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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 

桃金孃科，番石榴屬 
台灣CP值最高的熱帶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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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樣品 
熱量
(kcal) 

膳食 

纖維 
(g) 

糖質 

總量 
(g) 

鉀 
(mg) 

鈣 
(mg) 

葉酸
(ug) 

維生素C 
(mg) 

珍珠芭樂 42  3.7 5.2 176 7 55.6 193.7 

奇異果 56  2.7 9.3 291 28 30.5 73.0 



番石榴生育習性 

番石榴為熱帶果樹，喜潮濕溫暖 
生育適溫為15-32 ℃ 

著果適溫為23-28 ℃ 

相對耐旱、不耐低溫、高溫多雨易造成落花落

果並降低品質 

為淺根作物，pH5.5-7.5排水良好土壤 
不耐線蟲等根部病害，需栽培於穩定、優良性

質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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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現況與產業特性 

栽培現況 (108年) 
種植面積約7,500公頃、總產量約18萬公噸、

產值約50億臺幣。 

主要產區為高雄市、彰化縣、臺南市。 

產業特性 
可經修剪調節產期，周年生產。 

入門容易，但品質易受天候、栽培管理技術影

響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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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穩定生產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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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 

生產 
品種 

樹勢 

肥培 

病蟲害管

理 

產期 



臺灣主要番石榴品種及其特性 

珍珠拔 
品質優良、高產、易管理。 

夏季易軟化、果肉變薄，可食率降低。 

臺農1號─帝王拔 
品質優良、高產 

易發生果腐病害 

紅心拔 
西瓜拔 

紅寶石(無子) 

 

市占率
95%以上 



番石榴高雄2號─珍翠 

圓果型，綠皮白肉。 
全年品質穩定 
清脆、果肉細緻。 

果面凹凸明顯、賣相佳。 

栽培管理容易 
樹型半開張，產量高。 

果實病害率低。 

 



其他無子番石榴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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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葉無子拔 翠玉 水蜜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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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果園定植作業 

定植前準備 

• 整地 

• 線蟲防治 

定植 

• 春天定植 

• 摘除花果 

成園前管理 

• 樹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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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定植前準備 

定植前採取土壤，進行土壤肥力分析 
進行輪作，以滅除田間病原 
水稻 (不適用可選其他綠肥作物) 

綠肥，可選擇線蟲拮抗作物，在秋冬至春天之

間播種，生長2-3個月後耕犁 

• 萬壽菊(臭菊)─生長速度快，植株較高 

• 孔雀草─植株較矮 

• 天人菊-成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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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時期 

建議於3-5月完成定植 
冬季低於15℃，植株

會停止生長 
可於植株旁覆蓋稻草、

麥稈等資材 

保持土壤濕潤，降低寒

害對幼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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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害後，葉片呈現紫黑色 



定植行株距(寬行栽培) 

行株距 

3.5-4公尺X2.7-3.6公尺 

70株/分地 

寬行栽培優點 

樹冠受光均勻 

有足夠空間培養樹形 

樹冠增加，提升樹勢，增加

樹體對環境緩衝能力 

通風良好，減少病蟲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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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作業 

定植前可先下基肥 

鋪設灌溉管路 

定植時可在穴底施用

少許蝦蟹殼粉(混和放

線菌)防治線蟲 

定植後立支柱，避免

風災使植株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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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系發育前暫不施肥，待新
梢抽出，葉片展開後開始少
量施肥 



番石榴樹形圖解 

番石榴產量、樹勢與樹形息息相關 

開心自然形整枝，有助於結果枝葉片充分受

光，可穩定產量與品質 

樹冠層次增加可提高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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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枝與主幹角度45-60度 



定植初期樹形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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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0 公分 
主幹摘心 

120-150公分 

定植一年內不留果，進行樹形培養，包括主幹 
主枝、亞主枝培養 

主幹 

亞主枝 

主枝 

3.培養主枝 

2.選留3-4主枝 

4.主枝摘心培養亞主枝 



定植初期樹形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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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一年後，待主枝直徑1.5-2公分，調整主
枝與主幹的角度為45-60度 

主幹 

亞主枝 

主枝 
主枝 

角度太大結
果時會垂到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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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成株管理 

19 

修剪 

新梢培養 

開花 

著果套袋 果實發育 

採收 

休眠 



番石榴的生育習性 

修剪 

抽梢 

開花 著果 

採收 

1-2個月 

1個月 

1個月 

2-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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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與修剪 

目的 
培養樹型、矮化 

• 高度宜控制在2公

尺，以利作業 

調整樹勢 

產期調節 

 

原則 
使枝條、葉片平均分

佈，避免枝葉重疊，

相互遮蔭，並保持通

風。 

徒長、過密、乾枯、

罹病枝條及近地面之

下垂枝應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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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採收時間回推修剪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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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25) 

156(9/9) 

174(11/20) 

199(4/24) 

204(2/25) 

202(6/22) 



抽梢後約在第2-4對葉片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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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梢、疏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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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後開花著果情形不佳 

抽梢後不來花，枝條開花比例低 
樹勢弱，前一季留果量過多 

雨水多 

氮肥過高 

 
落花落果嚴重 
開花時，下雨或遇高溫 

植株大量抽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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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
決? 



