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一、上方簡圖修改自柑橘整合管理一書「呂明雄名譽教授
繪圖」，並同意修正引用，下方為不同柑橘農友栽培
出的樹型。

圖二、桶柑頂生果幼果期（左）遭受日曬，易在成熟（右）時呈現日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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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苗栗柑橘多數果農年紀老邁，且管

理果樹的經驗通常學習自親友或鄉鄰農

友，不見得人人都有相對良好的整枝修

剪技術；加上近年青農返鄉接手管理農

地或甫退休從農者，也多數不具備相關

技能，造成果園管理的疏漏。經筆者訪

談，約有 9 成以上農友並未受過果樹栽

培管理的相關訓練，大多數學習管道為

農藥行或產銷班。近年網路資源也是

大多是青農的學習管道，可惜的是少有

農友探究網路上的整枝修剪技術是否

合宜，常見片面見解的經驗分享，或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造成後續永久性損傷

的副作用。因此筆者彙整近年來所蒐集

觀察的管理方式，並推薦簡單的改善方

法，期能供農友管理果園時之參考。

樹體在通風、光照、結果量、果實品質、枝（葉）

果比、日燒症的預防等，都遠遠優於圓頭型。近

幾年在栽培管理上遭遇日燒問題或頂梢果品質不

佳的農友，或許可考量從樹型改善來著手。

常見的柑橘樹型

一、自然開心型（圖一右）

經過適當留梢、定期修剪的樹型，可養成呈

現正三角形的自然開心型，其為柑橘栽培管理上

建議的樹型；而長年未進行修剪的柑橘果樹，則

會慢慢形成圓頭型（圖一左），兩者在空間及光

照的利用會逐漸不同。整體而言，自然開心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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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圓頭型（圖一左）

