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類種苗嫁接技術之研究 

前言 

嫁接的利用始於果樹栽培上，主要目的為希望能矮化果

樹，以便於果樹的採收，亦廣泛的用於改善果樹根系對環境的

適應能力及提高果實的產量和品質。蔬菜的嫁接則始於亞洲地

區，由日本及韓國等國開始，主要在於扺抗土壤性病害的為害，

由於抗病品種的育成不易且需較長的時間，因此有人開始利用

嫁接的方式，將栽培的品種嫁接於較抗耐病的根砧上，提高作

物的耐病能力。最初應用於瓜類上，如將西瓜嫁接於扁蒲上，

以增加西瓜的抗病能力等。之後茄科亦開始使用，藉以提高其

對細菌性病害或線蟲的扺抗能力。台灣每年均需約千萬左右的

蔬菜嫁接苗，而大部份都利用人工方式嫁接，為頂插接（西瓜）、

切接（茄科）及靠接（苦瓜）等各種嫁接方式。但近幾年由於

人工的老化及工資上漲，使得嫁接苗的生產成本增加許多，因

此對嫁接苗生產影響甚大，為解決此項問題，本場自日本引進

半自動的葫蘆科機械嫁接機，希望藉以探討機械嫁接在台灣的

實用性及是否可降低嫁接的生產成本。 

本試驗以長絲瓜作為砧木，苦瓜為接穗，繼續探討機械嫁

接後馴化環境條件，希望了解利用現有台灣生產嫁接苗的馴化

方式，可否作為機械嫁接苗的馴化。 

材料與方法 

一、 供試材料： 

砧木材料：長絲瓜（新社地方種）。 

接穗材料：苦瓜（農友月華）、小黃瓜（農友秀燕） 

二、 不同溫度對機械嫁接苗成活率之影響 

將苦瓜及小黃瓜以嫁接機嫁接後扦插於 40格盤穴中，分別置於

15、20、25及 30℃之下，調查其生育情形及成活率。 

三、 不同濕度對機械嫁接苗成活率之影響 

將苦瓜及小黃瓜以嫁接機嫁接後扦插於 40格盤穴中，分別置於

0%、約 50%及 95%以上之濕度下，調查其生育情形及成活率。 

結果與討論 

由於瓜類的根為淺根系，同時易於扦插繁殖，早期日本曾利用斷

根扦插育苗法，即將種子播種後在未成苗前從地際處切斷，扦插

於育苗缽中，放置於 10~30℃及濕度 80﹪以上的二重的 Vinyl 



house中育苗，使另行形成新根群，育成強健之苗木以利蔬菜之

栽培。由於扦插成活率高，同時嫁接操作容易，且不必常常換盆，

可以節省培養土的量，而原本發芽不一致的苗，因一起扦插而同

時長根，反而生育十分整齊且根群活力更大，如此可提高瓜類的

生長整齊度，亦可增加其產量。而本場所使用之瓜類機械嫁接

機，亦利用此一方式將根砧斷根、嫁接後再扦插，並放置於攝氏

15、20、25、30度等不同溫度下進行嫁接苗養成試驗，結果嫁

接苗於攝氏 30度及 25度下癒合良好且扦插之根系發育良好（如

圖一、二），於一週後即可移出至遮蔭網下馴化，20度下則約需

14天左右，可移出馴化，攝氏 15度下則約需三週方可移出至遮

蔭網下馴化，。苦瓜的成活率分別為 73.3%、86.7%、94.0%及 98%

（如表一）。低溫下嫁接苗嫁接部位較不易癒合，有些會有脫落

現象，影響其嫁接成功率。於室溫 30度下進行不同濕度試驗，

濕度分別為 0%、50~60%及 95%於以上，結果顯示在澆水的情況

下，濕度 0%的嫁接成活率接近 0，隨著濕度的提高，苦瓜嫁接的

成功率亦隨之提高，在 95%以上的濕度，成功率為 98%（如表二）。

綜合以上，使用機械嫁接機所生產的嫁接苗馴化及養成的方式可

仿照日本斷根扦插育苗方式略作修改即。 

 

 

 

 

 

 

 

 

 

 

 

 

 

 

 

 

 

圖一、嫁接後癒合情形 

 

圖二、嫁接苗成活後根群發育情形 



 

表一、不同溫度下嫁接苗成活情形（﹪） 

種類 15℃ 20℃ 25℃ 30℃ 

苦瓜 73.3（28） 86.7（21） 94.0（14） 98（14） 

小黃瓜 70.0（28） 85.4（21） 95.8（14） 98.5（14） 

註：（）內之值為馴化所需日數。 

 

表二、不同濕度下嫁接苗成活情形 

種類 0﹪ 50~60﹪ 95﹪以上 

苦瓜 2 51 97 

小黃瓜 5 58 99 

註 1：0﹪濕度系指每天僅澆水而已。 

註 2：成活率系指嫁接癒合成功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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