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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業生產者而言，從初始栽植品種選

擇到末端行銷策略制定與農業環境善後等周

而復始的各個農業生產環節決策都是一門學

問，往往踏錯一步就血本無歸，端賴產官學

界無私分享經驗、智慧與技術來共同改善。

本文「海の柚有機柚園」位處台南市將軍區，

原為一片略帶鹽分地帶且飽受海風侵襲的農

地，在歷經近十五年改植後每年卻可量產有

機柚子，打破傳統沿海地區栽植果樹不易之

地理條件限制。更難能可貴的是，歷經 2001

年至 2003年通過有機轉型期後(圖 1左)，自

2004年(圖 1右)迄今已逾 10年連續通過有機

驗證，猶為可貴。本文作者栽植有機紅文旦

係參考各類栽植文獻與理論以瞭解文旦的特

性與栽植方法，除了請教民間柚農外，也向

農會、農業改良場等專家學者請益，甚至參

加研討會精進，最後將理論與實作融合改良

後，找出適合沿海地帶栽植有機紅文旦的方

法。因此，本文由實務經驗的角度將有機柚

園之實務栽植經驗分享於此，鼓勵並期待後

續有心人在此立基上持續發揚我國之友善耕

作或有機農業。茲將幾項常見面臨的困擾與

實務解決方式臚列說明之。 

 

一、有機緣起 

在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宣布中華民

國國民均可購買農地後，社會上掀起了一股

投資人共同出資在鄉村或山上地區購買土地

作為休閒場所的風潮。本文第一作者由於喜

歡吃白柚，在因緣際會之下購買了一塊位於

將軍區的農地，懷抱著「享受農夫休閒田園

生活」的心態，帶著第三作者踏上了農夫之

路。然而，栽植之初就開始面臨了一連串的

困難挑戰，幸賴第二作者、現任官田時生永

續農場場長的李惟裕老師等有緣人的協助之

下，逐步度過難關並踏入有機農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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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海の柚有機轉型期到有機驗證通過 

 

二、有機柚園常見問題與實務改善方法 

(一)鹽地黏土改良 

通常農地改植作物需先以填土方式處理

地勢低窪之問題，但現實與理想往往會有差

距。筆者即使委託親人尋找較為可靠的包商，

但在未親自監督之情況下，包商仍以魚塭開

挖後的廢棄黏土混和填充，發現時已有大量

的黏土混於其中，這對已略帶鹽分的農地來

說無異雪上加霜，下雨積水曬乾後甚至會有

鹽分留存於土表。但筆者顧及親友顏面，並

未深究，只好另尋它法處理。 

 在 2000年左右，學術界正好倡導利用蚯

蚓自然改善土壤的風氣。在當時相關實務研

究驗證雖然尚在進行，但抱持死馬當活馬醫

的想法，筆者利用鄰近學甲地區虱目魚店宰

殺虱目魚後的血水澆灌於土壤之上，並定期

利用小型耕耘機輔以鋤頭鬆土，試著吸引蚯

蚓常駐並改善土壤。經過約 5年的努力，表

面土壤確實改善許多，樹下表土的蚯蚓密度

高。然而，土表以下約 20公分的黏土仍難以

改變其本質。雖然當時栽植柚樹時特地將穴

植半徑增加許多，期能避免果樹栽植後根部

被黏土阻礙發展導致病變，但少部分柚樹所

在地點的黏土比例過高，仍會發生葉子偏黃

易捲曲、枝幹過細、生長緩慢等根系發展不

良引起之問題。所幸，在李惟裕老師及楠西

鄉蔡和城老師的指點，筆者採用微生物菌處

理，利用高壓噴槍的方式將帶有微生物菌的

液態肥料插入土壤 1.5公尺內，試著增加果

樹的養分吸收同時改良土壤。當時 1罐約 20

公升的微生物菌要價新台幣 3,000元，筆者

於是開始請益李惟裕、蔡和城老師等專家學

者後自行嘗試，經過約 2年臭不堪言的失敗

發酵後，終於成功自行做出適合在地的微生

物菌液態肥料，土壤性質、果樹的生長確實

改善許多，肥料成本也大幅降低。 

 雖然民間至今仍有許多偏方諸如埋下蚵

殼增加微量元素等說法，但實際上利用蚯蚓、

微生物等生物改善環境的方法在改善土壤的

成效最佳。惟考量環境差異之故，建議各地

應找出適地適用的微生物菌等生物改善方法，

方能對在地農民與環境有最大的幫助。 

 

