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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高接梨種植面積約 5 千公頃，每年自日本進口梨接穗約 17 萬公斤，為提

供國內梨農安全、優質之接穗，並防杜國外危險性梨疫病蟲害入侵，農糧署每年

應依據我國「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及「梨接穗進口申請審查作業程序」等

規定，辦理高接梨主產地農民團體申請進口梨接穗之審查。為充分了解日本供穗

園栽培管理及疫病害蟲防治體系，增進本署承辦人員工作知能，安排於本（98）

年 3 月 25 至 29 日前往日本福島、新潟等縣，研習日本供穗母樹病毒檢測實施作

業、輸出梨穗文件製作，及觀摩福島縣、新潟縣之供穗園並與農民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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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高接梨係我國特有之東方梨栽培模式，每年冬春期間將日本進口或高海拔地區

已完成花芽分化之接穗嫁接於中低海拔之梨枝條，即可於中低海拔生產高品質溫帶

梨，並提早產期。我國高接梨種植面積約 5 千公頃，接穗 40％來自日本進口，60％

由梨山地區供應。 

為因應我國高接梨產業生產之特殊需求，確保提供安全、優質之梨接穗，免於

感染國外重大之梨危險性疫病蟲害，造成梨農嚴重損失，農糧署每年均依據「梨接

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及「梨接穗進口申請審查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高接梨主

產地農民團體申請進口梨接穗之審查，經審查核定進口之品種及數量後，旋由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指派植物檢疫人員，分別於夏季前往日本各供穂產地執行產地

檢疫，並於冬季採穗期間執行梨穂之採收、集貨、冷藏或其他相關產地之檢疫查證。 

日本供穗地區集中於東北地區之福島縣、秋田縣；中部地區之新潟縣、長野縣；

關東地區枥木縣、茨城縣；中國地區鳥取縣、兵庫縣、京都府；九州地區福岡縣、

大分縣、熊本縣等。供穗單位計有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木村商店有限会社、神

戶洋行株式会社、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鳥取縣本部、日本株式会社アグりヅや

パアン、日本園藝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及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等 7 個民間團體。供

應之梨接穗品種主要為新興梨、豐水梨，另有少量之秋水梨、幸水梨、愛宕梨，98

年引進少許之秀玉梨。 

每年我國皆須自日本進口約 17 萬公斤之梨接穗，供應梨農生產所需，因此供穂

梨園之梨樹生育情形、供穂地區梨樹疫病害蟲防治體系及其防疫檢疫措施運作攸關

我國梨產業發展之安全。依據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規定，國內得申請輸入梨接

穗者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為限，又依據梨接穗進口申請審查作業程序，申 請 進

口者以高接梨產地農會、合作社等農民團體為限，準此，近五年核准承辦輸入梨接

穗之農民團體包括：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傑農合作農場、東勢鎮農會、和平鄉

農會、卓蘭鎮農會、石岡鄉農會、新社鄉農會、后里鄉農會、大湖地區農會、台中

縣青果生產合作社等 10 個農民團體。 

申請進口之農民團體必須配合與日本供穗單位共同督導日本採穗園落實田間管

理，並須於每年 3 月下旬擬訂日本供穗園位置與列植圖標定、採穗母樹品種、株數、

面積、預估採穗量、園主名冊等書件資料，且在日本農業試驗機構指導下進行供穗

母樹病毒檢定與田間調查後，於 4 月底前送該等資料至農糧署申請進口審查，於每

年 5 月 31 日前由本署邀集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有關專家學者會同審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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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查通過者，再經由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依法進行相關檢疫作業，包括會同日本之

