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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有機栽培技術簡介 

前言 
由於經濟與社會環境的演

的自然無污染與安全衛生之要

費者接受與利用，因而成為農業

不像蔬菜等短期作物般可以利

有機栽培往往需面臨更嚴峻的

素以無污染的好山好水著稱，

友善，能夠保護既有的理想環

區隔性與競爭力，在本區農業

較為龐雜，本文即針對果樹有

果園之栽培環境與設置 

果樹是長期作物，一旦果

更新，因此果園的環境條件便產

更遑論採行有機栽培模式的果

措施，果園內的灌溉水質及農

與水土保持措施，確保水土資

當之行株距，以利日後果樹生

之工作，確保果園園區與果樹

園應具備良好的排水環境，可

快排水的速度；若屬地下水位

管等地下排水方式以求改善。至

以及土壤調整措施與肥培管理

有機栽培果園禁止使用殺

草。而為減少人工割草的次數

牛等生長勢強盛的雜草或藤蔓

矮草種如矮性鐵線草等，逐步

肥培管理 
在一般的果園管理之中，

學肥料作為追肥、禮肥之用，以

則不允許施用化學肥料與含有

機質肥料為主。但因有機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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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國人生活水準提升，反應於飲食材料的取得之上，對食材

求遂日受重視，使得農產品之有機栽培與生產，也逐漸廣為消

的新興產業。果樹為長期作物，從栽培到採收的時間間隔長，

用輪作、設施或休耕等方法克服病蟲害的發生，因此果樹從事

挑戰，也更需要多方條件的互相配合以求克盡全功。花蓮地區

是從事有機農業的理想環境，而有機農業的發展，不僅對環境

境；有機農產品也可以進一步塑造品牌形象，強化消費市場的

發展的前景上，佔有著重要的地位。由於果樹的有機栽培技術

機栽培之各項內容提出簡要之說明，提供有志者參考。 

園設置完成，便可能進行長達十幾年的經濟栽培與生產而毋須

生了根本且長遠的影響；採行一般栽培模式的果園既已如此，

園。有機栽培之果園應有適當防止外來污染之圍籬或緩衝帶等

地土壤之重金屬含量應符合標準，並且應施行良好的土壤管理

源之永續利用。若為新植果園，果樹小苗栽種時應注意保持適

長所需；若為既成果園轉型為有機栽培，則必須注重整枝修剪

樹冠內的光照、通風良好，以建立良好的栽培環境。此外，果

利用高畦栽培、設置排水溝或深層耕犁打破土壤硬盤等方式加

偏高之情況，則最好是重新選擇果園的設置位置，或是使用涵

於果園土壤的酸鹼性、養分含量等，則可利用土壤取樣檢測，

技術加以改進。 

草劑除草，因此果園應採行草生栽培，並以人工或機械中耕除

，在果園除草時，可選擇性的針對牛筋草、土香、稗草或野牽

類予以連根剷除，而保留相對溫和的雜草；或者引進適合的低

更新。 

通常是使用有機質肥料搭配化學肥料作為基肥，並單獨使用化

求肥料能夠快速提供植物吸收利用；而在有機栽培果園之中，

化學肥料之微生物製劑及有機質複合肥料，因而需以單獨的有

料屬於緩效性肥料，肥效較慢，較不適合擔任追肥、禮肥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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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此以天然資材經由發酵製成液體肥料之方式，可以提供一項不錯的選擇。有機液肥的