(二)品種選擇與開發 

果樹品種的選擇深深影響後續銷售通路，

若選擇錯誤的品種，則可能會導致至少 6 年

以上沒有收成、或者面臨收成後卻沒有銷售

通路之窘境。因此，筆者考量栽植白文旦可

能難以在銷售通路上與麻豆等地區文旦的紅

海市場競爭，故改植紅文旦、白柚等其他樹

種。茲將筆者近 20年觀察各樹種在將軍區的

適應情形，整理臚列如下，提供後續有心在

沿海地區栽植柚果之參考。1.白柚:第一作者

基於情感與偏好之故選擇種了幾株大白柚，

經多年的栽植經驗發現，白柚雖然生長快速，

但容易受沿海地帶強風或颱風而造成樹枝折

斷開花之情形(圖 2)，每次受創又要經過 3年

以上方能回復，非常耗時又耗工，受創後產

期與產量也會延遲或大幅減少，即使以黑紗

網遮擋減少風害等侵擾，效果極其有限。此

外，白柚特別容易受到天牛侵擾，一旦發現

樹幹有天牛鑿洞流出汁液痕跡，最佳防治法

就是將傷口附近刮除乾淨後，以鐵絲深入洞

口將天牛戳死或勾出，並在樹幹傷口覆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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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硫磺合劑後以布條嚴實包紮，但仍需每天

觀察病樹及周遭果樹數天後，方能確認天牛

蟲害是否已暫時解除且無擴散。由於白柚產

季在中秋過後，適逢文旦買氣結束，故銷路

不佳，加上難以照顧等原因，無怪乎目前市

面上白柚的產量日益漸少，但該品種在食用

與藥用上的特性確實值得保存並發揚光大。

2.樟柚:樟柚是本土原生品種，是民間早期搭

配烏骨雞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偏方，自八八風

災後據說全台灣僅存不到 30株。其照顧不易，

生長緩慢且容易遭受各種侵擾，不適合在沿

海地區栽植。但樟柚果實表皮摸起來有毛茸

茸的感覺，本身帶有一股特殊香氣，吃起來

有酸甘甜的特殊風味，與一般文旦截然不同，

故該品種也值得保存，但是否能經濟化量產

仍待研發。3.紅文旦:紅文旦非常適合鹽分地

帶的栽植，生長正常且對於風害、病蟲害的

抵抗力較佳、恢復較快，產量高。起初從麻

豆區取得紅文旦品種時，筆者栽植多年後發

現有厚皮、薄皮區分，前者果實較大、後者

果實較小，但果實內的種子都非常大顆，一

般消費者若以白文旦的觀念來審視紅文旦，

就會以種子大顆非老欉、個頭太大不好吃等

觀念差異而錯失品嚐紅文旦的機會。而紅文

旦未能如白文旦般受歡迎係因產期在中秋節

過後，故須仰賴相關技術讓其提前採收又不

失風味。4.蜜柚:蜜柚適合在沿海地區栽植，

生長狀況與紅文旦差不多，其未能推廣的原

因也係產期於中秋節後的原因。然而，蜜柚

的果實大顆、果肉顆粒分明厚甜多汁，消費

者曾言吃起來顏色與口感就如鮭魚卵在口中

爆開的感覺而每年指定購買。5.紅金柚:前述

四種是常見的基本柚種，筆者基於興趣之故，

亦試著進行不同柚樹的嫁接，發現可透過適

當的嫁接改變果皮厚薄、果肉口感、果肉酸

甜程度、果實內的種子大小。其中，有一個

品種嫁接出來後與麻豆白文旦一樣都是甜的，

保留了紅文旦的果肉顏色與香氣，生長特性

與紅文旦相同，但卻沒有紅文旦的酸度，更

重要的是可以在中秋節前採收出貨，符合經

濟效益。當時由已故台南市立醫院副院長黃

情川醫師品嚐後命名為「紅金柚」(圖 3)，該

品種嘗試推出後引起迴響，至今仍有民眾每

年特地指定購買。 

 

圖 2、2005年海棠颱風過後樹幹從中被撕裂 

 

