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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內溫帶果樹栽植多年(民國41年起開

墾)，尚未辦理品種更新，目前品種係前人引入，可追溯至民國48年試種，至今栽

培主力為蘋果、水蜜桃、梨等溫帶水果。 

去(112)年於5月21日至27日前往日本蘋果產區現地觀摩外並拜會苗商─福島

天香園商議引種事宜，成功於今(113)年初輸入蘋果9種及水蜜桃8種執行檢疫作業

中。 

今(113)年再次拜訪福島天香園，提供前述品種之檢疫情形，並商討後續移植

栽種、嫁接繁殖等苗圃管理技術。本次除了研討苗木引種議題外，另拜訪日本福

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及溫帶果樹園交流栽培管理議題，除了精進農業技術外，

本場期以農業帶動觀光，安排至青森縣體驗觀光型果園舉辦之採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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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下稱本場)於去(112)年前往日本東

北參訪並研擬引種事宜，本場於113年初由日本引入蘋果9種及水蜜桃8種，引進

品種目前於農場檢疫溫室中隔離栽培，為持續與日方保持良好聯繫，鞏固彼此情

誼，規劃於10月28日至11月3日指派人員前往，供應本場苗木之種苗商─福島天

香園，交流苗木栽培近況及後續栽培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此行正值溫帶果樹產季，安排至日本青森農業與觀光結合之觀光果園，本

場除參考日方以食農教育之方式辦理採果活動，藉此將相關農業知識導入遊客認

知外，並針對該果園栽培管理與一般果園栽培之異同處做後續管理之參考，更前

往青森弘前公園觀看其蘋果品種園掛果之盛況，係將果樹盛產之美景作為觀光景

致吸引遊客入勝之典範。 

貳、過程 

一、 行程： 

(一)、啟程：1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 桃園國際機場→仙台國際機場。 

(二)、返程：113年11月3日(星期日) 仙台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三)、行程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行程 備註 

10月28日 

10:15 啟程 桃園國際機場 

14:25 抵達 仙台國際機場 

15:00 路程 前往青森弘前 

10月29日 8:30 
觀摩青森弘前市蘋果

公園 

 

10月30日 8:30 
青森浪岡蘋果山丘採

果體驗 

 

10月31日 
8:45 路程 由弘前移動至福島 

13:00 果樹研究所農業技術 福島縣農業綜合果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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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 

10月31日 
8:00 引種交流 福島天香園 

13:30 溫帶果樹果園觀摩 福島果園 

11月1日 10:00 路程 福島-仙台 

11月2日 
17:15 返程 仙台國際機場 

20:35 抵達 桃園國際機場 

二、 考察重點： 

本次赴日農業技術觀摩，主要行程與工作包含：前往青森縣弘前蘋果公園、

青森縣浪岡蘋果山丘採果體驗，參考採果活動辦理情況與經驗交流。本場開發初

期致力於發展農業，其中溫帶果樹為重要栽培作物之一，並帶動周邊臺中梨山地

區農業發展，生產出溫帶果品(蘋果、水蜜桃、梨)皆深受國人喜愛，近期更因良

好農業基礎，本場透過農業與觀光結合發展高山生態農業觀光體驗旅遊。 

去(112)年5月由前姜副主委率隊至福島與福島天香園(下稱天香園)簽署合作

備忘錄，建立良好合作基礎，本次除前往福島縣農業綜合果樹研究所外，更至天

香園及天香園引薦之溫帶果樹園觀摩，交流溫帶果樹(蘋果、梨、水蜜桃)相關農

業栽培、苗木管理等技術，相關意見與技術除得用於本場溫帶果樹園相更新外，

本次資料亦可作為臺灣溫帶果樹栽培管理之參考。 

(一) 弘前蘋果公園（青森弘前りんご公園） 

位於日本青森縣弘前市，是一個結合了農業體驗、觀光與學習的

綜合性設施。這個公園主要展示青森縣的特色水果——蘋果，並提供

遊客一個了解蘋果生長過程、品嚐各種蘋果產品以及享受自然景色的

場所，建立初期園區以提供周邊教學機構之指導溫帶果樹產業相關技

藝場域，以實體、實作、實際方式予學員親自體驗與學習蘋果相關知

識與務農經驗，後續因觀光興起，收益良好而以教學與觀光雙軌並行

之經營模式，提供予在地莘莘學子及旅客體驗並學習溫帶果樹相關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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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與景點： 