植物防疫檢疫人員執行產地共同查證其外銷用之供穗梨園是否符合檢疫條件、確認

合格之供穗梨園標示內容是否符合供穗園實際狀況等，經查證確認無誤後，由日本

植物防疫檢疫機關編造審查合格供穗梨園名冊，函送我國防檢局備查，作為採穗期

間執行產地檢疫之依據，每年實際進口數量，皆須以前述檢疫合格者為限，不得逾

越原申請進口數量。 

由於近年發現各進口單位提供之日方供穗園種植株樹、標示牌及列植圖等與園

區實際狀況不符等問題，另國內梨農亦反映近年接穗品質不穩定，影響嫁接成活率，

因此安排於本（98）年 3 月 25 至 29 日前往日本福島、新潟等縣，了解供穗母樹病

毒檢測實施作業、輸出梨穗文件製作，及觀摩福島縣、新潟縣之供穗園並與農民意

見交流，以充分了解日本供穗園栽培管理及疫病害蟲防治體系，增進本署承辦人員

工作知能。 

貳、行程及研習紀要 

一、行程 

本次研習期間為 9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至 3 月 29 日（星期六），主要於

福島縣及新潟縣進行，分別訪問日本輸出梨接穗事業關係機構日台農業振興株式

会社、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等供穗園母樹病毒檢定及園地栽培情形，並透由該二

株式会社安排拜會日本農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所新潟支所與福島縣農業研究

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等官方單位。行程如表 1。 

表 1  研習日本輸入我國梨接穗供穗園栽培管理及疫病害蟲防治體系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3/25 桃園機場搭機飛往東京成田機場，轉搭新幹線至新潟縣 

3/26 
拜訪農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所新潟支所，參觀日台農業振興株

式会社梨穗木病毒檢定場及供穗園 

3/27 參訪福島縣農業研究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 

3/28 
參訪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病毒檢定場及梨壞疽斑点病保毒樹檢定

用指標植物試驗園、輸出梨穗文件製作作業流程及供穗園 

3/29 由福島縣搭乘新幹線至東京成田機場搭機飛回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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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紀要 

3 月 25 日 (星期三)    於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 100 班機前往日本東京成田

機場，由成田機場經東京上野轉搭乘新幹線抵達新潟縣

新潟市，夜宿新潟市。 

3 月 26 日 (星期四)    上午由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代表取締役菊地安通先生

陪同拜會日本農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所新潟支所支所

長堺武志先生，訪問梨接穗母樹病毒檢定及輸台梨穗園

產地檢疫作業事宜。下午前往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委

託之コ－プ商事物流株式会社執行供穗園母樹病毒檢定

場，聽取コ－プ商事物流株式会社代表取締役社長平原

其栄先生說明其配合辦理之病毒檢定工作，隨後前往參

觀該会社於新潟市ＪＡ越後中央越後獅子果樹部会（相

當於我國之果樹產銷班）供穗園，並訪談部会長（產銷

班班長）深澤幸雄先生對園地標示、列植圖及近年部会

各社員配合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供應接穗等實務狀

況。 

                        參觀深澤幸雄先生園地內樹齡已達 200 年之類產梨，該

梨樹為新潟市月潟地區被日本國定之天然記念物，其栽

培管理、病蟲害防治、土壤管理、營養肥培、採收等作

業曆皆係政府交付農協後指導深澤先生辦理。 

3 月 27 日 (星期五)    上午搭乘新幹線由新潟縣前往福島縣，抵達福島市後由

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常務取締役販売部長岡田新也先生

陪同拜會福島縣農業總合センタ－果樹研究所主任研究

員額田光彥先生及栽培科科長安部充先生，分別由額田

先生介紹果樹研究所業務概況、安部先生說明福島縣日

本梨栽培、病蟲害防治、育種等現況；續由額田先生陪

同參觀該研究所梨試驗園地。 

                        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創設於日本昭和 10 年

（西元 1935 年）12 月，當時稱為福島縣農事試驗場信達

分場，於昭和 22 年（西元 1947 年）9 月獨立為園藝試驗

場，期間組織規模、業務範圍不斷調整，歷經多次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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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境內果樹試驗地之接管，直至平成 18 年（西元 2005

年）4 月改稱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目前該所組織

設有栽培科、病害蟲科，栽培科負責栽培與育種，其中

栽培負責建立福島縣主要果樹生育特性與肥培管理技

術，開發省力、低成本、高生產性技術，開發因應氣候

變遷之改造樹形、接受日光試驗等之生產技術；而育種

職掌為研發福島縣適地適種之新品種，鑑定果樹遺傳，

果樹一種資源之保存與利用。病害蟲科負責病害與蟲

害，病害主要業務為開發果樹主要病害之生態防治法，

研發少用農藥控制病害之防治技術；蟲害則職掌開發利

用化學合成殺蟲劑、天敵或性費洛蒙之生態防治技術。

（詳如附錄六） 

3 月 28 日 (星期六)    前往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由常務取締役販売部長岡田