形成此樹型之後，由於開花枝與營養枝集

中於頂梢，主枝與亞主枝從屬不分，枝條多且

亂，故結果多在表層，除結果量較少，小果期

果頂部也容易遭受烈日（圖二左）而損傷，且

多數自然圓頭型的桶柑易成為果皮厚、甜度低

的不良果（圖二右）。

三、圓柱型

此類樹型主枝直接著生在主幹，主枝短又

粗壯，幾乎所有的果實都是頂梢果，易受強光

照射而受損（圖三上），梢高處的果實也不會

自然垂下，果實著生處高不便採收。而採用

自然開心型整枝者的果實較有自然遮蔭（圖三

下），品質明顯較好。採用圓柱型整枝方式者，

在幼樹時期的修剪相對較簡單易行，且較早進

入結果期；但僅適於密植果園，且此類樹型通

圖三、桶柑採用圓柱型整枝（上），大部分果實
會因為沒有遮蔭而曬傷，自然開心型（下）
則有自然遮蔭可防護果實。

風性及透光性稍差，故病蟲害管理較不易，且

有植株壽命短且成本較高的問題。以此方式整

枝的果園，成齡後建議做適當間伐。

四、柑橘的樹型結構（圖四）

(一 )主幹：

嫁接後樹幹本身。

(二 )主枝：

從主幹分出來的枝條，一般以四面八方方

向分出 2至 4主枝。

（三）亞主枝：

從主枝分出來的枝條，一般在向外擴展 2

至 3亞主枝，與主幹、主枝都屬於結構枝。

（四）徒長枝：

一般會萌發新梢，尤其是春、夏梢，翌年

能成為結果母枝，秋、冬兩季若氮肥過賸也會

萌發新梢，但常常遇冷、乾旱停滯生長而萎縮。

（五）綠枝群：

會生長於主枝、亞主枝或更細的枝條上，

主要枝葉著生及翌年成為結果枝開花結果的部

分。

整枝修剪方式

一、整枝修剪適期

（一）冬季修剪：

整枝的目的是確定基本樹型，柑橘在冬後

時有生長停滯的現象，此時樹身不再萌發新

芽，適合進行整枝，若樹型維持甚佳，但因生

長季中有過量生長、著生位置不當或受到病蟲

為害的枝條，便需修剪，此二項作業均可於冬

季修剪時進行。

（二）夏季修剪：

在柑橘樹生長期進行的修剪，一般稱為夏

季修剪，多用於調整及控制生長勢，避免養分

分配不當，以疏果、剪除過剩徒長枝，並於約

每50至 80公分節位受光處留下強健春、夏梢，

藉著頂芽優勢抑制之後徒長枝萌發，春、夏梢

翌年成為新的結果母枝。

（三）更新方式（圖四）：

一般柚類（包括文旦）樹幅直徑不要超



過 6 公尺，柳橙、桶柑及椪柑不要超過 5 公

尺，砂糖橘或帝王柑則可略微縮短，留枝過長

易出現枝枯。為避免養分輸送距離過遠、不

均，可進行短截，促進更新以萌生綠枝群保持

枝條活力，並修去病枝以減少被葡萄座腔菌科

(Botryosphaeriaceae) 病原菌（黑星病、黑點

病、蒂腐病）潛伏或輕微感染枝條。

圖六、(A) 圖為柑橘枝幹紋理與紅虛線標示適合

截去範圍。(B)篩選留下長出強健不定芽幫

助傷口癒合。(C)桶柑良好癒合傷口。
田間輔導時常見到農友在小樹時過度誘引

或過早截短主幹，使樹型呈現平面開心型，如

此一來，常會萌生大量徒長枝而擾亂樹型，更

使得結果層變薄、隔年結果明顯，結構枝受損

嚴重進而樹勢衰弱（圖五）。

（四）整枝後的傷口養護：

修剪時需考慮角度是否與維管束分布與樹

型紋理相符，才能讓傷口順利癒合，如 (圖六 )

紅虛線標示範圍。為了正確下刀，需先認識 2

個的位置：

1. 脊線

主幹與枝條間常可見到一圈窄狀構造，此

為環狀細胞擠壓而成的樹皮皺褶，即為脊線之

位置，尤其在植體上兩枝條相鄰處，只要仔細

看便頗容易辨識。

2. 領環

一般可在枝條下方見到因環狀細胞隆起，

形成外觀呈領口狀的淺環狀突起，此處即為領

環。 

一般下刀時宜在脊線或領環外1公分處（圖

六Ａ），並且切口需平整，但有些農友整枝修剪

時，因沒有注意正確的下刀位置，故常有傷口久

圖四、柑橘樹的枝條更新需逐年進行，紅色字標示
處為老化枝條回縮以新的徒長枝（深綠色）取
代更新結果母枝，一般在50至80公分選留春、
夏梢，可以抑制纖細的徒長枝萌發。

圖五、過度強剪的桶柑（上）與文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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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癒的問題，為加速傷口之癒合，又會以殺菌

劑混合白膠（樹脂）塗抹傷口，殊不知如此處理

會阻礙癒傷細胞的呼吸與藥劑抑制組織生長副作

用，反而不能癒合而造成無法回復性的傷害。當

藥劑退去未癒合面容易被蛀蝕崩壞，反而是沒有

塗膠處的修剪傷口順利癒合（圖七）。

二、需加強管理的枝條種類

（一）夾皮枝修剪（圖八）：

二枝條間因夾角太窄，修剪時若無正確切

角及高度，就容易因樹液循環不佳而引起腐朽，

圖七、(A)截幹傷口塗膠過厚阻礙癒傷組織生長，

(B)修剪錯誤與塗膠傷口沒有辦法癒合並逐

漸腐朽，(C)腐朽後被蟲蛀蝕腐壞，(D)紅

色圈選處為漏掉沒有塗膠反而癒合。

且易隨著枝幹長大加粗磨擦損壞更加嚴重，維

管束失去養分輸送而呈現側邊枝枯反應，主枝

相併的皺褶處更是天牛喜歡產卵的地方。在留

主幹分枝的時候，應該加大分枝角度在 60度以

上，並將併合處已腐朽處清除。 

（二）逆行枝修剪（圖九）：

果樹選留枝條的時候，應避免枝幹逆向生

長，否則在水、養分輸送過程中會有巨大的轉

折，另外就是容易和其他正常的枝條交叉於生

長過程中彼此磨擦而受傷。

圖八、(A、B)夾皮枝修剪不良，使夾皮發生無法

癒合逐漸腐朽，(C)容易被強風吹折露出褐

變壞死處，因此留枝角度最好超過60°避免

夾皮發生。(擷取自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果樹

研究室的講稿照片並取得同意引用)

