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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接梨嫁接技術與石蠟液包裹技術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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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接梨已發展成為宜蘭地區高價值的經濟果樹，目前透過

產銷班之活動與運作，互相經驗交流，及技術指導單位之輔導，

並辦理果品評鑑及展售活動，已全面提高寄接梨生產品質，降

低生產成本，嚴格做好分級包裝，建立品牌形象及信譽。宜蘭

縣三星地區農會已將三星上將梨品牌通過認証許可，由於生產

之寄接梨品質甚獲消費大眾之肯定與喜愛，也打開品牌知名

度，今後更應努力經營，維持最高之商品信譽。 

在未來我國即將加入 WTO 之際，對國內農業生產必帶來

衝擊及挑戰情況下，為進一步提高本區寄接梨生產品質，及提

昇競爭優勢，果農須加強改善栽培管理及嫁接技術，茲摘要介

紹嫁接技術與石蠟液包裹之應用如下，以供本區果農參考。 

寄接梨的嫁接技術 

(一)寄接品種之選擇： 

目前蘭陽地區最適合嫁接之寄接梨品種為「新興」及「豐水」，其他如幸水、福壽或黃

金梨等對本區氣候環境之適應性、嫁接成活率及品質均有待觀察，不宜大量嫁接生產。而花

蓮地區則以較早期嫁接之秋水梨及蜜梨為主。 

(二)樹齡：利用橫山梨母樹種植四年後所生長之徒長枝條嫁接寄接梨。 

(三)嫁接時期：於國曆 12月下旬∼1月中、下旬之間為嫁接適期。 

(四)接穗處理： 

嫁接用梨花苞應於嫁接前 3∼4週由梨山果園剪取所需花苞枝條，花芽飽滿充實，取回後

用紙箱包裹良好，避免水分蒸發，冷藏 2℃左右低溫下約 500∼600小時左右。嫁接前花苞枝

條必須消毒，以防病原菌潛伏，可用硫黃粉泡水 200倍液，將花苞枝條放入浸 2∼3分鐘，取

出涼乾後再剪取所需芽苞進行田間寄接

作業。 

(五)嫁接數量： 

嫁接數量依樹齡而異，目前果農有提

早嫁接及超量嫁接之情形，為樹體發育著

想，請勿超量嫁接為宜。一般依樹齡分四

年生母樹每株寄接約 10穗，五年生約 15

∼20穗，六∼八年生 20∼60穗，九∼十

年生 60∼80穗，十一年生以上 120穗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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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嫁接方法： 