1. 蘋果園： 

弘前蘋果公園擁有大片蘋果園，占地約5.2公頃，蘋果樹種約80餘

種，共計2,300株，全年度遊客可以參觀蘋果樹的栽種過程，並了

解蘋果的品種和生長方式。每年秋季（大約是9月到11月），這裡

的蘋果進入收穫季節，內部果品全數自產自賣，果品達8-9分熟時

執行收穫作業，因此果品有別於進口果品(因需貯運，採收成熟度

不宜過高)，香氣足、甜度高等特色，採收期到本園之遊客可以親

自體驗採摘蘋果的樂趣。 

2. 蘋果介紹 

公園內設有專門的展示區，介紹不同品種的蘋果。青森縣因為得

天獨厚的氣候條件適合栽培蘋果樹，生產出世界知名的蘋果，如

「ふじ」（富士蘋果）和「王林」，不僅味道甜美，且有非常高的

市場價值。 

3. 蘋果相關製品 

園內設有專門的商店和餐廳，提供以蘋果為原料的各式產品，如

蘋果汁、蘋果派、蘋果冰淇淋、蘋果果醬等。這些產品都可以讓

遊客一邊享受美食，一邊體驗蘋果從鮮果至加工，甚至結合觀光

周邊商品的多樣化應用。 

4. 蘋果文化體驗園內有設施介紹青森蘋果的歷史與文化，包括蘋果

栽培技術的發展，還有專業人員講解如何挑選、採摘、儲存和食

用蘋果。以互動式的學習體驗不僅有趣，也讓遊客對蘋果產生興

趣，欲深入認識與了解相關知識。 

5. 活動與節慶 

每年秋季(113年為8月上旬至11月下旬舉辦)，弘前蘋果公園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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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祭等活動，吸引大量遊客參與。這些活動包括「蘋果品嚐會」、

「收穫體驗」等活動，讓遊客沉浸在蘋果的世界中。 

青森弘前蘋果公園是了解和體驗青森蘋果文化的理想場所，無論

是對農業、自然還是美食有興趣的遊客，都能在這裡度過一段愉快的

時光。這裡不僅是一個觀光景點，也是當地農業生產與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 

(二) 浪岡蘋果山丘(アップルヒル) 

此果園位於青森縣重要幹道旁的休息區(道の駅)，於日本2022年

全國道路休息站大獎賽中排名全國第5名，為青森縣中榜首，坐落於

面東的山丘地，占地約1.2公頃，種植50餘種蘋果，會因為季節更迭

推出早生種至晚生種之果品，由於係於日本重要幹道周邊，到場遊

客較多以國內觀光客為主，鮮少有國外旅客到訪，地形恰為丘陵地，

遊客可至展望台上遠眺該區景致。 

本區蘋果果園可以體驗現場採摘活動，今年開放時間於10月1日

起得入園採果，並於11月4日公告結束，休息區攤販除販售蘋果外，

亦販售道地農特產品，更會結合辦理其他活動，如植物染體驗、薰衣

草節、豐收節等慶典，因與在地農業特色結合，活動十分多元且頗受

日本國人喜愛。 

浪岡町於1996年蘋果產量達全日本第一(以町為單位比較)，然目

前因人口外流，從農高齡化，農忙期常面臨人力短缺，本果園管理園

山口先生是承接父親經營之果園，果樹皆為大樹型居多，但有考量

改植矮性樹種，省工與方便管理。 

 

(三) 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農業総合センター果樹研究所). 

創立於 1935 年，組織架構除事務人員外，分為栽培科(包含栽培、

育種)及病蟲害科。 

https://www.pref.fukushima.lg.jp/sec/372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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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科包含溫帶果樹作物之栽培與果樹育種之相關研究： 

1. 栽培管理目前研究方向： 

研究各類溫帶果樹(蘋果、梨、水蜜桃、櫻桃、葡萄等)作物之

生長特性，研究並確立肥培管理技術。 

研究省工、低成本、高生產性技術之開發。 

2. 育種目前研究方向： 

福島縣之溫帶果樹新品種開發，育種方向為市場外觀佳(果粒

大、著色等)或官能品評佳(甜度高、特殊風味、無籽等) 

果樹品種及遺傳資源之保存與果樹作物基因建置與鑑定。 

3. 病蟲害研究方面： 

研究溫帶果樹主要病蟲害之防治方式。 

研究環境友善之防治方式，如運用荷爾蒙干擾、天敵釋放捕食

害蟲。 

新病蟲害發生與防治方式之研究。 

本場已約 2 公頃之區域栽培引進之溫帶苗木，故本次亦積極與日方

探討後續培育重點等農業議題交流，日方不藏私提供其建議與日本

溫帶果樹栽培管理之經驗和新技術，內容整合如下表，供日後辦理

溫帶果樹苗木之園區規劃等相關作業卓參。 

項目 本場 日方 備註 

桃引進品種繁

殖方式 

於當年度開春前，以一次性嫁接於桃

砧木(台灣砧木品種為苦桃、毛桃) 

