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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心怡 (助理研究員 )

柑橘樹體結構與整枝修剪注意事項

前言

柑橘整枝修剪主要是為培養合理樹體結

構、增加樹體通風與光照、方便果園管理以

達到穩定生產、提高果實品質與延長經濟結

果年限的栽培管理技術。本文將簡介樹體結

構與枝梢生長習性，並對維持樹體結構的整

枝與修剪技術，將其目的原理與操作分別加

以說明。

樹體基本結構

柑橘為芸香科柑橘屬亞熱帶常綠果樹，

溫度適宜時，枝梢即自然生長，樹體幾乎都

是綠葉及枝梢，看似繁雜但每一根枝條都有

其歸屬，因此需觀察枝葉是否多餘及分布是

否合理。柑橘樹體結構是由主幹、主枝、側

枝及枝組所構成，其中主幹、主枝及側枝較

為粗壯稱為骨幹枝，主要為支撐樹體骨架；

枝組則為著生葉片和花果的枝梢組成，功能

為行光合作用及開花結果 ( 圖一 )，基本結構

如下說明：

一、主幹：由地面到著生主枝的樹幹，其上

分布主枝，支撐著整個樹體。

二、主枝：著生於主幹上成為樹體主要骨架

的骨幹枝，其上著生側枝。

三、側枝 ( 亞主枝 )：著生於主枝的骨幹枝，

其上著生枝組。

四、枝組：著生在側枝上的枝梢，一個枝組

一般由 3 個以上的枝梢組成，依枝梢數、

占據空間可將分為大型枝組、中型枝組

及小型枝組，枝組上已經開花結果，則

稱為結果枝組。

五、輔養枝：著生在側枝之外的枝組，常著

生在主幹和主枝有較大空間的地方，作

用是補在空缺處以充實樹冠。在樹體的

主枝、側枝尚未完全形成時，輔養枝可

先形成樹體早期產量和營養水平的基

礎，但隨著樹體的生長，在主、側枝有

衝突時，就要將輔養枝疏除或縮小範圍。 

圖一、柑橘的樹體結構。

春梢、夏梢、秋梢的生長習性

柑橘枝梢以抽梢發生的時間依序為春

梢、夏梢與秋梢，抽梢次數和生長量受氣候、

樹體年齡、生長勢及著果等因素影響。

一、春梢：萌芽在 2 月～ 4 月，為主要的結

果母枝，抽生主要是利用去年貯存養分，

所以春梢節間短、葉片小、抽梢整齊。

二、夏梢：生長通常在 5 ～ 7 月間，其抽生時

間因溫度高，故枝梢的節間長、葉片大。

夏梢生長有利於幼樹擴大樹冠，但夏梢

抽生太旺盛則影響當年果實的生長。

三、秋梢：一般在 8 ～ 10 月生長，其生長勢

比春梢強、比夏梢弱，9 月以後抽生的

秋梢因溫度漸降低，枝條不充實，較不

能形成花芽形成結果母枝，故在生產利

用上價值不大。

整枝修剪的原則及方法

「整枝」是將樹體培養成具有合理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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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分配及良好通風透光條件的技術；「修剪」

