式及幼苗管理：
選用高壓苗或扦插苗，種植前先假植，

待新梢萌生後再植入本田；幼苗期應立三角

或四方形支架(鍍鋅不鏽鐵管或竹子)引導苗

木生長，印尼大果種蓮霧幼年期較南洋種易

倒伏，3～5年內幼齡樹亟需立支架扶正，避

免倒伏及風害；小苗期除將接近地面的枝條

除去外，其他枝條可待催花後修剪，培養新

梢，養成優良樹勢。另嫁接株生長初期，亦

應比照小苗期管理，培養樹體為主。

(三)催花時機：
本品系之果形大小，受樹勢、季節及留

果數所影響，12月前之早花蓮霧常有果形小

的問題，1～4月間之冬或春果，大果形之特

性表現較為穩定。果色表現方面，亦以冬或

春果具有深紅果色特色，至於5～7月間之夏

果，則受高溫多雨(濕)環境所影響，除果形

小外，另有果皮轉色差(果皮色呈淡紅或轉

綠)及病果率高之缺點；因此，本品系之催花

時機，仍建議以9月底至10月間進行催花，

以3～4月間春果品質最優。

(四)催花前管理：
二年生以上幼株避免過早及過量生產，

三年生以上樹齡株可適時修剪，培養足量健

康新梢，維持適當枝葉密度，以利催花處

理。催花前依栽培田間條件，選用合適之蓮

霧產期調節處理－浸水處理、幹基環狀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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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以防落花和增大果實。但砂質地在接

近成熟採收期，宜利用塑膠軟管滴灌或塑膠

管噴水控制水分，以免土壤水分變化過於劇

烈引起落果、裂果現象發生。

至於施肥方面，本品系雖為大果形，欲

使本品系蓮霧維持果形大、著色深紅、糖度

高等特點，應注意適時且適量施用有機及化

學肥料，尤其是磷鉀肥及微量元素等，施肥

之時機常需配合枝條修剪時間，以地面或葉

面適時且適量噴灌或噴施，有助於葉片及果

實生長與發育。

(八)適時採收：
蓮霧品質除受栽培管理影響外，適當成

熟時機採收，為決定品質之重要因素，本品

系未熟時糖度不高、略帶特殊蒲桃風味，將

影響市場消費意願，因此，採收時宜注意蓮

霧之成熟度(圖七)。

六、結語
本品系為具有大果形特色之品種，目前

南部高屏地區栽培，以3～4月為形、色、質

均優之產季，其他產季則均有生產的問題，

例如：12月前早花產季有果形略小或偏短

與果色不佳、4月中旬至7月產季則有果色不

佳及生理斑點與病果率高等現象。因此，建

本品系果形大，單一果穗常有6～10個

以上小花，因此，需確實疏果為每袋維持

3～5個果實，成熟時整穗果重可達0.6～1.2

公斤，常造成結果枝條斷裂情形，因此，幼

果期需吊繩以固定果穗，避免風搖導致落果

發生。再者，本品系果形大，待果實達青矸

期時，宜選用大果袋進行套袋，避免果實蠅

叮咬，促進果實發育及提升品質。

(六)病蟲害防治：
本品系蓮霧果形大，有炭疽病、果腐

病、黑腐病、疫病等常見蓮霧病害發生，尤

其雨季或高濕環境極為嚴重，常發生於果

面、四片肥厚果萼片及其附近組織上，葉片

則有藻斑病發生。蓮霧蟲害則與一般品種相

近，防治上均可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中

之推薦藥劑確實施用，並避免藥物殘留，提

高果品之安全性。

(七)灌溉與施肥：
蓮霧枝葉茂盛，需水量大，因此，栽

培時需注意水分供應問題。為使水分供需平

衡，除催花前需維持園地適時乾旱(利用浸水

處理者除外)，其他時期均需有足夠水分供

應。在花芽形成後至果實發育期應即行全園

圖六、近果窪處罹病之果實 圖七、已成熟的優質果實成串掛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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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病斑方面，雖至今尚不清楚發生之原

因，但目前初步發現增施鈣肥具有效益，因

此，除增施基肥外，另可於幼果初期至果皮

轉紅初期施用追肥。至於改善病果率方面，

則受天候因素影響甚大，本文建議加強盛花

後之幼果期間(套袋前)之病害及蟲害防治，

以《植物保護手冊》中之推薦藥劑輪流施用

防治，另於結果期間果皮轉紅頭期前加強防

治，可降低受害比例。

由於近來天候變動加劇，在蓮霧品質

維持上更加困難，因此，栽培印尼大果種

之果農先進，更應有提前因應之準備。本

文為筆者近年來在高雄市六龜區及屏東縣

佳冬鄉產地之調查與試驗初步結果，提供

予各先進參考。

議催早花的產季，仍需以天候較冷涼之山區

環境較為適宜，並應於花果生育過程中，在

套袋前加強鉀肥及病蟲害管理，可增進果皮

著色及提高良果比率。至於2月前之冬果常

有低溫寒害問題，筆者建議此產季果園宜加

強蓮霧樹管理，管控氮肥施用時機或增施鉀

肥，避免樹體因氮肥過量抽梢嚴重，產生果

大易受低溫凍害現象。

另外，也可於果園內增設遮覆設施，於

低溫寒害期間遮蓋，亦具有減緩寒害凍傷之

效果。至於4～7月間果皮色不佳、生理病

斑及病果率高之問題，則宜以樹體管理為優

先前提，維持果實發育期間之成熟葉與新葉

比為70～80%：20～30%，再於幼果套袋

後至果皮轉紅初期，漸進式增施磷鉀肥及糖

蜜與海草精浸泡發酵液，可改善果皮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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