嫁接需考量親和性

與風土適應性，並

配合相關樹型以利

規 劃 嫁 接繁 殖 作

業。 

日方砧木為初生

桃、筑波 

蘋果進品種繁

殖方式 

當年度開春前，以二重嫁接，先行將砧

木(圓葉海棠)與矮性砧(M26)嫁接後，

再嫁接品種於矮姓砧(M26)。 

日方矮性砧 JM系

列(編號1、2、5、

7)及 M9等品種。 

桃樹型 

1. 設施 Y 字型(6x2公尺) 

2. 開心自然型(露天6x6公尺) 

目前開發為低樹高

開張型與 joint Y 字

樹型 

行株距配合機械

與現地作業 

蘋果 

1. 設施 Y 字型(6x2公尺) 

2. 紡錘型(6x2公尺矮化密植露天栽

培) 

矮化開心型 機械配合作業 

土壤數據 本場預劃區域土壤檢驗數值 pH:7.84 肥培管理除參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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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株式會社福島天香園 

位於素有日本水果王國之稱福島縣內，已創立有89年之久，是當

地優良的苗木生產商，且為臺灣高接梨產業之優良供應商之一，臺灣

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社曾於民國83年6

月23日同時致贈感謝狀(圖四)。 

天香園更協助本場改進溫帶果樹相關之栽培技術並引進當時品種，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本場先後於民國76年10月20日及民國77

年1月時致贈感謝狀表示謝意，去(112)年疫情趨緩後，退輔會前姜副主

委率隊再次與天香園再續前緣，本場與天香園簽署農業技術交流合作

備忘錄，且於今(113)年1、2月先後引入溫帶果樹苗木檢疫隔離中，栽

培情況如下表。 

 

項目 本場紀錄 備註 

引入 

1. 113年1月26日引入水蜜桃苗50株(8

種)。 

2. 113年2月29日引入蘋果苗90株(9

種)。 

 

有機質:2.71% 

磷(P):91(mg/kg) 

鉀(K):169(mg/kg) 

鈣(Ca):5639(mg/kg) 

鎂(Mg):48(mg/kg) 

驗數據外，針對較

難 需 收 之養 分 肥

料，注意土壤濕潤

度及施用時機，如

需立即補充得於葉

片開張時以液態噴

施葉面以利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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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蜜桃萌芽與開花 113年3月15日(全數) 多數有結果 

蘋果萌芽 113年3月29日(全數) 未結果 

設施中 

病蟲害檢視 

一、蟲害： 

1. 蚜蟲： 

無眼瘤大蚜、蓮微蚜。 

2. 蛾類： 

黑點歹夜蛾。 

3. 莖線蟲(Ditylenchus sp.) 

二、病害： 

1. 縮葉病(桃) 

2. 穿孔病(桃) 

3. 煤煙病(桃) 

病蟲害為台灣有

紀錄之種類，且本

場均有執行防制

作業。 

落葉 
113年11月7日(逐漸降溫而落葉) 露天栽培因颱風

過境幾乎無葉片。 

本次前去與天香園研討引入苗木生長情形與後續管理作為，以利

成功完成檢疫程序，於本場執行後續培育作業。 

項目 日方作業 建議 

苗木入冬 

入冬後，溫帶果樹落葉性質，植體進入

休眠，苗木為露天栽培，土壤維持濕潤

即可。 

建議本場維持盆

器中介質濕潤即

可，勿過濕、積水

或乾涸。 

移植前 

如苗木移植會依顧客需求辦理整理： 

1. 最佳方式係現場採購顧客，得連帶

根系土球方式載運至定植區域種

植。 

本場如未來檢疫

通過，建議連帶土

球一併定植，後續

以嫁接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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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需包裝出貨則會依出貨紙箱規

格執行枝條與根系修整，枝條以打

頂方式辦理，根系不動到主要根群

為主。 

3. 如像輸出至本場苗木，因檢疫不得

帶土(清洗及殺菌)，後續包裝與修

剪苗木。 

繁殖。 

嫁接繁殖 

砧木培育時間1年。 

培育砧木嫁接矮姓砧後培育1年。 

最後嫁接欲培養之品種。 

建議先行以密植

方式培育砧木與

矮性砧，待後續嫁

接品種存活後依

行株距定植。 

定植 

植穴最少需要80*80*50(深)cm，底部為

表土、心土、有機質、石灰等混合，最

上層覆蓋表土。 

定植後注意澆水與雜草管理。 

確立存活後1個月再行施用肥料以免

傷害根系。 

依本場當地氣候

回暖時執行定植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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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本場於民國58年起至79年致力於農業發展，從除密切與日方密切交流農

