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小麥屬於溫帶地區作物，栽植環境通常

溫度較低，一般分布於8-14℃的區域，以春

播秋收及冬播夏收方式栽培，分為春小麥及

冬小麥。臺灣屬亞熱帶季風氣候，並非典

型適合小麥栽培區域，北部地區為秋播春小

麥，因社會或環境因素導致播種栽培方式改

變，多以二期稻作後至隔年一期稻作前進行

裡作栽培，栽培期短且產量受季節影響大。

小麥開花充實期高溫限制

溫度是影響小麥產量重要因素之一，從

開花至成熟期持續高溫（30-38℃），產量

降低主因在於穀粒生長下降，影響程度20-

50％；開花期間高溫也會使小花生育率、稔

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並要提高農產品查驗

頻率，加強上市前農漁畜產品農藥或動物用

藥殘留檢驗，以及市售肥料飼料等農業資材

重金屬汙染檢驗，以期能建立消費者信賴的

農產品標章制度。

該會將發展設施農業新技術，以智慧科

技農業協助青年從農計畫，並持續活化在地

經濟，推行食農教育，鼓勵地產地消，設立

區域農產加工中心整合產銷，結合農業休閒

旅遊。對於農民生產組織的改革，農委會亦

將透過合作社、產銷班及農民團體來整合小

農，規劃生產專區，推動生產加工包裝至行

銷的垂直整合，也把現有各種網路行銷農產

品納入農產品網路交易平臺，讓消費者了解

農產品生產過程，確保買賣雙方交易正常，

進而擴大其競爭力。

落實執行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停止人道

撲殺配套措施

會中臺北市及臺南市政府均對目前動物

收容處人力不足的問題提出意見，建議以行

政委託方式公私協力，引進民間的力量，藉

以解決目前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專業獸醫不足

的問題。另關於人道處理相關規定，將於106

年2月施行的「動物保護法」，農委會已規

劃各項配套措施，包括收容動物可能來源快

速有效減量、收容飼養空間周轉利用率有效

提升、落實動物收容處所管理之動物福利基

準及獸醫專業、動物收容民營化與提升品質

等，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務必正視

動物保護議題，同時儘速充實人力，落實執

行相關工作，以精進我國動物保護工作，維

護動物福祉。

小麥開花充實期高溫限制

及播種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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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率及粒重下降，造成產量降低

10-15％（圖1及圖2）；隨著開花

後進入小麥穀粒充實期，生長末

期之高溫也會導致產量減低，主

因即高溫逆境使穀粒充實持續時

間減少及穀粒充實速率下降，穀

粒粒重明顯降低。

開花期後的高溫於作物生理

上與穀粒呼吸速率相關，會使小

麥植株光合或轉運等生理作用下

降、澱粉代謝受阻、損傷，同時

增加葉片老化，且可能會降低穀粒碳水化合

物的利用性，包括蔗糖濃度、澱粉含量及蛋

白質組成物等，致相關農藝性狀表現不佳，

明顯影響小麥的有效穗數、每穗粒數及粒

重，導致小麥產量下降。

小麥開花及充實期高溫限制會因品種不

同，大致而言，一般栽培適溫12-23℃，開花

期適溫23℃，高溫不宜超過32℃，穀粒充實

期適溫21℃，高溫不宜超過34℃。然而以上

均為平均溫度，亦有學者認為夜晚溫度較日

間溫度影響較大，而實際上氣溫日夜不同，

每天亦有所變化，對於小麥開花及充實期溫

度耐熱性可作為指標參考。

小麥播種適期

臺灣小麥播種期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開花期1月，尚不會有突然高溫的情況發生，

但近年極端氣候頻率增加，至4月時均溫23-

26℃，偶有34℃以上高溫，易影響小麥穀粒

充實情形。

小麥台中選2號生育日數140天，屬中晚

熟品種，北部因種植裡作小麥，會延遲隔年

水稻一期作生產，有「提早播種」需求；如

於9月播種仍屬過早，除生長初期溫度過高造

成小麥生育不良外，開花期仍有高溫逆境影

響。部分地區會因前一期作（二期作水稻）

收穫，而延至12月份播種，在種植最適期外

「延遲播種」，會嚴重影響小麥相關性狀及

生育，同時也延後成熟期，生育後期易遭遇

高溫，減少穀粒持續充實時間，最終影響穀

▲	圖1.小麥開花（左圖）及突出構造為花藥及花絲（右圖）。

▲	圖2.高溫易導致小麥白穗，稔實率及粒重

下降。

3

97

【
農
業
新
知
】



▲	圖1.果實生長期或採收前降雨過多影響果

實品質，甚至造成落果影響產量。

前言

農業生產與氣候息息相關，每種作物都

有其適合生長的氣候條件，各個生育階段適

合條件也不盡相同，當氣候變化超過作物可

容忍的範圍時，即會影響其生長與發育。柑

橘類果實生長期長，尤其桶柑及茂谷柑等，

從著果至果實成熟約需10個月以上，更容易

因氣候變化而影響果實品質。

降雨量對果實品質影響

影響果實品質的氣候因子主要為降雨量

及溫度，而果實性狀中又以糖度受影響較

大，也最受大眾重視。根據中央氣象局新竹

氣象站觀測結果，新竹地區81-99年平均雨量

1,718公厘，而近5年中，100年及103年屬雨

量偏少的年份，分別只有1,223及1,150公厘，

這兩年桶柑、海梨柑及椪柑等糖度皆明顯較

其他年為高，其中103年桶柑及海梨柑糖度分

別達13.2及11.5。Brix；相較之下，101年雨量

高達2,741公厘，比過去平均年雨量多1,023

公厘，當年度各類柑橘果實糖度為5年中最

低，桶柑及海梨柑分別只有10.5及9.6。Brix

（表），顯示果實糖度與降雨量存在一定程

度相關性（圖1）。

氣溫對果實品質影響

以氣溫而言，近5年新竹地區年均溫有逐

年上升趨勢（表），從100年22.28℃，至104

年已達23.33℃，雖與糖度較無明顯相關性，

但104年於降雨量偏低情況下，糖度卻未如預

期較高，可能受氣溫影響。根據中央氣象局統

計資料，104年新竹地區年均溫23.33℃，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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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近年氣候變化對柑橘品質影響

粒發展，甚至可能導致減產及種子乾扁可能

性大增，進而影響到下一期種子播種及產量

表現。

小麥栽培如達栽植適期，建議儘早播

種，並避免延遲播種，然而臺灣各地種植狀

況及天氣不一，需考量不同氣候及環境因

素，以作為調整小麥栽培管理技術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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