 

圖 3、上圖為果園內各式品種的柚子，下圖為

新品種紅金柚及其因應大量客戶訂製包裝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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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灌溉及肥料輸送的結合 

農地水源至為重要，新手農友剛接手農

地往往看見水龍頭就直接打開接水澆灌，所

費不貲，應使用地下水源澆灌(應依法申請地

下水井開鑿)。但近幾年來氣候異常，水源往

往會有地下水位降低不易取水的現象，故宜

備水塔平時儲水，或多預備二口深淺不同的

地下水井以備不時之需，近幾年政府推動的

雨水蒐集系統亦是增加水源灌溉來源的一種

概念。如圖 4 所示，利用馬達將地下水井的

水抽入水塔中儲水，而水塔深埋於土內係避

免水塔影響活動空間及考量安全之故。此外，

地下水井的抽水系統可搭配液態肥料灌溉，

利用同一套馬達設備將肥料沿著埋設好的管

路分送給各顆柚樹，可大幅節省人力。然而，

若欲使用葉面噴灑，雖然仍可利用該系統輸

送，但由於果樹內層交錯複雜，無法安裝一

般噴灑系統澆灌內層葉面，仍須依靠人力才

能讓肥料均勻分布於葉面。 

為了增加果實的水分，傳統柚農到結果

後期往往會使用台語俗稱「淹田」的方式增

加土壤濕度讓果粒長大，但此灌溉方式會使

園內不易行走也難以進行農務工作，往往只

會造成大面積的蒸發現象，卻無法讓水分有

效深入地底供果樹吸收，且原本置於樹底下

的肥料也會被水源帶走無法集中吸收。因此，

在果樹底下埋三公尺左右的塑膠水管，並與

灌溉施肥系統連接，以少量多餐的概念供水

與肥料，可避免資源浪費。此外，果樹的根

部也會因此往深處固著，減少柚樹淺根易傾

倒的機率。 

 

 
圖 4、圖 A為地下蓄水水塔，由圖 B旁的馬達

抽取地下水後注入水塔，橘色桶子則作為液

態肥料混和桶，透過馬達將肥料輸送到 C、D

的塑膠管內，補充實體肥料以外的養分。 

 

(四)柚樹生長維護、淘汰與修剪枝 

雖然栽植初始的品種挑選過程可減少柚

樹生長過程可能產生的損失，但往往還需有

備案處理。如圖 5 所示，栽植者可另外從旁

嫁接 2 至 3 株小苗至母樹上強化養分輸送並

做為輔助根部，可減少如圖 2 因風害造成母

株夭折而養分輸送不足的影響。此外，即使

品種經過挑選，幾年後可能因生長環境不良

或遭受病蟲害，致使果樹或果實生長狀況不

好、口味不佳，此時果農應當機立斷予以移

除重種。然而，果樹的生長尤其是柚樹必須

經過三年以上才能讓其結果，彼時方知該樹

果實風味，若重新栽植必定浪費時間。因此，

可從生長良好、果實風味佳的柚樹身上採取

接穗，並利用強壯的母株進行嫁接，如此可

節省許多時間，並能確保日後果實的品質。

曾有柚農面臨上述問題與筆者研究討論，但

無法接受立即汰換重新處理的概念，但經過

多年後再次相聚聊天，印證若不立即新植或

重新嫁接處理，原受傷的果樹因為額外給予

照顧或施藥而改善的機率確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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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圖為母株兩側嫁接苗木作為輔助根部，

除可強化母株，可增加 B、C圖嫁接的存活率。 

 

(五)沿海地帶設施維護 

沿海地帶風害、鹽害對設施的破壞不容

小覷，筆者初建果園如圖 6 所示並未額外做

防護措施，但多年經驗發現，圍籬必須加上

黑網以減少風害並維持果園內空氣的流通。

雖然一般果園設置 9 尺的圍籬高度已足夠防

止風害，但沿海地區必須設置 12尺以上，且

必須在內部做支撐強化(圖 6)，否則颱風來襲

時就會發生整面圍籬倒塌的狀況，清理不易

又耗費成本。 

一般柚園會在果樹四周搭建固定支架，

藉此調整樹枝方向與矮化，也可在果樹樹枝

上掛滿果實時作為支撐避免枝條撕裂。然而，

早期使用內含鋼筋的水泥條仍抵擋不了鹽分

海風的侵蝕，約 10年時間即面臨風化的情況

(圖 6)，故以錏管作為替代品較為合適，機動

性輔助支撐的部分則可選用塑膠管。塑膠管

的優點在於輕巧且具備彈性，可隨時移動去

輔助需要支撐的果樹，此外，若有果樹需要

特別遮擋風勢，則利用塑膠管配合黑紗網的

效果會較佳，黑紗網也較不易撕裂。 

 