新也先生陪同參訪供穗母樹梨壞疽斑點病毒檢定場，見

習田間寄接梨壞疽斑点病保毒樹(二十世紀)病毒試驗與

檢測實施作業及梨接穗集貨、檢疫與包裝場，並聽取福

島天香園社長岡田篤先生簡報該会社輸出梨穗文件製作

作業流程。 

                        岡田社長利用幻燈片解說該会社實施「台灣輸出梨穗木

事業之工程概要」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於前年度 12 月

受理有意願供穗農戶申請，1 月提出供穗園列植圖及病毒

檢定植株，3 月由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所檢疫官審查供穗

園病毒檢定情形，合格之供穗園清冊提交台灣進口單位

辦理進口申請審查，7 月由中日雙方檢疫官進行產地檢

疫，產地檢疫合格之園地於 11 月梨樹落葉後開始採穗，

供穗農採收之接穗交給農協統一集貨後，送達天香園進

行選別、包裝及低溫 4℃貯藏，集貨場進行輸出檢疫，檢

疫合格者由中日雙方檢疫官簽署合格供穗文件，合格梨

穗木出口方式有空運及海運，空運自成田空港運至桃園

機場，海運則由橫濱港運至基隆港。 

                        聽取岡田社長之簡報後，由常務取締役販売部長岡田新

也先生陪同參觀該会社於福島市町庭坂區供穗園病毒檢



 5 

測、園區標示及栽培等實際狀況。 

3 月 29 日 (星期日)    上午搭乘新幹線由福島縣前往東京成田機場搭乘中華航

空 CI 017 班機返國。 

 

参、心得 

茲就日方供穗園疫病害蟲檢定體系、供穗園栽培等研習目的，分述其心得如後： 

一、日方供穗園疫病害蟲檢定體系 

梨是全世界性水果，在台灣自高接栽培技術開發成功，高接梨已成為高經濟

價值之作物。然而台灣梨山地區所產之梨穗無法完全供應各地梨農所需，為因應

梨農之需求，以及避免日本梨樹上所發生之梨壞疽斑點毒素病及萎縮病等危險性

病害，藉由輸入之梨穗引入國內，於民國 77 年經前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公告「由

日本專案進口梨接穗檢疫作業須知」，作為自日本進口梨接穗之作業依據，並開

始試辦。期間歷經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成立、日方防疫檢疫體系變更、我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梨接穗輸入作業便因應修改名稱及增刪修部分條文，直至民

國 94 年修正為「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由農糧署負責進口單位之申請審查，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專責進口梨接穗檢疫。 

鑒於我國於民國 9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檢疫措施必須符合國際規範，並

適用於所有相關輸出國家，因此，刪除限定自日本輸入梨接穗之規定，明定申請

輸入梨接穗者及供穗國家以經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核定者為限。申請輸入梨

接穗者應每年提出供穗園名單清冊、梨接穗進口計畫書、前一年度辦理情形報告

書等資料，供穗國家亦配合提供有關供穗梨樹品種、園藝性狀、產區分布、地理

位置及氣候、供穗地區梨樹疫病害蟲種類、發生狀況及防治等詳細情形，且供穗

梨園應在輸出國農業病蟲害防治機關之指導下進行疫病害蟲共同防治，並須具有

完整之疫病害蟲防治記錄，輸出時亦應加強實施防疫檢疫措施。 

準此，每一年度我國之進口單位與日方供穗單位針對梨接穗進口業務皆規劃

完整具系統性及制度性之流程，詳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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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日雙方執行梨接穗進口業務流程表 

月份 我國進口單位工作要點 日方供穗單位工作要點 

1 月 發放當年度進口梨穗作業及梨穗寄接

情形 

預估次年度採穗園供穗品種數量並聯

繫其工作進度 

2 月 當年度進口梨穗木寄接情形田間調查 向日方植物檢疫單位提出梨壞疽斑點

病毒檢定承諾書類 

3 月 聯絡進口地區進行次年度檢疫作業及

進口書類作業 

有關進口業務細節商議、契約書擬定

及進行進口業務文件準備 

4 月 將日方提供 8 組文件向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按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規定