業技術外，亦從日本引入溫帶果樹之果苗栽植成功，後續除本場規劃栽培以

外，更將品種分享予大梨山地區農民、原住民種植。在國際貿易盛行後，外

國果品開放進口前，曾創造梨山地區之榮景，目前大梨山地區部分農地改作，

本場栽培面積因配合國土計畫有所縮減，各果樹栽培面積表列如(表)。 

果樹種類 公頃 株數 

蘋果 16.5 10000餘株 

水蜜桃 3 1000餘株 

梨 0.6 230餘株 

李 0.3 250餘株 

獼猴桃 0.1 50餘株 

本場將前人辛勤栽植之果樹維持栽培管理並收成至今，目前仍以先前打

下良好基礎度過近半世紀，考量未來需迎接許多挑戰(氣候變遷、樹齡增加、

品種改良等議題)，去(112)年重新向日方請益溫帶果樹相關疑義，並從福島天

香園輸入17種溫帶果樹苗檢疫隔離中，期不久將來得順利栽植於臺灣福壽之

地上，再次孕育優良果品，並至福島天香園苗圃見學、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

果樹研究所交流、果農農園參訪，運用於本場引種作業及園相更新等果樹栽

培管理執行。 

於民國79年後本場以雄厚農業資產作為基礎，加上得天獨厚的自然景緻，

逐步發展觀光，除應有的觀光設施與建設外，本場利用農業繁殖技術-嫁接方

式，於同一株果樹嫁接多種品種之方式，培育出蘋果王、梨王、桃王等，遊

客見能於同一株樹上看到相異品種生長結實，經常搶於樹前合影留念，民國

90年間更推出果樹認養活動，至103年轉以「採果樂」方式辦至今讓遊客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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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見到蘋果垂掛在樹上，可以今距離合影，也摸的到，吃的到，親身體驗

採收果實的喜悅，本次前往弘前蘋果公園(弘前りんご公園）及浪岡蘋果山丘

(アップルヒル)兩處亦有辦理採果活動(收穫祭)，比對兩邊活動辦理模式之差

異。 

二、 建議： 

本次赴日著重於苗圃培育、園區建置等重點，以利後續引入品種規劃栽

植方式之參考，另本場疫情後恢復採果活動之舉辦，前至弘前蘋果公園(弘前

りんご公園）及浪岡蘋果山丘(アップルヒル)採果體驗加以比較。 

(一) 農場之苗圃： 

1. 有關本場苗圃培育方式，園葉海棠苗木砧木多以採購方式，後由本場自

行嫁接矮性砧，隔年再嫁接品種，得向廠商採購或是預定培育已嫁接矮

性砧(M26)之苗木，並於隔年3至4月氣溫回暖時交貨，本場僅需再培育

1年後即可嫁接品種，得簡化前方嫁接作業人力，並於有限果園面積中，

培育未來種植之果苗。 

2. 移植作業得於每年溫度回暖，樹苗芽體萌動前執行，並可依日方建議帶

土移植已保持根系完整，提升移植成功率，待成功定植後1個月，再施

用肥料供植體吸收。 

(二) 日本溫帶果樹園見學： 

1. 有關各溫帶果樹樹型： 

為因應日本農業當前趨勢：氣候變遷、青少年外流、勞力高齡化、省工

作業等，於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中所及推廣至日本農民果園

所見之溫帶果樹栽培樹型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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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樹種 樹型 示意圖 

1 蘋果 

延遲開心型 

 

矮性樹型 

 

2 梨 

一字 join 樹

型 

 

Y 字 join 樹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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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蜜

桃 
低開張樹型 

 

4 葡萄 
根域限制栽

培法 

 

本場園區內有栽培樹種為1至3項次之果樹，未來有更新果園之需求，

得參考上述樹型並配合本場當時限制因素，由於本場位處2200公尺之高

山上，日本果園則位於高緯度之平地栽培，果園規劃仍須考量因地制宜

挑選栽培樹型，以利因應未來農業之趨勢與衝擊。 

2. 溫帶果樹栽培管理方面： 

(1) 有關於肥培管理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建議於5至6月時補

充較難以吸收之肥份(如鈣)，可利用葉面施用之方式辦理，土壤施用

則要注意各肥份的均衡使用，因日本地區亦有栽培特定品種(如王林)