圖九、交叉枝與逆行枝實例照片及示意圖。

（三）交叉枝修剪（圖九）：

枝條著生方向宜分明，枝條交叉後生長期

間易互相磨損，容易有傷口感染或因韌皮部受

損，影響養分輸送；交叉枝也會增加樹冠枝葉

密度，影響內部採光與通風，故需以是否有足

夠光線、正常向外部擴展等面向，選留合適的

枝條。

幾種增加風險與管理不便的整枝方式

增操作不便性，增加受災或病蟲感染風險

之實例說明如下：

一、過度矮化或未適當截短的結果枝（圖十）

過度矮化而選留下垂枝的桶柑與未適當截

短夏秋梢長枝者，於果實發育後期常需以竹竿

支撐以避免果實垂落地面，在採收時要彎腰作



業，也增加雨水噴濺土面後，病原菌沾附於果

實表面之感染風險，且長枝也不耐強風而易折

損。

二、施肥比例錯誤導致枝繁葉茂結果不佳  

（圖十一）

很多農友沒有學習培養根群、改良土質與

合理化施肥，易過量施用氮肥而使枝葉繁茂，

不僅增加整枝修剪的難度，也不易正常開花著

果，少數結成的果實也是粗皮大果，甚至乾米。

三、以皂素洗樹

走訪幾處果園，農友表示常以皂素（油劑）

淋洗樹身樹葉，才會除滅到隱蔽的病原菌或小

型害蟲如半翅目的粉蝨或介殼蟲類、蟎類。常

有農友將樹幹上附著藻類及地衣的薄殼斑等，

誤認為對枝條危害的赤衣病。事實上，國內在

圖十一、過量施氮肥樹勢枝葉繁茂（上），著生

很多桶柑都是粗皮大果（下）。

圖十、樹型過度矮化（上）及未適當短截（下），

結果枝需要竹竿支撐。

10 月分以後即進入東北季風期，苗栗以北的柑

橘產區易因此使果園較為陰濕而有利藻類及地

衣的生長，尤其是管理不良而樹勢較弱，此時

樹身防禦性降低時更常發生。被藻類及地衣附

著的柑橘樹體，雖然對生育影響不大，但若發

生多量時仍會阻礙呼吸及蒸散作用，使樹勢更

加衰弱，甚至提早落葉。但高溫期使用皂素淋

洗易有藥害發生，可見到枝條因積熱灼傷發黑

並從日曬處開始壞死（圖十二），皂素也會影

響枝葉氣體交換的氣孔與皮孔反而更加衰弱樹

勢，應當是找出樹勢衰弱的原因加以改善治療

根本，而不是完全或過度依賴皂素。

四、整枝修剪後枝條堆放於果園（圖十三）

常見農民將鋸下或剪下之枝條隨意堆置在

果園中，落果也未清離果園，這樣的果園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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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A)桶柑黑點病葉片感染與農民以修剪之後枝葉作為堆肥並置於樹冠
下(B)，致該區果實也受黑點病感染 (C)。

圖十二、常用皂素（油劑）後藥害損傷的文旦枝條。

衛生管理不佳易成為病蟲害的孳生源，如柑

橘黑點病、黑星病，尤其黑點病於新葉展葉期

即直接傳染開來，或剛結果實即直接暴露充滿

孢子感染的環境，容易於雨季期間直接傳播於

果表。

結語

2017 至 2019 年苗栗縣未有颱風侵襲，

柑橘類連三年豐產，但是農民卻也年年通報

災損、或不知向誰求助病蟲害管理的專業建

議，顯示栽培管理可能存有實質問題，缺乏

學習管道。因此筆者融會自身農學知識及相

關文獻，輔以實例照片並繪圖，提供農民及

相關產銷班參考，期能協助農友增進自身栽

培管理技術，把時間精

力花費在營造良好的樹

體結構及樹冠層次，健

壯樹勢而能減少用藥及

以合理化施肥方式，不

僅替農民減少成本更增

進生產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