1.接穗削切之切面在芽體之側向或內向，切削長度須與高

接砧配合，切面要平滑才能與高接砧之切口緊密貼合，

切削對側之短切面斜度在 45∼50度為宜。 

2.寄接砧之削切，寄接砧枝留存長度 15∼20公分，削切

深度以切接刀之深度為宜，切口厚度則配合接穗大小，

以兩者之形成層能有最大接觸面，使切口皮層與接穗形

成層對應，有助於癒合更為牢靠而不崩裂。 

3.接好後不可移動，可用黏性捲膠帶小心的自切口外繞二

圈，下方應繞過切口底部 2公厘以上 3∼5圈，緊密綑

繞，然後套上塑膠袋，塑膠袋長度延至切口底部 2 公

分，上伸至接穗上方 5公分。 

4.目前除傳統套袋方式外，為節省人工，已研發石蠟液花

苞包裹法及石蠟膜花苞包裹法及封口腊膜花苞包裹法，不同包裹方式目前仍以傳統套袋

法及石蠟液(融點 90∼95 )℃ 法為佳。 

5.寄接後約 25∼30天，當看見白色花瓣含苞待放時即接穗除袋的適當時機。 

(七)疏果： 

以每穗疏果後留 3∼5果為宜，可留第 2∼5果位為佳。疏果期以謝花後 25天左右展開第

一次疏果，隔 15天進行第二次疏果，第三次疏果在套袋前全部完成。 

(八)寄接花苞所萌發伸長之嫩芽及葉片，應配合疏果作業時間，

分批加以剪除，即第二次疏果後僅留一個嫩芽，在嫩芽上留

四個葉片摘心，於果實套袋前再剪掉此嫩芽枝條。 

(九)套袋： 

成果後 40∼50天，即幼果期套紙袋，幼果期套袋用紙袋開

口處利用硫磺水 200倍浸漬後風乾再套袋。套袋前利用晴天氣候

連續每隔 2∼3天噴藥一次，至少噴藥二次以上，徹底防治病蟲

害，尤其套袋前對梨瘤蚜要特別注意防治。 

石蠟液包裹之應用 

寄接梨要嫁接用之梨花苞（如新興梨、豐水梨……），經低

溫冷藏後，於適當之嫁接期取出梨花苞枝條，先用 200倍液之硫

黃水浸 2∼3分鐘取出涼乾後，開始切取所需之花芽接穗，首先

必須準備一具控溫加熱攪拌機，選購較佳之軟蠟材料（融點在 57℃上下左右）將石蠟粒放入

不具磁性之金屬容器內加熱，其間並利用磁石轉子攪拌，使容器內溫度能十分穩定均勻，以

溫度計量測，控制在 90∼95℃左右之高溫狀態下，此時果農即可將已切削好的梨花穗，在接

合面以外的部位浸入石蠟液後，瞬間迅即取出涼乾，因在高溫度下蠟液包裹梨花穗，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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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薄薄的蠟膜且具有韌性，即快速浸在融蠟器後取出接穗與空氣接觸立即凝固，為最大特色，

如此即完成包裹手續，簡單易行。 

石蠟液包裹利用上之優點 

經本場 2∼3年以來之試驗研究與示範比較，及農業試驗所施昭彰博士之研究發現，利用

石蠟液包裹梨花穗具有甚多優點（如下述），值得果農參考應用。 

(一)可節省寄接人工及材料成本： 

寄接梨所費成本中以人工費最高，材料費次之，施行此法之後，由於嫁接作業只需將花

芽接好縛緊並將切口完全包覆好即可，不需另行套袋縛緊鐵絲魔帶，俟花芽萌動開花後，自

然無需解套袋等動作，除了節省工時也節省了材料。一般農友均在寄接前一晚削切花芽，因

石蠟沾裹量少不燙手，小孩婦女也可幫忙沾蠟，可大大紓解農村人力不足問題。目前初步保

守估算，每公頃因使用新法節省的人工材料費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減少環保污染問題： 

石蠟液包裹可免用塑膠套袋，解決除袋後塑膠袋焚燒及隨地丟棄製造的環保問題。 

(三)開花穩定旺盛，結實率提高，減少不利環境對寄接成果之影響： 

由於嫁接部位以上以石蠟液包裹，嫁接部位則以膠帶緊密黏縛與外界環境隔絕，但又與

環境因子尤其是溫度緊密互動，有如自然之花芽一般，比較不會受到套袋內積熱、低溫及水

氣多結霜之影響，發生霜害等意外的機率大幅降低，成功率自然升高。本場於本（90）年春

作辦理石蠟液包裹示範面積二公頃，經調查成活著果率達 85%，比傳統套袋作業約 60%，著

果率顯著提高，尤其宜蘭地區冬天嫁接後經常陰雨不斷，傳統套袋作業除套時遇寒雨最易失

敗。由於花芽之營養水分供應較傳統方法為充分，故開的花較大而旺盛，花梗較粗，雌蕊柱

頭較低，假性結果率約高 2∼3成，開花期如遇連綿陰雨，也可因假性結果率提高而減少損失。 

(四)施藥徹底，可減少病蟲害為害之機率： 

由於遮蔽處少，在一般施藥作業時嫁接處不會因塑膠套袋遮蔽躲藏一些病蟲原，施藥效

果徹底而乾淨。 

(五)減少人為作業之延誤： 

有如自然開花一般，除了避免以往開袋時環境之短時衝擊外，且可避免人為延誤授粉適

當時機。 

(六)其 他： 

此法亦可廣泛應用於一般苗圃之嫁接工作如枇杷、蓮霧、林木等之切接上，成果十分良

好。 

以此法操作時因與環境條件互動，沒有塑膠袋內之溫室效應，故開花可能稍遲數日，但

對採收期影響不大；沾蠟時如石蠟液溫度較高，開花會較整齊，著果率較穩定，可降低再次

翻刀之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