 
圖 6、A圖為建蓋之初未加高、未裝輔助支架、

未覆黑網。B圖為颱風過後倒塌。C與 D圖為

強化支架，但若未經常整理則圍籬會如 C 圖

覆滿藤蔓。 

 

圖 7、A圖為水泥支柱風化，可利用 B圖方式

在旁輔以錏管預防。C 圖是輔以塑膠管配合黑

網，如 D圖架高張開後避免強風傷害柚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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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蛇蟲鼠蟻蚊蠅等危害與防治 

面對生物防治問題時，傳統農藥至今雖

被多數人詬病，但確實符合生產者取得方便、

成本低、效期長、保障收成等效益目標，無

怪乎以經濟生產導向的一般農民難以捨棄傳

統農藥，但這些問題就是有機農業從事者的

硬傷。雖然有機農業從事者會利用溫室減少

傷害，但露天栽植的作物如番薯、南瓜、番

茄、柚子、鳳梨、蓮霧等作物就面臨很大的

挑戰。 

有機果園的生態豐富，不同時期會面臨

不同的生物危害。栽植初期面臨的最大天敵

就是非洲蝸牛、蝴蝶幼蟲等昆蟲。蝸牛會將

剛長出的嫩葉吃掉，筆者曾嘗試過栽植葉子

粗糙且帶刺的雞角刺，但仍不敵蝸牛的侵蝕

全軍覆沒(圖 8)。此外，七星瓢蟲、蝴蝶幼蟲、

粉介殼蟲(俗稱龜神)、柑橘潛葉蛾(俗稱畫圖

蟲)都對嫩葉、成葉都造成很大的影響，甚至

在收成時會讓果實變得難看或滿布介殼蟲與

螞蟻而難以處理。天牛的危害則是短期內會

將果樹樹幹挖洞，一旦樹幹受傷後未即時處

理，該株果樹等於面臨死亡，且天牛的擴散

速度快，若未根除很快就會讓整個果園受其

危害。在開花時期，雖然蜜蜂、果蠅等昆蟲

對授粉有很大的幫助，但是當果粒結實時，

蜜蜂就會循著香氣在果皮上叮咬，被叮咬過

的果實會在該處逐漸潰爛，即使採收時外表

看不出異狀，但內部也等於報廢。 

 

 
圖 8、雞角刺栽植後一週仍被蝸牛啃食殆盡。 

 

 筆者多年嘗試各類有機防治的資材，辣

椒水、蒜頭水、葵無露等家中可自製的有機

防治資材，效用短且成效有限，僅菸草水的

效果最佳，連紅螞蟻、紅蜘蛛等生物也可暫

時性有效驅趕，但同樣有效力不長的問題，

效力視氣候狀況僅約維持 1 至 2 週。後續筆

者亦嘗試過各企業、研究機構、大學研發的

各類有機防治資材，但同樣都有效期短的現

象，故有機農業生產者在健康和長效防治之

間的選擇，確實面臨著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之

困境。 

 從生態學的角度利用斷開食物鏈、相生

相剋或互競的生物防治概念也是一個可靠的

防治病蟲害方式，惟仍需耗費人力長期維護

環境乾淨。螞蟻和粉介殼蟲有生物學上的共

生關係，只要前期控制住粉介殼蟲，樹幹及

果實上較不會有紅螞蟻棲息進而影響採收作

業。然而，紅螞蟻的防治至今仍無有效方法，

即使採用某研究中心提供的螞蟻根除藥劑，

依舊無法徹底根除。成語「蛇鼠一窩」也是

有機果園的寫照，當園內生態形成自然就會

產生食物鏈，錢鼠(肉食性為主)與老鼠是最

常見的鼠類，會在果園裡面尋找昆蟲、鳥蛋、

落果等食物，尤其是果實熟成季節的落果若

沒有清除保持地表乾淨，老鼠會將果皮咬出

一個洞，並進入果實內進食，隨後就會有果

蠅、紅螞蟻等昆蟲也進入其中(圖 10)。僅有

極少數的鳥類會將果皮啄出一個洞吃紅文旦

(推測應為較大型鳥類)，大部分的鳥類都會

以果園內的芭樂為進食目標。 

 