申請進口；前往梨穗供穗園及農業交

流考察事宜 

日方單位應彙總 8 組文件：梨接穗提

供者承諾書、梨供應園位置圖、病蟲

害防除曆、田間防治紀錄、檢疫承諾

書類等在 4 月初送達申請進口之農民

團體 

6-8 月 安排台灣植物檢疫官赴日本進行產地

檢疫；接受梨農申購梨接穗作業，預

估申購數量 

請日本植物檢疫官會同產地檢疫，視

察梨園生產狀況及氣候情形、採穗園

植物保護作業情形，評估可供穗數量 

9 月 提供有關梨採穗規格細則，雙方訂立

合約書、匯款事宜 

請日方單位進行集貨場相關設施之確

定，進行供穗園採穗、集貨、分級、

包裝等作業說明會；包裝紙箱資材預

定數量及訂貨事宜 

10 月 召開梨穗發放前置作業及有關信用

狀、貿易協定開立 

商訂梨穗輸出計畫書 

10 月下

旬至 11

月下旬 

梨穗辦理通關申請有關作業 1.梨穗輸出前置作業開始 

2.梨穗集貨作業，分級包裝作業說明會 

3.進行開立信用狀等事宜 

4.請日方按梨接穗出口各項協議辦理 

5.安排雙方植物檢疫配合工作 

12 月 辦理梨接穗進口各項業務及發放梨穗

作業 

請日方按梨接穗出口各項協議辦理及

集貨通關運儲等業務 

 

這次主要參觀日本梨的兩個重要產地新潟縣及福島縣，見習重點為供穗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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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病毒檢定及園地標示、栽培等現況。日本梨全國栽培面積有 14,300 公頃，每公

