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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落果原因初探

文圖／茶作課寧方俞、文山分場羅士凱* 

(*電話：02-2665-1801轉28)

前  言

油茶 (oiltea) 為臺灣近年來重點推廣之油料作物，其茶籽所搾取之油料產品為大家所

熟知的苦茶油。目前臺灣油茶栽培過程中，落果是最令農民頭痛的問題。落果直接影響

當年產量，造成嚴重經濟損失。

油茶的落果包含生理性落果及非生理性落果，生理性落果的原因非常複雜，包括遺

傳及環境因素。油茶正常生長發育時，不同油茶品種之遺傳因子影響其授粉活力；而不

同物候期的環境因子影響下，養分消耗平衡過程會引起自然落果。除此之外，油茶株

齡、光照、遮陰、氣溫、土壤水分及栽培管理等亦與生理落果有著密切關係。非生理性

落果的主要原因則為病蟲害及機械傷害。

落果時期及其原因探討

生理性落果主要有兩次高峰，第一次落果期為3~4月 (授粉後35至100天之間)，第二

次落果期為8~9月。前期落果原因為自交不親和性引起的敗育、異交授粉發育失敗或是春

梢快速生長期與果實膨大期引起的養分競爭；後期落果原因則為果實膨大引起果實及果

蒂間產生離層而脫落。其他影響生理落果的因子包括：

一、油茶品種：臺灣目前栽培之油茶多為實生苗，不同品種間存在個體差異。不同品系

之授粉率、花芽分化、座果率、油脂轉化、落果程度及對病蟲害的抗性均不相同。

直立型及軟枝型油茶果實分布的均勻性，與營養生長及生殖生長的平衡性均有相

關。在生理結構上，果實皮層厚度的均勻性，甚至是果毛、內含物的不同，亦會影

響油茶對病蟲害的抗性。

二、油茶株齡：新植油茶林 (幼齡油茶) 及粗放型低產林 (老齡油茶) 之落果率不同。一般

認為幼木的樹幅、根幅及葉面積較小，營養生長及生殖生長的營養消耗容易失去平

衡引起生理落果。

三、光照與降雨量：7~9月正是油茶花芽分化及油質轉化的時期，若遇到長期高溫日照甚

至是乾旱缺水，則植株蒸散作用增加、氣孔關閉，亦會引起落果。

四、土壤水分：土壤水分過多或過少皆會降低油茶根部活力，引起落果。

五、栽培管理：種植的地理環境與落果率間具有相關性。陽光不足的坡面，樹勢生長不

良且會影響果實發育；無施肥及修剪管理的粗放式油茶樹不易補足開花及結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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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分。