未帶花芽枝條可進行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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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栽培-疏果 

疏果原則 
留果數視樹勢而定 

每一結果枝留1-2果 

摘除向上、果形不

正、擦傷、病蟲害幼

果 

留果過多，果實
小、果皮光滑、品

質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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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套袋 

套袋時間 
疏果袋套入幼果時不

易脫落之大小為宜 

 
 

套袋的方式 
塑膠袋綁於結果枝上:

較快、不易被強風吹

落、採收較麻煩 

塑膠袋綁於葉柄上:較

慢、但採果方便 

袋口須綁好不可留空

隙讓蟲進入危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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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果位置位於結果枝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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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引枝條調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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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合理化施肥時期及施肥 

依土壤肥力分析結果，進行合理化施肥 
一般番石榴最適土壤酸鹼度為pH5.5-7.5 

土壤有機質不足，可施有機質肥料或有機液肥

補充 

磷鉀肥，可依檢測結果酌量增減 

微量元素依結果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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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缺肥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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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氮 缺磷 缺鉀 

缺鈣 缺硼 

缺鎂 

缺鐵 



番石榴施肥建議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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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 



雜草管理方式 

快速 

效果迅速 

土壤裸露    

根系易受損 

除草劑 

省工 

土壤通氣性                  

高溫 

抑草蓆 

穩定微氣候      

根系樹勢佳 

費工 

機械傷害 

草生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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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雜草管理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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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 
除草劑、抑草蓆、

稻稈、割草機 

成本 
藥劑費用 

割草機購買、維護 

效益 

微氣候穩定 

植株根系健康  

管理方便 



覆蓋稻草優點 

降低成本、工時 

減少除草劑費用 

節省割草、噴藥之時間 

避免機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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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土壤性質 

稻稈含有機質、矽、鉀 

減少雨水沖刷土面 

• 減少土壤、肥料流失 

• 避免根系裸露 

• 避免病原飛濺 

維持植株根系周圍之微

氣候 

• 土壤濕度、溫度 

 

 



以稻稈進行雜草綜合管理 

稻稈+草生栽培 
稻稈鋪設於樹幹基部周

圍至樹冠下方 

走道採用草生栽培範圍 

稻稈+除草劑 

稻稈鋪設於樹幹基部周

圍至樹冠下方範圍 

走道施用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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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稈集運及鋪設 

稻稈需求量:每分地番石榴果園=1:1 
集運與鋪設工時(4分地/3人/1-2天) 
鋪設於植株樹冠下方 
厚度=維持時間 (6-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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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番石榴發生缺肥徵狀，或植株衰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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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氮 缺磷 缺鉀 

缺鈣 缺硼 

缺鎂 

缺鐵 

已經施肥，沒有改善→土壤酸化或是植株已感染線蟲 



線蟲─土壤裡的有害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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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線蟲的大小? 



線蟲如何影響果園經營? 

減少產量 

• 植株衰弱、不

開花 

• 果實發育不良 

• 果園更新時期

減產 

生產成本增加 

• 施用肥料增加 

• 病害增加，需

施用更多農藥 

• 更新果園購

苗、整地成本 

果園環境不穩定 

• 施肥量多，造

成土壤酸化、

鹽化 

• 肥料流失汙染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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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蟲造成番石榴產業的惡性循環 

根部受損

影響養分

吸收 

出現病徵 

表現缺肥 

施肥，養分

吸收效率低 

樹體衰弱 

生長不良 

感染其他病害 

不耐逆境 

植株死亡 

果園更新 

植株感染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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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蟲的防治策略 

防治   

策略 

抗病 

品種 

輪作 

休耕 

土壤 

消毒 

化學 

防治 

非農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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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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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V 

V 

V 

V 

V 

V 

V 

V 氟速芬 
fluensulfone 

V 



非農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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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資材 

天然資材 



微生物防治線蟲的機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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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防治線蟲的機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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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前 

• 湛水 

• 輪作 

• 拮抗作物 

定植期 

• 健康種苗 

• 施用線蟲防治藥劑 

• 施用微生物資材 

成園期 

• 植株健康管理 

• 微生物資材配合天然資材防
治線蟲 

如何落實植株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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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果園栽培萬壽菊抑制根瘤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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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未栽培區 實驗栽培區 