頃平均產量 2,300 公斤，產量達 328,200 公噸，產地主要分布於千業、茨城、福

島、鳥取、常野、枥木、埼玉、新潟、熊本、福岡、愛知、大分、佐賀等十三個

行政區，其中新潟縣 526 公頃、福島縣 1,110 公頃。福島縣供穗申請單位多為福

島天香園株式会社、有限會社木村商店，而新潟縣為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有

限會社木村商店之供穗地區。每年福島縣輸出接穗為豐水、新興、幸水等品種，

以豐水梨穗為大宗，新潟縣為豐水、新興等品種，以新興梨穗居多。 

我國於民國 77 年委託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專案自日本進口梨接穗，由於

嚴格之檢疫作業，供穗量無法大幅增加，滿足梨農需求，自民國 79 年起開放各

農民團體辦理梨穗進口，迄今已有 19 年，經訪談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福島

天香園株式会社等供穗單位了解，渠等供穗園母樹病毒檢定程序皆依據台日雙方

梨接穗輸出入檢疫規定辦理，渠多已配合我國需要及其供穗園梨樹物候期研訂供

穗園之輸出之標準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一）簽訂供穗合約書： 

日方供穗單位與台灣進口梨接穗之農民團體簽立供穗合作之合約書，由日

方供穗單位專任代理日本之梨穗進口，合約簽訂後，日方有意願供應梨接穗給

台灣之梨農依據供穗園設置條件，包括：供穗梨園應在日本農業病蟲害防治機

關之指導下進行疫病害蟲共同防治，具有完整之疫病害蟲防治紀錄、供穗梨園

之梨樹生育良好，且供穗母樹未嫁接其他品種等，於每年 12 月填具申請書向其

所屬農協簽訂供穗意願契約書。 

（二）供穗園病毒檢定 

農協受理供穗梨農契約書後，翌年 1 月由農協向供穗單位提出供穗園栽培

地的「栽植圖」，及採集總株樹百分之ㄧ以上穗木，於 1、2 月間由供穗單位向

日本檢疫單位申請供穗園梨壞疽斑點病毒檢定需求，2、3 月間將採集之穗木送

至該二單位於經日本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檢疫所驗證合格之溫室（溫度設定在

18~22℃）檢定場，嫁接指示植物 HN-39 於豆籬實生苗，鑑定「梨壞疽斑点病

毒」、「莖線蟲」及其他危險病蟲，每年 3 月底前日方檢疫官必須親臨至供穗單

位病毒檢定場判別有否罹病株，寄接於保毒樹之穗木萌發之新葉若出現梨壞疽

斑点病病徵，則判定為不合格園地，必須棄卻不得為供穗園，反之，則列入合

格供穗園，並由農協與日本農業病蟲害防治機關之指導下進行疫病害蟲共同防

治，並確實記錄疫病害蟲防治紀錄。 

每年日本梨穗供穗園之梨壞疽斑點毒素病及萎縮病等危險性病害檢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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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可依據七項流程如次進行： 

1、每年 12 月下旬在玻璃溫室內種植檢疫檢定用台木。 

2、1 月上旬將玻璃溫室加溫，日溫設定為攝氏 25℃，夜溫為攝氏 20℃。 

3、1 月中旬將被檢定之母樹採二枝穗，各取一芽並從指示植物 HN39 取一芽，

同時嫁接於同株台木。 

4、2 月下旬起如指示植物 HN39 之新梢已生長三～四片葉時，玻璃溫室內之溫

度日夜設定攝氏 20 度 

5、3 月初 HN39 之指示植物新梢已長出五～六片葉時，日本農林水產省橫濱植

物防疫所檢疫官到溫室內執行病毒檢定。 

6、6 月底 7 月初我方派防檢局檢疫人員赴日本惠同日本檢疫官到供穗園栽培地

實施梨樹主要病蟲害檢疫檢查。 

7、玻璃溫室內之病毒檢定及園地檢疫檢查合格栽培地，方列為年底之合格供穗

園。 

（三）製作進口業務文件 

日方各供穗單位依據每年 3 月日本農林水產省植物防疫檢疫所檢疫官提供

之合格供穗園檢疫報告書，製作供穗園名單清冊、果園位置圖、病蟲害防治保

證書等，在 4 月初送達我國申請進口之農民團體申請進口審查。 

經參訪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與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之供穗母數病毒檢

定場實施狀況，發現該等会社非常用心且有誠意的落實檢測作業，尤其福島天

香園以其專業育種業者立場，為台日雙方梨接穗輸出入建構一套標準作業流

程。於 3 月 28 日參訪時，發現日方檢疫機關除依照我國現行梨穗輸出規定檢定

病毒外，其另委託福島天香園檢定場進行二十世紀、新二十世紀等品種嫁接指

標植物「HN39」之特性試驗研究，期盼未來檢定梨壞疽斑点病毒保毒樹品種多

元化。 

（四）輸台梨接穗供穗園產地檢疫 

每年 6、7 月台灣進口單位向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提出產地檢疫行程，

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派檢疫官會同日本檢疫官實地檢疫供穗園植物有害

生物發聲及防治情形，並查證供穗園地是否為日方提供之供穗清冊，是否符合

我國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規定，符合規定者列為合格供穗園，以確保輸入

接穗之品質，維護我國梨產業生產安全。 

（五）選取花芽穗木 

每年 11 月 15 日前後，供穗園梨葉片黃化開始落葉後，由農協召集供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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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召開採穗前說明會，宣導採穗品質、規格及保鮮等注意事項。供穗農一般自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20 日採穗，採穗後兩天內送交農協，農協於驗收之當天下午

送到福島天香園集貨。 

（六）選別、包裝、冷藏 

農協送到之梨穗依台日雙方協議之品質規格逐枝選別，每箱以淨重 10 公

斤包裝，裝箱捆包後立即送入設定 3 至 5℃之冷藏室貯藏。 

（七）採穗期間由台日雙方檢疫官執行採穗檢疫。 

（八）運輸 

輸出檢疫合格之梨穗報關後以空運或海運抵達台灣。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

之台灣出口梨穗木事業的工程概要詳如附錄六。 

二、供穗園栽培 

本次研習另一主要目的係為了解近年我國執行梨接穗輸入產地檢疫檢討報

告，各進口單位提供之日方供穗園種植株樹、標示牌及列植圖等與園區實際狀況

有差異之問題，經參訪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與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之供穗園園