肥效較快，可供追肥、禮肥使用；液肥製作時若搭配不同種類的天然資材，則可分別製成高

氮、高磷或高鉀含量的有機液肥，能夠提供果樹特定之生育時期需求使用，例如中小果期可

單獨使用高鉀含量的有機液肥促進果實甜度，而採收後可搭配高氮、高磷與高鉀的液肥以恢

復樹勢。相關有機液肥的製作與使用，可以參考本場舉辦的「花蓮及宜蘭縣有機液肥及堆肥

製作講習會」之資料。而本場在今年也曾利用有機液肥進行有機栽培文旦柚的肥培管理，結

果亦顯示使用有機液肥可以增加果實甜度，並且也沒有發生因為使用有機液肥而導致病蟲害

增加的現象，值得從事有機栽培者從事果園肥培管理時參考。 

因此，有機栽培的果園肥培管理，必須每年針對果園土壤與植株葉片進行取樣分析，再

依據分析結果、當年果園產量等因素決定該年的基肥（有機質肥料）的使用種類與用量，如

果果園植株氮素含量偏高，則使用的有機質肥料必須選擇含氮量較少的有機質肥料種類；若

土壤養分充足，則可考慮酌減有機質肥料的用量。另外，還需依據土壤分析結果進行土壤 pH

值的調整工作；需注意的是，有機質肥料與土壤調整皆須與土壤混合攪拌方有最佳的效果，

單純的土壤表面撒施，對於土壤改良的效果較為有限。而到了果樹生育小果的時候，則可製

作高磷與高鉀含量的有機液肥進行葉面噴施或土壤澆灌，以促進果實生育與累積糖度。等到

果實採收之後，則可以使用高氮、高磷與高鉀含量的有機液肥作為禮肥，以求恢復樹勢，為

明年的生產奠定基礎。 
  

▲土壤取樣 ▲有機栽培果園採用草生栽培 

病蟲害防治 

有機栽培禁止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也就是不能使用化學農

藥進行病蟲害管理，然因台灣高溫多濕，病蟲害發生頻度大，因此如何有效的防治病蟲害的

發生，可說是有機栽培的重大挑戰。從事有機栽培對於病蟲害的防治，可以單獨或合併使用

物理、非農藥或生物等防治方式進行之；物理方式是指套袋、黏板或長期浸水等方法，非農

藥防治方式是指以天然礦物、動植物等天然物之抽出或萃取物為之；而生物防治方式則是利

用寄生或捕食性天敵，或者是利用拮抗菌等方法，以降低病蟲害的族群密度，進而達到控制

病蟲害發生的目的。除此之外，改進通風光照等環境條件以養成健康樹體，也是重要的病蟲

害防治方式之一。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目前對於有機栽培的非農藥防治方式之研究與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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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尚不及傳統化學農藥，各類天敵等生物防治法亦須多方條件互相配合方能成效，因此各

項有機栽培的病蟲害防治方式，皆仍需田間實際之應用與觀察。 
  

▲利用天然資材製作有機液肥 ▲製作煙草浸出液防治茶黃薊馬 

果樹有機栽培的病蟲害防治，於冬季修剪時需注意將果樹的病蟲害枝條與枯枝等剪除乾

淨，所剪下的枝條與園內殘留腐爛的果實雜物等，應該將其移出果園，避免留置園內成為明

年病原滋生的溫床。修剪清園之後，冬季亦為病蟲害生育弱勢的時期，宜進行冬季防治作業，

可選擇夏油或窄域油類製品進行全園噴施，配合冬季低溫，可降低病蟲害族群密度，減少來

年病蟲害發生的機率。來年春季氣溫回升之後，應留意果園內病蟲害發生情形，一旦有狀況

發生，則應趁其未擴散之前即予處理，剪除病枝焚燬或進行防治作業。目前對於各類病蟲害

所使用的非農藥防治方法有以下幾種可供參考。針對蟲害防治部分，可使用夏油、窄域油類

製劑與糖醋液防治各類害蟲，辣椒液與大蒜液可防治鱗翅目類昆蟲的幼蟲，利用菸草浸出液

或黑殭菌防治薊馬、椿象等蟲類，利用蘇力菌防治蛾類幼蟲，或是使用香茅油或薄荷油產生

忌避驅趕的效果，利用黏板、補蟲燈等方法進行防治。而對於病害的防治，通常多利用枯草

桿菌 、木黴菌增強靜菌作用或產生重複寄生以拮抗許多病原菌。 
  

▲清除枯枝可減少病原感染的機會 ▲果實可利用套袋提供保護 

結語 

果樹生育期長，受病蟲害、肥培與環境因子之影響時間亦長，實行有機栽培較短期作物

困難。從事果樹有機栽培耕作者，雖則對環境友好與有益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身體健康，但是

豐產與品質優良的果實仍是追求的目標，在此其中牽涉了園藝、植物保護與土壤肥料等各相

關領域，使得有機栽培應該是更細密的農業操作，需要各相關領域共同的努力與配合。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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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的病蟲害防治作業，其效果往往不如化學農藥的防治效果來得迅速有效，其病蟲害

防治成效應著眼於長期性與生態性，更需各栽培技術的配合以竟其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