非生理性落果亦有兩次高峰期，但多發生於8~9月。影響落果的原因包含：

一、病蟲害引起的落果：大陸的研究報告中，危害油茶的病蟲害就有200種以上，其中能

造成落果的就超過30種。而臺灣之油茶栽培長期處於粗放式管理，因此病蟲害相略

有差異。目前已知的病蟲害種類超過二十餘種，其中以炭疽病為引起落果的主因，

而毒蛾及東方果實蠅等害蟲則可能為落果的輔助因子。炭疽病菌於罹病組織越冬，

潛伏感染於幼果引起部分早期落果，7~9月高溫高濕的季節來臨時，病原菌隨風雨傳

播，可引起裂果及落果，重病區可減產5成以上，造成嚴重經濟損失。晚期裂果若無

落果雖可採收，但裂果造成的種子敗育或發霉，會影響種子發育及其含油率。其餘

病蟲害則可能間接誘發落果發生，但原因尚有待進一步確認。

二、機械傷害：農事操作時，人為不慎引起之落果；夏季午後暴雨或颱風引起枝葉摩擦

造成的果實脫落。

田間管理策略

1. 選擇優良品種：油茶新植時應選擇樹勢強健、產量高、座果率高、含油率高之品系，

並應同時兼顧耐旱、抗炭疽病等性狀指標，座果位置平均且分散於樹冠上，座果位置

葉片生長良好，樹冠不過密或過疏，通風良好。

2. 低產林改造：利用冬季疏枝修剪，逐年矮化、增加樹冠透光透風，低產樹可嫁接良

種，改造成高座果率的油茶樹。

3. 樹體養分管理：過去油茶栽培多粗放較無施肥的習慣，追肥可適當調節營養不平衡的

問題，開花前施用磷鉀肥等，使花芽分化完整，及減輕抽梢與果實競爭養分的問題。

4. 栽培環境管理：適當的行株距增加透風光照，修剪枝條不使過密，一般以光照能達到

樹幹中心位置為最佳，果實快速生長期適度補充水分，並且不間植果樹以保持油茶園

衛生。

5. 病蟲害管理：全年監測病蟲害發生。病蟲害發生初期及時清除罹病枝葉、枯梢及病

果，並帶離田間集中燒毀，以避免病原菌持續感染蔓延。每年3月早春新梢萌動後，

施用0.5%波爾多液作為保護劑；夏季施用波爾多液或枯草桿菌，每7~10天使用一次，

連續使用2~3次可有效降低炭疽病發生。田間發現害蟲時，應及時摘除卵塊及大型害

蟲蟲體，施用500~1000倍苦楝油則可防除小型刺吸式害蟲。冬季應適當修除病蟲越冬

枝條，以減少隔年的初次感染源。



各種因子引起的油茶果實損傷及裂果。(A、B) 炭疽病菌感染油茶果實，初期形成黑
褐色圓形病斑；後期病果自病斑處開裂並落果；(C) 7月仍未授粉的晚生種大果油
茶，將可能無法成功座果；(D、E) 東方果實蠅雌蟲將卵產於油茶果實中，使被害
部位呈腐爛水浸狀；(F、I) 無病徵(生理性)裂果；(G、H) 毒蛾幼蟲啃食油茶果實表
皮，引起病原菌二次感染或造成果柄乾枯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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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目前主要栽培杭菊的縣市以苗栗縣銅鑼鄉和臺東縣臺東市為主，每年栽培面積在30公頃

左右，產量約30公噸。銅鑼鄉的杭菊主要以白雪為主，近年也開始有少數黃金菊栽種。臺東縣的

杭菊分散在知本、太麻里、鹿野等地區，以黃金菊為主要栽培品種。

＊攝影／賴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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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菊有“名”了!

文/茶作課 劉秋芳 

(電話：03-4822059轉506)

農委會茶業改良場和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共同合作，將多年以來稱為杭菊的菊花，給

予正式的品種名-臺灣杭菊1號和臺灣杭菊2號 (下表)，讓社會各界對杭菊有清楚的認識。

臺灣杭菊品系 品種名 商品名

白花 臺灣杭菊1號 白雪

黃花 臺灣杭菊2號 黃金菊

民國50年左右，從大陸引進種植，花朵採收乾燥後作為飲料或中藥使用的菊花終於

有正式的名字了。兩種杭菊的葉子形狀、大小、顏色、植株高度等外觀形態都是一樣

的，在尚未開花前是難以分辨的，只有在10月份花瓣突出苞片後，才能看出他們的真面

目，兩者只有在花朵的顏色上有差異，栽培方法也不因花色有所差異，但須注意的是新

竹以北地區因杭菊採收期約於11月中旬後，容易遇到下雨而影響花菁品質及加工處理；

低溫時花瓣花青素累積，造成臺灣杭菊1號的白色舌狀花邊緣顯現粉色，影響外觀品質，

臺灣杭菊2號則因黃色舌狀花顏色較深，所受影響較臺灣杭菊1號輕微。杭菊花朵烘乾至

含水量5%以下即可售出，臺灣杭菊1號 (白雪) 乾燥後外觀呈現淡褐色，茶湯淡黃色，香

氣揚，茶湯甜水；臺灣杭菊2號 (黃金菊) 因舌狀花顏色內外深淺較為一致，因此乾燥後

顏色呈現金黃色，茶湯淡黃，香氣較揚，茶湯甜水鮮爽。

臺灣目前主要栽培杭菊的縣市以苗栗縣銅鑼鄉和臺東縣臺東市為主，每年栽培面積

在30公頃左右，產量約30公噸。銅鑼鄉

的杭菊主要以白雪為主，近年也開始有

少數黃金菊栽種，因銅鑼鄉栽種的杭菊

主要集中在九湖村，銅鑼鄉農會在每年

11月杭菊最盛開時都會舉辦杭菊節的產

業活動，以吸引民眾參觀，成為地方

的特色產業。臺東縣的杭菊則分散在知

本、太麻里、鹿野等地區，以黃金菊為

主要栽培品種。
臺灣杭菊開花情形 (左為臺灣杭菊1號，右為臺灣杭
菊2號)

每年8~9月為油茶採收前的落果期。此時此刻，農民們都擔心
著今年的心血是否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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