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近年來食品安全的議題不

斷衝擊我們社會大眾，尤其

包括 GMP 認證大廠都有人中

箭的時刻裡，許多人不禁慨

嘆：「真不知道現在還有什

麼食品，是可以安心吃下肚

的？」。特別在這種時候，

總會有人說：「看來現在就

只剩有機農產品是我們能安

心食用的了」。

身為有機農業研究一環的

筆者，除有感於行政部門在

百忙中仍付出心力，促成有

機驗證的法律保護，更感謝

絕大多數投入有機生產的農

友們，都能體認自己所生產

的作物，是成千上萬的消費

者每日皆要下肚的食物，所

以不願意也不應該在生產過

程中使用有毒物質  (例如化

學合成農藥)，甚至非常留意

生產後的處理流程，致力避

免因任何的不慎，而使產品

遭到化學物質的污染，才得

以提供良好的有機產品給消

費者。然而，一個產品要得

到消費者的信賴，除了必需

確實遵守法律訂定的條文之

外，如何將有機農法落實到

農場實際的生產中，才是有

機農產品生產者需面對的挑

戰。為使有志投入有機鳳梨

生產的農友，均能在投入之

初即對可能遭遇的問題有初

步認識，特整理各項問題於

後。

有機鳳梨農場面臨的挑

戰

經營有機鳳梨農場最大

的挑戰約可歸納為二項，一

是鳳梨經濟病蟲害例如心腐

病、萎凋病 (需考慮同時防治

介殼蟲與螞蟻) 及果實病害

的防治；而另一則為經營管

理實務。茲列舉數項問題如

下：

一、有機鳳梨病害問題

有機農業不允許使用未

經有機規範所允許的合成化

學物質，去進行化學藥劑防

治，因此，面對如真菌及病

毒等造成的傳播性病害，諸

如心腐病或萎凋病等，只能

採用耕作防治 (例如輪作)、

物理防治(例如土壤的高溫處

理 )、天然資材防治或誘導

植物抗病 (例如使用亞磷酸) 

等方法，限制可謂頗多。目

前有機鳳梨果園在實際操作

上，仍建議以防範病原在果

實生產環境中立足為最主要

經營有機果樹農場
面臨的挑戰

以有機鳳梨農場為例

◎農試所嘉義分所／唐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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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也會左右產品的售價。