成園後─根瘤線蟲綜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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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線菌 

• 澆灌根圈、混合有機質肥料灑施 
微生物資材 

• 0.5-1公斤/株，灑施於根圈附近 

• 修剪後，1-2次/年 
蝦蟹殼粉 

• 選擇萬壽菊、孔雀草 

• 定植於植株間 
拮抗作物 



番石榴為什麼生病 

植物跟人一樣，也會生病 
 --受到病菌的感染，或者受到害蟲的侵襲，植物

就會受到傷害，生長受到影響，顯現出生病的

樣子。 

 --受到不良的環境時，如溫度過高或過低、乾旱

或淹水等天然災害時，生長也會受到影響。 

 --養份攝取不足或太多（施肥不足或超量施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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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病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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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枯病 

枝枯病 
藻斑病 
煤煙病 
疫病 

莖潰瘍病 

根瘤線蟲 



  

  

番石榴立枯病導致整株枯死 



立枯病診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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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上紅斑 

切面產生
粉色孢子 

枝幹切
口黑斑 

莖部側切面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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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 黑星病 

瘡痂病 疫病 



番石榴蟲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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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介殼蟲 

薊馬 

東方果實蠅 

節角捲葉蛾 

黑疣粉蝨 

螺旋粉蝨 

葉蟎 



番石榴病害防治方法-田間管理 

田間衛生 

修剪下的枝條應移離果園。 

剪除銷毀罹病枝條。 

良好的肥培管理。 

避免施用過量的氮肥。 

果園應注意排水，避免積水。 

避免使用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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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病蟲害的防治時機 

修剪後 
趁修剪完果園較通風時，進行防治，徹底清除

病菌與害蟲。 

雨季 
應於雨季來臨前後進行病害的預防 

開花著果期 
花芽分化後，開始著手防治薊馬 

套袋之前，密集 施用殺菌劑降低腐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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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植保手冊核准用藥 

依推薦倍數施用；遵守安全採收期規定。 

避免連續使用同一藥劑 

  進行防治，以免誘發抗藥性。 

做好安全措施 

勿使用偽(禁)農藥 

 

安全用藥 



如何使用防治用藥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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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農藥，有效防治病蟲害 
  病蟲害種類繁多，屬性各不相同，不容易鑑定 

 選對藥劑 ─正確診斷病蟲害種類，使用核准使用藥劑 

 不必混合同性質藥劑使用 
            例如：番石榴疫病用「達滅克敏」加「賽座滅」 

 不必每種病蟲害都使用一種藥劑 

  避免抗藥性發生 
 依推薦稀釋倍數調配藥劑濃避免連續使用同類型藥劑  

增進病蟲害知識，建立合理用藥模式 

亞托敏、百克敏、三氟敏：可同時防治番石榴疫病、炭疽病。 
克熱淨(烷苯磺酸鹽)：可同時防治番石榴炭疽病、瘡痂病。 
賽普護汰寧、克收欣：可同時防治番石榴炭疽病、黑星病。 

達特南：同時防治薊馬類、粉蝨、蚜蟲、葉蟬類、粉介殼蟲等害蟲。 
百利普芬：同時防治粉蝨、薊馬、粉介殼蟲等害蟲。 



觀念與認知 

未對症施藥 

盲目施藥：買保險的概念 

盲目跟進：跟隨他人腳步施藥 

只噴施一次而期望發揮藥效 

誤認高毒性為高有效性藥劑： 
缺乏安全意識 

重視蟲害、輕忽病害 

未加強預防，於害物發後緊急

施藥 

無法區分保護性或治療性藥劑 

未掌握藥劑之交互抗性 

施藥時機與方法  

未適時施藥 

任意混合農藥 

長期使用單一藥劑 

經常使用廣效性藥劑 

任意增加藥劑量或減

少用水量 

重複施藥 

藥劑選擇 

使用未登記藥劑 

使用偽劣農藥 

粒劑稀釋使用 

可濕性粉劑直接撒佈用 

使用過期或失效藥劑 

微生物農藥未正確使用 

農藥使用的誤區 



負面效果 

刮風時施藥-易飄散 

完全無風時施

藥：不易擴散 

高溫時施藥：

易藥害與飄散 

雨天施藥：藥液

淋洗而失效 

植株開花期施藥：

易影響授粉 

器械與施藥技術 

噴藥時只噴葉片上表面 

噴頭緊貼著植株噴施 

大霧粒噴施 

任意擴大噴片噴孔 

安全  

噴藥後立即採收 

未達安全採收期採收 

噴藥時噴桿在身體正前

方以之字形擺動噴施 

施藥時無安全防護 

農藥使用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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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指教 

朱堉君 08-7746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