地標示、栽培等現況後了解，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與其合作供穗之農協－日本園

藝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於會勘供穗園田間栽培及病毒檢定通過後即分發每一供

穗園壓克力材質約 B5 紙張大小之「台灣向け梨穗木輸出園地標示牌」，登載之內

容包含栽培地（供穗園）番號、栽培者氏名、所在地、申請品種株樹等資訊，該

標示牌必須掛置於供穗園入口處，方便產地查證時核對合格供穗園資料。據福島

天香園株式会社表示，該公司自與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合作梨接穗出口業務以

來，即配合台灣檢疫規定於供穗園地掛置標示牌，園地編號應與供穗園名冊編號

相同，如因破損、遺失皆須立即補發，截至 97 年度參加供穗之農民未以顯露隱

私之名義反對於標示牌上公開其姓名、住址。 

至於，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則表示，日本近年重視個人資料保密之法令，

建議簡化合格穗園之標示牌內容。針對是項建議，經訪談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

供穗農新潟市ＪＡ越後中央越後獅子果樹部会部会長（產銷班班長）深澤幸雄先

生對園地標示牌登載內容看法，深澤先生表示，其係配合日台農業振興会懸掛標

示牌，登載內容可包含園地編號、栽培主姓名、園地地址、面積、品種、株樹等

資料，勿須登載栽培者居住地址。 

參訪期間正是日本冬季，於新潟縣每天早晚皆下雪，而福島縣日夜溫差大且

午間風勢強，故此時梨園栽培僅見結果樹樹型，及前一年度採穗修剪培育之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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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勢。經實地訪視新潟縣、福島縣之梨園，發現新潟縣梨園為平地栽培，該等