因此，最好能做到良好的銷

售計畫及後續管理。

健全有機鳳梨生產環境

有機農業最重要的意義，

在於環境與資源的永續發展

與利用。因此，有機鳳梨果

園生產者，在栽培過程中是

否能考量採用：減少不必要

能源消耗的管理模式，也避

免環境污染的發生。茲列舉

數項如下：

一、健全果園環境

(一) 營造土壤環境
農場的果園土壤要夠健

康，才有可能栽培健康的

鳳梨植株，生產營養均衡而

品質優良的鳳梨果實。每一

塊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壤，均

需經營者用心的經營，以有

機鳳梨為例，妥善針對鳳梨

生產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

題，事先妥善找尋適當的基

地，也就是採用順天應人的

做法，選擇當地氣候、土質

適合鳳梨生長的區域才開設

果園，而不勉強在環境條件

不適合處投入生產  (圖2)。
經過謹慎思考後決定適當的

地點開設果園，首要留意土

壤的生產力。例如秀明自然

農法，採用枯草及落葉製作

堆肥，而不添加任何其他物

質，堆肥施用目的係為改善

土壤條件，使土壤不變乾、

不變硬，而非為提供農作生

長所需；又例如目前最多有

機農場採用的方式，亦即廣

泛使用堆肥以達到改善土壤

理化性質、活化土壤及供應

作物養分等 3 項。
通常在經營初期，有機鳳

梨農場使用堆肥是為了提供

作物所需之養分，成功度過

劃之初，就妥善擬定因應之

道。

除了與實際的果園栽培

管理有關的事務之外，農場

經營者還必需具備商業化經

營的思維，如果能將所有的

生產與銷售全部資訊化，例

如生產資金的運作情形、農

場經營資源的種類與價格、

農產品的價格與需求變化、

有機可用的新技術與新訊息

等，均能量化與資訊化，則

農場所需面對問題的決策

等，將更有正確而可靠的數

據可供依循。

最後則是產品的管理實

務，理論上管理越到位，

產品的品質就越符合農場主

的管理目標，售價也應該越

高，農場的獲利也應該越

好。但事實上那只是紙上談

兵的理想狀況；除了要管理

好自家農場的產品品質之

外，亦需體認農產品的售價

十分動態，易受到許多因素

的影響，例如市場上類似商

品 (或具有替代性的商品) 的
多寡、到貨量情形、同一批

上市者的品質狀態、天氣的

型態及民俗節慶的特性等，

措施。以萎凋病為例，若植

株在果實發育後期才發病，

因對產量影響不甚明顯，僅

需註記標示罹病植株，避免

採用其萌生之種苗即可；若

在中果期以前即已發病，該

果實亦不具經濟價值，建議

立即移除植株，以避免病原

在媒介昆蟲的危害過程，陸

續傳播出去。

二、有機鳳梨蟲害問題

有機鳳梨果園最為困擾的

害蟲莫過於粉介殼蟲，它不

但造成產品外觀變差，最主

要還會傳播萎凋病，因而造

成損失擴大。防治介殼蟲時

需一併防除與之有共生關係

的螞蟻，由於螞蟻會取食介

殼蟲吸食植物汁液後所分泌

的蜜露，因此，不但會搬運

介殼蟲進行遷移，也會為了

要保護介殼蟲而去驅趕或攻

擊介殼蟲的捕食性天敵，例

諸如瓢蟲或草蛉等，使得有

機農場經營主想要以天敵來

控制介殼蟲族群數量的想法

變得更為困難  (圖1)。由於
有機鳳梨的生產不允許使用

絕大多數的化學藥劑進行，

除了耐心等待農場的生態

逐漸達到多樣化，自然的

引入螞蟻的天敵，例如某

些鳥類和食蟲動物如食蟻

獸、穿山甲或蜘蛛等，期

望能在生態平衡的基礎上

去達到容蟲數量降到能接

受的範圍；另一能積極做

為的，就是避免螞蟻及介殼

蟲在果園開設之初即大量進

入生產場地內。

假如驗證單位可同意農

場，在經過申請審核並由其

同意後，使用自然農藥  (植
物性殺蟲劑或非植物性殺蟲

劑 )，也可考慮用除草菊來
防治螞蟻，或使用苦楝萃取

液、蒜精及油劑等防治介殼

蟲，但也要有防治效果不

能達到經營者預期的心理準

備。

三、有機鳳梨果園的經營管

理實務

有機鳳梨農場和一般慣行

農場一樣，均需做好農場的

經營與管理。農場管理一般

講的是生產因素管理、作物

制度管理及產品管理等。在

生產因素管理方面，不論是

否為有機生產，均需做好水

土保持管理、農場硬體設施

管理、省工機械化管理及財

務管理等實務。而有機農場

尤需注重勞動力的調配，由

於有機農場在雜草、病及蟲

害的防治效率均不若慣行者

快速，因此，勞力短缺的問

題勢必更加令經營主煩心。

在作物栽培制度管理方面，

由於有機農場在調節植株生

育及控管產品穩定度方面，

所受到的限制比慣行者更

大；例如採用秀明自然農法

的鳳梨農友，光是一個不能

使用電石水催花，對於產期

的控制就易使得農場主傷透

腦筋，因此，必需在果園規

↑圖1. 鳳梨果園若休耕期仍見到
許多蟻窩，未來翻耕後，因基
地內螞蟻族群數量高，容易影
響粉介殼蟲之數量

↑圖2. 有被水淹沒之虞的地方不
適合設置鳳梨果園，尤其有機
果園的復育困難，易造成不必
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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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後，甚至有些農場得

再加上數年的投入後，經營

者即可感覺到農場的土壤性

質已明顯獲得改善，鳳梨果

實的產量與品質也逐漸呈現

穩定狀態，待長期的堅持下

來，有機農場的土壤得到活

化，甚至不再短時間內發生

大面積的病害。雖然看起來

很簡單，但要達到這種理想

境界，是需要長期的毅力與

不間斷努力。

(二) 營造果園環境
經營方式逐漸得心應手

後，經營者可根據自家農

場的現況，並配合鳳梨的生

育特性，微調種植季節，而

非完全不加思索的依循慣行

者所使用的方法。對於農場

所需的種苗，也可以採用適

當的方法來減少病害大發生

的機會，並利用降低將病、

蟲害引入果園的方式，順利

達到健康果園環境的目標。

定植後若見到病害的發生

(圖3)，也會儘早拔除病株

銷毀，以防止病害的蔓延。

對於蟲害的防治，則以培養

瓢蟲、草蛉及野鳥等天敵為

主，阻隔媒介昆蟲為輔的方

式來進行，以自然防治達到

目標。

二、健全農場經營環境

有機鳳梨農場的實質獲

得，並非僅止於販賣所收穫

的果實而得到金錢，更包括

栽培過程體驗與大自然「和

諧共存」的意境。因此，全

心投入有機經營的鳳梨農場

主，對果實產量及大小絕不

會過度重視，而是在兼顧自

然生態的情形下，合理自大

地中取得辛勞的回饋。若能

抱持這種心情，那麼過去所

謂的「若不使用化學肥料或

農藥，作物不可能生長良

好」之類的觀念，自然可以

獲得改變。

由於重新自根本修正經營

的心態，在決定經營方針時

便會多花一份心思來營造健

全的農場環境，根據農場位

址、環境優劣特性及勞力分

配概況，妥善的分區經營，

提供農場中各生態系營養階

層健全發展。

結論

有機鳳梨農場經營上，

最耗費經營者心力者為雜

草、病及蟲害的防治，由於

不能使用除草劑及化學農藥

等來進行果園管理作業，因

此，在管理上較之一般鳳梨

農場，有更多的困難等待克

服。在生產成本方面，也容

易較一般農場為高，故如何

成功銷售？並且有效獲利而

成為可以永續經營的農場，

在在考驗有機農場主的經營

能力，衷心期盼所有有志投

入有機生產之農友，均能建

立自家農場的產品形象，以

達到建立臺灣有機生態體系

之終極目標。

↑圖3. 有機鳳梨果園一旦發現植株心
部有腐爛病徵，建議立即謹慎移除病
株，且不宜將殘株堆放果園周圍，以
免病害蔓延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