容易造成缺鈣之現象，導致果實出現苦痘病，而造成果實風味下降。

王林品種於本場亦有栽培與生產，得於來年栽培管理上調整相關作

業，提升果實品質。 

(2) 另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研究並推廣利用天敵及性費洛蒙

之方式降低蟲害，本場除先前使用「草蛉」、「黏蟲紙」、「果蠅誘捕氣」

外，亦可增加非農藥之防治病蟲害方式，畢竟農藥減量與環境保護

亦是目前趨勢之一。 

(三) 採果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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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轉型為觀光與農業兼具之營業型態後，最具遊客期待的季節就是秋

收時期，除疫情外皆辦理採果活動，結實累累的蘋果樹供遊客得身歷果園中，

收穫圓滾滾的紅蘋果，仍與日方舉辦微有相異之處。 

項目 福壽山農場 弘前蘋果公園 浪岡蘋果山丘 

舉辦時間點 
今年11月1日起至11

月30日止。 
8月3日至11月15日。 

10月1日起得入園採果，

並於11月4日公告結束。 

活動終止條件 皆得因氣候或果品狀況(如數量、品質)等因素中止此活動。 

收費 

每人入園最少須採2

台斤，2臺斤以上以

300元/臺斤計算。 

每 100 公克以 100 日

圓。 

每人限採3顆蘋果計費

600日圓。 

採果區域 
開放果園一區供遊

客自由採果。 

一種蘋果僅開放一棵

果樹供遊客採收。 

僅開放一棵果樹供遊客

採收。 

採果品種 富士 
開放當時成熟品種

(星金貨、千雪) 

開放當時成熟品種 (王

林) 

包裝袋 
提供重複使用購物

袋。 
僅提供塑膠袋。 

客群 

臺灣本國人居多，外

國人多為東南亞、台

灣地區以外華人。 

除日本本國人以外，

外國人以華人居多，

東南亞、西方人。 

日本本國人為主，外國

人較為稀少。 

採果活動不論臺灣或是日本皆是農業結合觀光成功行銷方式，因應臺灣

夏季颱風且多雨之故，本場訂於11月搭配楓葉季開放遊客採果，此時熟成品

種為「富士」蘋果，雙方活動開始前皆告知遊客如何採收與注意事項(如不得

現場吃蘋果、採下果實必須過磅)，但本場參與之遊客多數以中文溝通，然日

本弘前蘋果公園則會以英文向外國遊客說明，本場得培養擁有外語能力之員

工，以因應外語遊客到場參與時能引導其體驗。  



14 
 

肆、結語： 

本次至日本體驗當地舉辦採果活動，將農業與觀光完美結合，且在弘前

蘋果公園現場也有許多臺灣人慕名前來體驗採果，故只要本場良好利用地處

福壽之地的優勢，配合楓紅與山景等自然風貌，當能吸引許多本國遊客到場

旅遊。 

去(112)年前姜副主委率隊至福島天香園簽署農業合作備忘錄後，再次前

往拜會，首先感謝天香園協助培育蘋果與水蜜桃之果苗，現皆於本場檢疫隔

離所培育中，為求來年順利定植與繁殖，再次向其請教苗圃管理、嫁接繁殖

等相關農業技術與注意事項。另前往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與日本在

地農園，與現場管理研究員、農民交換溫帶果樹栽培經驗與成果，除可應用

於現有果園栽培管理之精進，更重要的是，引進新品種撫育及園區規劃上能

多一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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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目前檢疫隔離品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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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照片： 

圖一、左上：弘前蘋果公園眺望岩木山山景；左中：現場採果收費與期程公告；

左下：為蘋果之家中供遊客試吃之果品。右上：當天校外教學之師生；右中：園

內設施與蘋果結合所設計之郵箱；右下採果活動工作人員解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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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左列：青森縣市容與蘋果結合之相關設計。右列：浪岡道の駅「蘋果山丘」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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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上層四張圖為於日本福島縣農業中心果樹研究所專門員介紹研究成果(展

示散發費洛蒙之紅繩、一字型 joint 樹型嫁接照)，合照(左上)由左至右依序為株

式會社福島天香園生產部副主任渡邊洋輔、販賣部長齋藤一雄，研究所專門員

佐久間宣昭，本場代表。 

下層四張圖為農民果園栽培情形(左側展示蘋果樹型及綁黃色假蛇嚇鳥禽、右側

為梨樹果農大樹型改一字型 joint 之栽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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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左列為本場代表拜會株式會社福島天香園岡田新也社長，並有陳列農業

委員會(民國 93 年)及本場(民國 77 年)致贈之感謝狀。右列為販賣部長齋藤一雄

介紹苗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