供穗地區田間梨樹整枝修剪落實，枝條誘引有序，雖整片梨園覆蓋白雪，但可見

維持健壯而持久性的結果樹勢，難能可貴的是竟見識樹齡已達 200 年之類產梨，

並品嚐其於室溫下已儲存將近 6 個月之果實。又觀察福島縣之梨園管理，梨樹之

枝幹及根部皆有適當的生長量，整枝與修剪朝建立單純而理想的骨幹，樹形之配

置培育係以達到最高產量目標樹勢為主。 

日本梨園之栽培管理，其栽植距離多為 6 公尺×6 公尺或 8 公尺×8 公尺，梨

樹的樹型都採取自然開心型，主幹在靠近地面 80 至 100 公分的部份分岐三～四主

枝，利用誘引使樹枝開張，將主枝、亞主枝、側枝及生育枝配置在棚架上井然有

序，如此之配置，有利於開花、著果及葉片截光量，讓水、養份之流轉既單純又

不浪費，能維持一定之生長均勢。相較我國梨園之整枝修剪管理不受重視，常有

主枝多、亂而空洞，無法控制樹材生長比例，影響養份積儲，不能保有持久且高

度生產力之樹勢。 

我國自 94 年起為輔導建立國產梨接穗優質供穗體系，召集栽培管理、土壤

環境、植物病理、病蟲害防治、採後處理等產官學專家成立梨技術服務團，輔導

梨山地區合法使用且管理良好之梨園，改善栽培管理，推動供穗園全程品質管

理，提高接穗品質，建構優質供穗體系，目前已建構 36 公頃之供穗園，其中供

穗模式多有仿日本輸台供穗園之作業規範，本次研習日本梨園為培育樹勢之田間

管理良好作業心得，將提供技術服務團參考，期盼加強我國優質供穗園田間管

理，促進國產梨接穗媲美日本進口接穗。 

肆、檢討與建議 

為因應我國高接梨接穗輸入需求，並防杜危險性疫病蟲害入侵，影響我國農業

生產安全，農糧署每年應依據我國「梨接穗輸入檢疫作業辦法」及「梨接穗進口申

請審查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高接梨主產地農民團體進口梨接穗之申請審查。每

年 6、7 月間，11、12 月間各有一次之產地檢疫，以落實梨接穗輸入檢疫規定。 

透由近年防檢局執行之產地檢疫檢討會了解，日方申請供穗之園區供穗母樹株

樹有誤，與我國各進口單位提供之日方供穗園清冊不符；或供穗園標示牌經常未確

實懸掛無法核對該園是否為合格供穗園等問題；再者，國內梨農亦反映近年接穗品

質不穩定，影響嫁接成活率，透過本次前往日本福島、新潟等縣觀摩其供穗園及輸

出梨穗文件製作過程，充分了解日本疫病害蟲防治體系，增進梨接穗輸入進口審查



 11 

工作知能。有關本次研習活動之檢討及建議事項如下： 

一、日台農業振興會建議簡化合格供穗園標示牌登載之內容案，將配合防檢局產地

檢疫檢討會共同研議予以統一標示牌內容。又標示牌內容是否涉及日本個人資

料保密之規定，未來研擬採用 PDA 或 GPS 或其他資訊工具定位供穗園，如此既

可簡化梨接穗進口申請及審查作業書面資料之印製，又可提供檢疫人員確實掌

握日本合格供穗園位置，方便進行現場核對檢疫，降低作業時間及成本。另外，

為防範未合格供穗園混充情形，及有利我國檢疫人員掌握日本合格供穗園資

訊，懸掛標示牌於園區入口處確有其必要性。 

二、觀察日方輸台梨接穗供穗園病蟲害防治體系運作過程，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建

置一套標準作業流程，相較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之作業流程精準且有制度，

福島天香園之供穗園疫病害蟲檢定體系應可提供我國進口單位建議其日方申請

供穗單位參採，亦值得我國輔導建構國產梨穗優質供穗體系計畫之參考。 

三、參訪日本福島及新潟等縣梨園栽培，深刻體會日本梨農應用整枝與修剪方法控

制樹形、樹材生長比例，梨園行株距排列以及棚架設置井然有序，不僅奠定良

好結果樹形基礎，枝條誘引合理分配於棚架上，增加光合成產物之流轉，維持

健壯而持久之結果樹勢，進而提升梨園管理作業效率，值得我國借鏡，未來國

內老舊梨園更新栽植或國內育成低需冷性梨更新等計畫都須加強落實整枝與修

剪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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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日本供穗園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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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島地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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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潟地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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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株式會社福島天香園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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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株式會社福島天香園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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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島県農業総合センター    果樹研究所業務執掌 

（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 

栽培科  栽培担当（栽培科  栽培負責人） 

●主要果樹の生育特性把握と的確な肥培管理技術確立（充分理解主要果樹的生育

特性及確立正確的施肥栽培管理技術） 

●省力・低コスト・高生産性技術の開発（開發省力、低成本、高生產性技術） 

●気候変動に対応した技術開発（調節氣候變動的技術開發） 

 

栽培科  育種担当（栽培科  育種負責人） 

●福島県のオリジナル新品種の開発（開發福島縣獨創性的新品種） 

●果樹の遺伝子マーカー検索（果樹遺傳基因的標誌搜尋） 

●果樹の遺伝子資源の保存と利用（果樹遺傳基因資源的保存與利用） 

 

病害虫科  病害担当（害蟲疾病科  病害負責人） 

●果樹主要病害の発生生態と防除法開発（果樹主要病害的發生生態及病害防除方

法的開發） 

●難防除病害の防除法開発（開發不易防除的病害防除方法） 

●環境にやさしい新防除法開発（開發新的且環保的病害防除方法） 

 

病害虫科  虫害担当（害蟲疾病科  蟲害負責人） 

●複合交信撹乱剤や天敵類の利用技術の開発（實用複合交信攪亂劑（confuser）及

天敵類的利用技術） 

●ハダニ類やアブラムシ類薬剤感受性検定と防除法改善技術開発（檢查葉蟎類和

蚜蟲類的藥劑敏感度及開發害蟲防除的改善技術） 

●新規発生害虫の発生生態解明と防除法開発（明確的解釋新害蟲的引起生態和開

發害蟲防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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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島天香園辦理輸出台灣梨接穗作業流程圖 

 

 

1．花芽穂木出荷希望者及び栽培地の申込受付（前年 12 月） 

　 

2．栽培地「植栽図」の提出（１月） 

　 