7 
 

 
圖 9、天牛、瓢蟲、蜜蜂令柚農頭痛 

 

 總結而言，不論是誘蟲黏紙輔以費洛蒙、

矽藻土等資材撲滅昆蟲的方法，或是利用辣

椒水等替代農藥的方式來減少昆蟲危害，都

僅能有短暫效果。但若能隨時保持果園內的

乾淨，則可從打斷食物鏈的角度減少各種病

蟲入侵的機率。舉例來說，傳統農民會認為

若有落果或農業廢棄物，應任其棄置或挖洞

埋在地底，最後任其轉化成農地上的養分，

殊不知這些農業廢棄物的分解過程正好提供

孳生蚊蠅鼠類等生態的最佳溫床。因此，露

天的有機農業生產確實是一條非常艱辛的道

路，應抱持著與整個有機生態環境共存、建

立適合在地果園有機生態的模式，而非設法

撲滅殆盡的概念方能以有機耕作的方式永續

經營。 

 

 

圖 10、滿地落果若未收拾，會形成食物鏈造

成果園環境汙染。 

 

(七)人體傷害與緩和 

從事農業工作必定會有人體傷害產生，

撇除水泡、扭傷、拉傷、挫傷、甚至被剪刀

或機器誤剪手指或割傷等物理性傷害以外，

在有機果園裡面最頭痛的人體傷害就是蚊子、

紅螞蟻和不明過敏原。 

有機果園中雖然會有蚊子，但是只要盡

量減少園區內容易積水的地方，相對就會少

很多蚊子或小黑蚊。而防制蚊子除了本身穿

戴長袖衣物與頭巾外，最有效的方式為傳統

的蚊香，現代防蚊液雖有效果，但容易很快

就被汗水沖淡而無效。令人訝異的是，民間

流傳明星花露水驅蚊效果最佳，經筆者多年

實證噴灑於工作服上，確認該產品的防蚊效

果最佳且長效，迄今仍持續使用。 

務農時最容易遇到紅螞蟻，紅螞蟻是果

園內最令人害怕的生物，僅能於工作時特別

小心，被咬到後並無特別有效的防治藥物。

如圖 11所示，被一隻紅螞蟻咬不到一秒，約

十幾分鐘後就會在被咬之處的周遭開始出現

明顯的腫脹，摸下去會硬且熱，筆者試過皮

膚科醫師多種藥膏，均無法有效立刻消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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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等隔天才能略為消腫，一個禮拜後仍可

見傷口紅腫未能癒合，通常要三個禮拜以上

皮膚才能回復原狀，但要時時慎防成為嚴重

的蜂窩性組織炎。然而，筆者親友會熬製一

種前人流傳下來專治紅螞蟻咬傷的秘方藥水，

只要被咬當下立刻塗抹，腫脹程度確實會減

少許多，後續傷口癒合的速度也較快，此秘

方是否確實有此效用值得以科學驗證，若有

效也可將此秘方設法保留以免失傳。 

 有機果園由於沒有噴灑傳統農藥之故，

各式病菌深藏其中難以預防。最常見的就是

不明過敏原造成的類似蕁麻疹的大面積浮腫

起疹過敏(圖 11)，遇到此種狀況去西醫皮膚

科看診，也只能吃下抗組織胺等減緩過敏的

藥物並輔以塗抹類固醇藥膏，通常一至二個

禮拜以上會痊癒，但若未妥善處理，仍有機

會反覆復發。有趣的是，人體也會產生抗體

和有機果園內的過敏原逐漸達成平衡，若常

去果園，則過敏現象會逐漸降低甚至不會再

發生。然而，一旦太久沒去，過敏原對人體

又會逐漸造成影響。(待續) 

 

 

圖 11、上圖為紅螞蟻咬傷手背後，手腕側邊

半小時就可見明顯腫脹。下圖為不明過敏原

引起的蕁麻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