則是綜合短截、疏枝及抹芽等方法調節樹體

生長及結果間的平衡，先利用整枝技術培育

理想的樹體結構，會使修剪變得相對省工容

易，反之就會變得雜亂繁瑣，以下分別將「整

枝」及「修剪」技術加以說明。

一、整枝技術

依柑橘品種樹勢加以調整，在條件允許

的狀況下朝著理想樹體去做，多一枝少一枝

及枝條方位差一點都沒有關係，只要基本的

點符合整枝目的都可以，主要的基本點如下

( 圖二 )。

( 一 ) 有一定高度的主幹，約 40 ～ 60 公分左

右，構成樹體骨架的主枝 3 ～ 4 個，平

分 360 度，每主枝上側枝 2 ～ 4 個，各

側枝之間保持合理距離，第一側枝分支

點距主幹的距離約 50 ～ 60 公分，依樹

冠大小而定。

( 二 ) 在第一層主枝的分枝角度基本上盡量控

制在 40 ～ 60 度。主枝角度小，生長勢

會太旺，新梢一齊往上長，不能形成層

次。生長角度過大，末梢枝條會下垂，

生長勢漸弱。側枝角度調整，在每次梢

展葉後及時進行，角度小側枝的應採拉

枝，使之張開；分枝角度大的側枝，應

以支撐物 ( 如竹子等 ) 撐起。

( 三 ) 樹體高度控制在 3 公尺以下。

圖二、利用整枝技術形成樹體輪廓。

二、修剪

( 一 ) 樹型輪廓修剪：先大概預估理想樹型的

輪廓，如高度、主枝及側枝的角度，循

而漸進修剪。幼樹整枝確定樹型後，以

促進生長為優先，故不需要大幅修剪；

成樹超出高度範圍的進行回縮修剪、短

截或拉枝，由上而下整理樹冠，即上位

主枝依序往下修剪，依主枝→亞主枝→

側枝的順序修剪，降低樹冠。 

( 二 ) 綠葉枝組修剪：樹體輪廓整理好之後，

由樹冠外側往內部修剪，疏去不需要枝

條 ( 圖三 )，縮減樹冠，如：在樹基部的

徒長枝、枯枝、混雜擁擠的枝條要疏掉；

主枝及側枝的分層要有間距，離約 30～ 40
公分，避免上下層枝葉都蓋在一起；枝

條的疏除量一般為總量10～30%枝條量。

夏梢依枝條位置和用途而異，若可以遮

擋烈日曝曬枝條及果實可留下，但若無

用途的話應疏掉避免與果實競爭養分，

但也不能一下都去除掉，會使樹勢變弱。

如果是生育情況良好，枝條較多的樹，

可疏除掉約 30%，若枝條量較少，則疏

掉約 10%，實際操作過程應根據樹的生

長發育情況來調整疏枝量。

圖三、將徒長枝、交叉枝、枯枝及過密枝等

修除。

( 三 ) 調整枝條生長：依樹型需要於適當位置

將枝條截短，或適度修剪枝條頂端，促



10

進萌發健壯新梢以補充所需枝條。因柑

橘花芽較多，易在枝條頂端形成，若過

度將頂端剪短，花芽就多被剪除，開花

量會大幅減少、易造成減產，因此應保

留適量當年的結果枝，以確保產量。 

三、修剪的方法

( 一 ) 短截：將枝梢剪去一部分的修剪方法，

按其輕重程度可分為輕度短截 ( 剪去

1/3 枝條以內 )，中度短截 ( 約 1/2)、
重度短截 ( 約 2/3) 及重度短截 ( 留樁短

截 )，其作用是促進抽梢及短截切面芽

口生長、降低分枝高度及結果部位降低

等 ( 圖四 )。

圖四、柑橘枝條短截。

( 二 ) 疏剪：疏剪又稱為疏枝，枝梢基部剪除

的修剪方法，疏剪會減少枝條數，削減

母枝至全樹的生長量，增加枝梢間的間

距，改善樹體和樹冠局部的通風透光條

件，常用於生長旺盛、分枝多、樹冠緊

密的樹上、對徒長枝及過密枝進行疏枝

( 圖五 )。

圖五、疏剪生長過密枝梢。

( 三 ) 緩放：是指對柑橘部分一年生枝任其生

長，不進行修剪，當年便可開花結果，

為弱勢修剪常用的方法，另幼樹也會用

緩放不修剪來擴張樹冠。

( 四 ) 抹芽：萌芽至新梢抽生至 1 ～ 2 公分

時，將不符合生長所需的嫩芽、嫩梢抹

除 ( 圖六 )。

圖六、抹芽將不符合生長所需的嫩芽及嫩梢

抹除。

( 五 ) 拉枝：將直立枝拉平或拉斜，可增加樹

體的透光性，緩和生長勢，有利於營養

生長向生殖生長的轉換，可將直立徒長

枝轉化為結果枝組 ( 圖七 )。

圖七、柑橘枝條往下拉枝固定。

四、各年齡時期的整枝修剪：

( 一 ) 幼樹期：修剪目的主要是養成樹體的骨

架，促進樹冠擴大，利用輕修剪以培養

主枝、亞主枝為主，因樹體小分支少、

日照良好，枝葉儘量不修剪。

(二 )結果初期修剪：結果初期樹冠仍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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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逐年增長，因柑橘種類、品種、管

理等而異，通常為 4 ～ 6 年，成為樹冠

結構還需更長的時間，朝向結構完整的

樹型修剪，在主枝上逐步形成側枝，在

側枝上形成結果枝組。此時的樹冠若結

果量少，則生長勢旺，結果量多則生長

量弱，樹冠擴大得慢，柑橘在結果初期

既要儘可能擴大樹冠，又要形成批量的

結果，並逐年快速增長，此時修剪即協

調樹冠擴大及果實生產同時進行。

( 三 ) 成年樹 ( 盛果期 ) 修剪：果樹進入盛果

期，結果部位逐漸外移，結果枝逐漸從

內的短枝轉向外圍春梢，這時要及時

疏果及控制果量，並留出明後年的預備

枝，對已結果多年的枝組，依生長勢強

弱，分年回縮更新，以穩定樹勢，防止

大小年結果。

結語

柑橘早期的樹體形成過程中，對結構和

枝組的分布可有較長遠的規劃，預設永久骨

幹枝及臨時的輔養枝，透過整枝技術逐步完

成主枝與側枝的配置。修剪主要是維護整枝

後改造的良好樹型，促進樹體通風透光及控

制樹勢，調節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以防止隔

年結果，達到的優質穩產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