3．ウイルス検定用穂木の提出（１月） 

　 

4．栽培地のウイルス検定・・・・・農林水産省植物防疫所検査官合否判定（3 月） 

　（合格栽培地） 

5．栽培地検査・・・・・・・・・・日本国と中華民国的合同による、栽培地（園 

                                 地）の重要病害虫発生の検査 

　（合格栽培地） 

　 

6．花芽穂木採取開始・・・・・・・落葉後（「豊水」の落葉期は平年１１月１２ 

                                 日～１５日頃）の１１月１７日頃から採取開 

                                 始） 

　 

7．栽培者が JA に持込 

　 

8．JA が福島天香園に搬入 

　 

9．選別検査梱包作業 

　 

10．冷蔵庫へ貯蔵（低温４℃貯蔵） 

　 

11．植物輸出検査（集荷地輸出検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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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梨接穗輸台檢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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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平成 15 年日本鳥取縣農協辦理梨接穗輸入台灣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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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本供穗園輸出接穗品質規格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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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本供穗園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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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福島天香園供穗園列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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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訪實況相片集 

 

 

 

 

 

 

 

 

 

 

 

 

 

 

 

圖 1、拜會日本農林水產省橫濱植物防疫所新潟支所 

 

 

 

 

 

 

 

 

 

 

 

 

 

圖 2、拜會新潟支所支所長堺武志先生感謝配合執行梨接穗輸台檢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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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コ－プ商事物流株式会社代表取締役社長平原其栄先生說明該公司配合

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辦理供穗園病毒檢定作業流程 

 

 

 

 

 

 

 

 

 

 

 

 

 

 

圖 4、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代表取締役顧問黃月先生說明供穗園入口處標示

牌登載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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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日台農業振興株式会社代表取締役菊地安通先生建議供穗園標示牌無需

登載栽培者居住地址 

 

 

 

 

 

 

 

 

 

 

 

 

 

 

 

圖 6、參觀新潟市ＪＡ越後中央越後獅子果樹部会部会長深澤幸雄先生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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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深澤幸雄先生梨園飽滿充實之芽體 

 

 

 

 

 

 

 

 

 

 

 

 

 

 

 

圖 8、訪問深澤幸雄先生對供穗園管理及配合供穗之實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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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深澤幸雄先生梨園內樹齡達 200 年之類產梨樹芽苞生育情形 

 

 

 

 

 

 

 

 

 

 

 

 

 

 

圖 10、新潟市月潟地區被國家指定為天然記念物，樹齡已 200 年之類產梨標

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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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額田光彥先生陪同參觀該

所梨試驗田 

 

 

 

 

 

 

 

 

 

 

 

 

 

 

 

圖 12、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梨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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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額田光彥先生介紹該所培

育之新品種涼豐梨特性 

 

 

 

 

 

 

 

 

 

 

 

 

 

 

 

圖 14、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育成之涼豐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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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目前仍受日本種苗法品種權保護之秋月梨 

 

 

 

 

 

 

 

 

 

 

 

 

 

 

 

圖 16、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葡萄 Y 字型整枝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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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果樹研究所幸水梨剪枝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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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拜會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社長岡田篤先生，並聽取該会社輸出梨穗文

件製作作業流程簡報 

 

 

 

 

 

 

 

 

 

 

 

 

 

 

圖 19、參觀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供穗母樹實施病毒檢定之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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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社長岡田篤先生解說寄接 HN39 實施病毒檢定試

驗過程 

 

 

 

 

 

 

 

 

 

 

 

 

 

 

 

圖 21、各供穗園檢定樹嫁接指示植物 HN39 生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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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常務取締役販売部長岡田新也先生陪同參訪該社

實施新二十世紀梨田間寄接梨壞疽斑点病保毒樹試驗田 

 

 

 

 

 

 

 

 

 

 

 

 

 

 

圖 23、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常務取締役販売部長岡田新也先生陪同參訪該社

福島市町庭坂區供穗園列植圖與園區檢定母樹標示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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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供穗園 

 

 

 

 

 

 

 

 

 

 

 

 

 

 

 

圖 25、福島天香園株式会社與有意願輸出接穗至台灣梨農簽訂之合作意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