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74      芒  果

學名：Mangifera indica L.

科名：漆樹科

別名：檬果，檨仔。

形態特徵：大喬木。葉互生，多近叢生於小枝條先端，嫩葉帶紫紅色，老葉則呈

綠色或暗綠色。花小形，多數，黃綠色或淡黃色，雜性，呈頂生或生長於

枝條先端葉腋的圓錐花序；1～4月開花。果實為核果狀，於5月下旬開始

成熟，果肉可供食用；核甚大，富含纖維質；種子 1 枚，扁球形，堅硬。

果實形態有橢圓形、腎臟形等。成熟果之果皮有綠色、黃色而至紫紅色，

果肉為黃或橙黃色。

生態分布：亞洲印度、馬來西亞。臺灣的芒果大約是 400 年前由荷蘭人引進栽種。

在臺灣，被廣泛栽培為果樹及行道樹。

胸高直徑：104公分；樹高：15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30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段281-2地號；座標 X：239470,Y：2707787

製作告示牌日期：108 (2019) 年 12月。

應用：芒果樹型高大優美，是臺灣南部常見的行道樹樹種，園藝栽培種則多矮化

以利管理與採摘。果實成熟時，味甜可食。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芒果樹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獅潭鄉新豐村八角林段281-2地號-芒果

    該樹已於民國108年公告為苗栗縣受保護老樹，該老樹位於進校門口的左側

旁，胸高直徑104公分，樹高約15公尺，該校創校於於日政大正8年(1919)，於

民國107年(2018)辦理慶祝創校百周年校慶，確切植樹年代不可考，據校方與地

方耆老表示，該老樹樹齡已達百年，目前生長狀況佳，樹形優美，歷屆校友都留

有難以磨滅的生活點滴與記憶，是該校的精神代表。

    畢業於該校，且於該校退休的劉俊權老師(民國43年生，1954)說，以前的老

校友們曾說，該老樹與校齡接近，因此推算應有百年，劉老師從學生時代便開始

吃過該樹的果實，當時就已經很大株了，需 2人方能合抱，直到退休之前，也偶

而品嚐，他說，土芒果不但很香，其甜中帶點酸的味道更是難以忘懷，尤其在沒

有零用錢的年代，學生們總是會想辦法採摘芒果，因為樹木高大，結果實部位大

多在樹幹中部以上，無法爬到樹上採摘，因此學生會拿桂竹竿用打、用夾的方式

將較微低矮的芒果採下，老師們看到學生採摘時都會制止，若成熟的芒果落下，

果實幾乎會破裂而無法食用。其甜味與香氣總會吸引大批虎頭蜂與蜂類前來取食，

因此在果實成熟期，師長們也會宣導學生避免到芒果樹下，以免被蜂類螫到。

    民國79年，臺三縣拓寬之際，當時校長是黃俊雄校長，校門於此時整建，該

樹也順便設置鐵架於樹周邊，高約1.5公尺，其上鋪設木棧道平台，以讓學生就



近觀察樹木生態，作為輔助教學之用，因此該樹成為日後師生休憩、教學場域。

    惟設置於樹周邊鐵架圍欄有少數變形，因樹幹不斷長粗，護欄與樹幹周圍空

間愈來愈窄，已經無法於樹周圍通過，且平台上的木板已經接觸樹幹，已擠壓到

樹幹的生長，應立即將接近樹體的木板拆除，或重新評估該平台的處理方式，以

不妨礙樹木健康生長為優先考量。

   照片 1：樹型優美健壯位於校門口     照片 2：設置鐵架並鋪設木棧道平台

照片 3：護欄與樹幹周圍空間愈來愈窄   照片 4：木板已經接觸樹幹並擠壓樹幹

照片 5：芒果樹枝葉多近叢生於枝條先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