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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肉種紅龍果102年3月至105年3月在各個月份市場交易量與平均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農產品交易行情站)

園藝療癒景觀設計專家

Marni Barnes 教授蒞臨本場演講
文圖/許嘉錦

Marni Barnes教授目前任教於日本University of Hyogo-Awiji，亦是美國景觀設計公司Deva 
Designs負責人，從事園藝治療景觀設計與研究30年以上。應本場邀請於4月18日進行「綠色空

間在療癒上的運用-以醫院花園為例」之專題

演講，吸引場內職員及諸多不同領域之外賓學

者聆聽。演講內容主要在說明認知的形成，以及其經由不同背景人們的解讀意義往

往迥異，可以透過科學證據與察覺能力，據以運用於園藝輔助治療，而會中許多正

反面案例的分享更令聽者印象深刻，在會後引發熱烈的討論與促成迴嚮。

園藝療癒為目前研究發展的重點，本場亦規劃從明年起進行多年期之「農林療育

自然健康研發計畫」，透過本次的邀請演講可促進國內外產官學界的多方交流，以刺

激發想、凝聚共識及合作，盼能為將來農園療育產業增加新動能。
▲本次專題吸引來賓滿座，席間並進行熱烈的討論與互動

紅龍果盛產期的產期調節
文圖/陳盟松

紅龍果產期由5月上旬至9月下旬陸續有花蕾產生。然

而，每年在紅龍果正常產季初期6月下旬至7月中旬，紅龍

果的價格多為年度最低點，而產量則是接近最大高峰值。

因為此時正值第1及第2批的紅龍果產期。此時期農民習慣

大量留果，加上樹體養分蓄積豐富，即使大量留果，果實

仍然碩大且產量豐富，因此造成市場進貨量急遽增加，價

格下滑。而若回推田間樹勢變化與花苞形成數量，可歸納

出下列現象：當第1批與第2批留果量過多，會造成樹體養

分大量消耗，使得肉質莖開始軟化、乾扁，樹勢過於衰弱

進而影響第3批花苞形成。此時樹體進入自我回復期，首先

花苞形成數變少，落蕾率增加，順利著果者果實亦發育不

良，小果比率偏高。需要經過1個月以上的時間，植株才又

能回復應有的產量。因此在紅龍果盛產期間必須進行適度

的產期及產量調節：

1.穩定品質與產量作法：在每一批花蕾形成時，嚴格

控制每批留果總數，

採4-8支肉質莖留1果

的模式，使全年平均

產量為18-20公噸 /公

頃。

2 .配合市場價格

變化趨勢進行產期調

節：7月為市場出貨量

最大月份，回推至花

蕾形成期則為中部地

區第1批及第2批自然

花期。所以在此2批花

蕾形成時，應適時減

少花苞數，將產量下

降，減少樹體養分耗

損。以利後續第3-4批

的花蕾形成數提高，增

加爾後月份的產量。

▲紅龍果在正常產期會產生大量花苞，為維持
果實品質應進行疏花苞作業，減少養分競爭

▲紅龍果進行疏花處理後，可促使留存花苞順
利生長，亦可穩定下一批花苞形成數量，
避免各批產量變化過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