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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採後處理應注意事項

林學詩場長就任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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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利用獨特的地理條件，結合修剪催芽與設施栽培葡
萄，發展出多種栽培模式，然葡萄採收時之高溫如未妥當處
理會發生很高的損耗率。調查巨峰葡萄為非更年型果實，主
要損耗原因為失水造成的果梗或小果梗褐化、脫粒與果粒軟
化皺縮，也有晚腐病害或貯藏期灰黴病引起的腐爛。

一般葡萄溫室栽培春果、露天栽培夏果或秋果，自催芽
至採收約150天，露天冬果約120天採收，此時依巨峰葡萄品
質標準糖度應達18°Brix以上、可滴定酸0.4~0.7%、粒重夏果
12g以上冬果10g以上、果皮紫黑色並有完整果粉。雖然葡萄
果實成熟度低者有較好的貯藏運輸能力，但酸度高市場接受
性較差，如要提高糖度而太晚採收，又易因脫粒不耐貯藏。
為避免因處理不當引起損耗，葡萄採收後應注意事項如下：
1. 採收：葡萄採收成熟度一般以修

剪催芽後日數計算，夏果及溫室
春果約150天，冬果120天，但溫
室因提早於11月修剪，期間如遭
遇長時間低溫影響，適合採收
日數會延長到160天，但要於短
時間內採收結束。進入採收期
之葡萄宜在清晨至日曬前（約8
時），因此時段溫度較低，田間
熱也較低，如果等到艷陽高照或
下午採收，會因呼吸速率高，容易發生果粒軟化及後續脫
粒之問題，採收時連同套袋一起採裝，再整齊堆疊於塑膠
籃內。

2. 集中處理：因臺灣葡萄大多是小面積栽培（小於1公頃居
多），目前並無完善之預冷設施，採收後應儘速運至陰涼
處或包裝場，避免置於田間曬太陽，如果數量多一時無法
整理包裝，可連套袋整籃先放冷藏庫，待要販售時再取出
整理包裝。

3. 分級包裝：自套袋將果穗取出，宜採用撕開套袋之方式，
以免套袋與果粒磨擦而破壞果粉，因果粉為優良葡萄重要

指標。果實分級包裝時要進行
果穗整理，例如除去裂果、腐爛
果、無子果、病蟲害果、未授
粉受精綠色小果及著色不良之
果粒，並以細毛刷去除表面汙
點。分級包裝時依果穗形狀、粒
數及果粒大小整齊度（果粒均勻
度）、著色程度等分級，再進行
包裝。近年來發展出小包裝直銷，更應嚴格分級，避免消
費爭議，此外，巨峰葡萄容易脫粒，可利用三角袋包裝，
具有防止或減少運送過程搬運震動引起的脫粒，而且可保
護果粉，再者葡萄採用套袋之觀念普遍為農友接受，套袋
具有防止鳥害、避免農藥直接與果粒接觸等好處，但農友
在包裝時習慣將套袋反摺1/3，然後將果穗放在其上，再將
果穗裝籃、裝箱或裝盒，這樣等於將果粒直接與套袋外部
接觸，失去套袋之意義，但消費者認為這樣才是真正有套
袋。因此，面對消費端時應予以說明或提供整園套袋之圖
片，使消費者明瞭套袋與未套袋之差別。另一方面，包裝
應嚴格選擇檢查，不能有上層優良但下層參差不齊之現象
（所謂藏底），才能建立消費端信心。

4. 貯運：裝籃進行販售者應保持通風，裝籃後請販售商儘快
運至市場或入冷藏庫，避免放在田間引起損耗。如為直銷
販售，仍應以冷藏運送，臺灣運
輸行程雖短，但盒裝之葡萄裝在
車內，如未冷藏，高溫將引起損
失並降低品質，因此宜採用冷藏
運送，減少損耗。

葡萄利用產期調節技術幾乎可
週年生產鮮果，為確保果實自產地
至消費者之品質，應落實上述注意
事項，才能維持葡萄產業競爭力。

▲去除不良果後，果穗以細
毛刷整理，提高品質

▲優良葡萄應以舒果網或亮
光紙等襯底進行包裝

▲葡萄採收應連同套袋剪
下，裝籃後運至包裝集貨
場或冷藏庫

農委會6月11日發布人事命令，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新任
場長由林學詩場長擔任，肩負中部地區包括中彰投三縣市農
業應用研究與推廣的重任，林學詩場長原任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場長，為荷蘭瓦赫尼根（Wageningen）農業大學博士，專
長為園藝作物育種，曾獲100年農委會績優育種研發人員績
優研究獎殊榮，於農業改良場服務已27年，為資深的農業研
究與推廣從業人員，相信林場長就任後，將領導臺中場全體
同仁為中部地區的農業帶來一番新氣象與新作為。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中）主持臺中場新舊任場長交接典禮，右為林學
詩場長，左為高德錚代理場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