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北地區高品質蓮霧經營管理經驗談 

屏北地區生長旺盛 

  蓮霧是屏北地區重要的經濟果樹，三、四○年來，經過前輩的努力與經驗，已摸索出適合屏

北地區的管理手法。在里港、九如、高樹、鹽埔等鄉鎮，由於土壤的透氣性佳，排水良好，蓮霧

的根系發達，相對的蓮霧的地上部，生長勢也特別強，抽梢旺盛，樹冠高大。尤其在每年 3、4

月間開始氣溫回升，水分充足，抽梢更加嚴重，此時若樹上還有果實，由於養分的競爭，一般而

言，果實品質不易提高，所以大部分的果農，會把產期調整在氣溫回升之前採收完，將樹體做比

較深度的修剪（剃光頭）。故如何利用自然環境高溫多濕，讓樹體充分進行營養生長，與屏南地

區之抽梢較緩和的蓮霧栽培方式略有差別，主要特徵表現在單株的結果量及採收次數方面。 

一、 產期調節的管理 

1. 由於修剪的強度較深，所以修剪後要特別注意肥培，且由於土壤透氣性好，養分的分解及流

失特別快，在葉片更新期間，必需施用含氮成分較高的複合肥料，並隨著第一次新梢葉片茂密之

不同程度，適時補充。 

2. 在第二次新梢抽出之前，為了營造濃密的樹冠，還需補充含氮較高的肥料。然而，隨著葉片

長出之後，與成熟度的增加，施用肥料要調整氮磷鉀的比例，施用的方式可以配合蟲害的防治，

以葉面吸收速度較快者為宜。 

3. 在第三次新梢長出之後，就要開始營造有利於開花的狀態，磷鉀的比例再逐漸提高，並隨著

植株生長勢的強弱、溫度、雨水的多寡，控制樹體，避免過於徒長。 

4. 由於要營造有利開花的條件，樹幹之環刻非常重要，而且要提早進行。準備 7 月份催花者，

最好能在催花前 50~70 天進行；準備 8 月份催花者，最好能在催花前 45~60 天進行；準備 9 月份

催花者，最好能在催花前 40~50 天進行，並每隔 2~3 星期要檢視傷口，是否癒合，若太早癒合應

及時再補救，以確保催花的成功率。 

5. 遮光〈覆蓋黑網〉對屏北的蓮霧樹催早花有很大的幫助，然而遮光的方式，及遮光期間的長

短，則需根據植株樹冠的茂密程度，及行株距的大小與樹齡，選擇適合的方式來進行。 

6. 病蟲害防治：由於葉片是重要的營養器官，第一、二次的新梢，需及時防治蟲害。 

二、 催花後的管理 

  催花後的管理必需配合催花的時間、氣候、雨水、植株的大小與樹勢的強弱，剪除樹冠頂部

的徒長枝，並修剪中層及下層的較長枝條，以控制樹勢正常生長。但為避免大量抽梢，並使花芽

先行萌動，不可一次修剪太重。更要配合未來留果數量，而預先做好葉果比，如此才能有效調整

枝條的管理，而不會導致營養外流，產生大量抽梢，新梢才不會與花果競爭養分。因初期花芽的

生長，是靠樹體累積的養分來供應。綜合上述，歸納下列三個重點： 

1. 催花後第一次去除徒長枝的管理，應依光線強弱進行修剪，在催花前 1 天至催花後第 3 天之

間進行。 

2. 去除內部及外部過多的樹枝、樹葉及部分徒長枝的修剪管理，需在催花後 13 天～20 天之間進

行。 



3. 配合疏花及留果量之樹勢管理，需在催花後 35 天～40 天之間進行。  

在上述三次或其他時間修剪枝條時，都必須配合光線的照射強弱，而做適當調整，如此才能使花、

果有足夠的光線，進行光合作用，促進營養的吸收。 

三、肥培管理 

  肥培管理是蓮霧栽培的一項重大的工作，是不可忽視的重點，但仍需配合枝條的管理工夫，

才能達到理想效果。玆簡述管理原則如下： 

 

1. 以理光頭為例，剛採收完果實時，很多人卻忘了水分的補充，而導致水分的缺乏，以致在理

光頭後所長出的葉片很小，並且發生缺乏微量元素之病徵。事實上，不全然是微量元素的缺乏，

也有可能是因為果實期大量的鉀肥、磷肥、次量元素及微量元素的施用，所造成氮素的缺乏。所

以說，果實採收完後應要多加入水分及少量的氮素，如此一來，才能使土壤的營養平衡，並且更

能促進樹體吸收養分，儲存營養在樹幹裏。但如果缺乏情形還發生在某一些枝條上面或整株上，

那樹體本身就有毛病了，必需注意其發生的原因，進而對症下藥，才可事半功倍。 

2. 第一次新梢快成熟至第二次新梢長出期間：此時必需加入氮素高的有機肥或化學肥料。但化

學肥料不要使用單味的氮素肥料（如尿素），根據我個人的經驗，使用單味的氮肥易多長徒長枝，

而徒長枝過於嚴重會導致以後樹體生長太旺盛，使以後的催花及果實管理發生問題。所以如要施

放氮素高的化學肥料，必需使用含有其他元素之複合肥料（如台肥 1 號），這樣不但能發揮營養

生長的效果，更能平衡養分的吸收，促使營養生長轉換成生殖生長，對於以後的催花及果實期才

會比較好管理，更能達到高品質蓮霧之標準。 

3. 基肥的施用時機：分催花前及催花後二類 

（1）催花前：一般使用者大都在催花前 20 天～30 天，但有一點必需注意的（尤其是催早花者

更要注意），那就是所施放的有機肥最好是已發酵過的有機肥。如果施用未發酵的就要小心了，

要看催花的時間及土壤，來配合施放基肥的時機。舉例來說，早期的催花（7 月份）果園土壞屬

於黏質土，就要調整時間了，應在 4 月～5 月初就需施放，因為黏土性土壤保肥力比較好，而且

不易流失，亦因如此，黏土性土壤通風性比較不好，常在基肥發酵過程中，傷害根部，所以應提

前使用，提早完全發酵後，催花後才好管理。 

（2）催花後：催花後施用的基肥，仍如前面所述，應配合整體性的施放，但催花後最好不要施

用未發酵的有機肥，因為施用未發酵的有機肥後期，氮素大量的被樹體吸收，而造成徒長或氮素

過高，容易導致果實病害，且發酵過程容易傷害根部，但此時蓮霧需要大量的營養輸送，所以易

造成樹體的微弱，而增加果實病害之發生。 

四、 新稍控制 

1. 新梢的抽長，主要是因氮肥太高，故氮肥的控制是絕對必要的。 

2. 提高微量元素及磷鉀肥來控制新梢的徒長。 

3. 枝條修剪時機應與新梢的成長配合。 

4. 留存數量多少，應配合果實的疏果方式。 



五、 裂果管理 

1. 施放肥料的種類、時機及施放後被吸收的時間與應用，應有效配合。 

2. 果園均衡供水，並應與土壤、氣候、樹勢密切配合，宜多加注意。 

3. 抑制新梢大量抽出的時間應與果實的發育相互配合。 

(92 年度農村青年中短期農業專業訓練講義/黃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