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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為禾本科小麥屬植物，原產於溫帶地區，依據聯合國農糧組

織統計，近幾年平均產量約為6.5億公噸，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穀類糧

食之一。自綠色革命以來，小麥的生產技術日新月異，已能填飽多數

人口，但因近年全球極端氣候影響，包括俄羅斯嚴重的旱災與火災，

加拿大與昆士蘭省的水患，大陸北方華北嚴重的冬季乾旱，使得全球

小麥庫存及產量下滑，致使價格居高不下，造成小麥進口國物價上漲

的壓力。

屬於亞熱帶的臺灣，因氣候使然，小麥栽培環境原不理想，但由於

育種技術的與日俱進，促進早熟種水稻及小麥相繼育成，讓民國40-50
年間的冬季裡作小麥得以推行，年產量最高曾達45,574公噸；但因民國

50年代小麥開放進口，加上農村勞力缺乏及小麥收穫利潤較低，以及87
年起政府停止契約收購，致使栽培面積急遽下降，迄今全國小麥種植

面積僅剩60-70公頃，產區集中在台中大雅一帶。台灣小麥育種自民國

27年至34年間陸續育成台中1號至32號（缺27號），台灣光復後，本場

仍繼續致力小麥品種改良工作，已先後育成抗銹病及白粉病的台中選2
號，以及豐產、抗銹病、抗白粉病、抗穗枯病的台中34號；此2個品種

皆可採用省工的不整地栽培方式，除了可以減少雜草滋生外，還能降低

能源及勞力的支出，目前國內栽種的品種就是台中選2號。

從聯合國農糧組織最近發表的統計資料發現，小麥增產的幅度遠

不及全球飢餓人口數的攀升速度，預料全球將面臨更多糧食危機的發

生，加上天氣變遷因素，可能加劇糧食短缺的恐慌，如今年占大陸冬

小麥生產面積百分之四十的華北8省產糧地區發生嚴重乾旱，各國擔心

大陸搶購國際市場中的小麥，將對世界糧食市場造成嚴重的影響。小

麥雖非我國主要糧食作物，但因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增加對麵食類

的消費，使得我國每年仍需進口小麥約110萬公噸。反觀國內小麥產銷

情形，國產小麥每公斤生產成本約在15元左右，與進口價格比較已相

去不遠，每公頃產量可達3.5公噸，較俄羅斯的2.3噸高出許多，加上

倘小麥進口船運儲存方式不佳，經常導致品質受損及新鮮度下降。因

此，推動本土小麥的栽培將是緩解糧食短缺的因應之道，藉由國產小

麥的栽種除了可以活化台灣休耕農地外，更可縮短食物里程、降低碳

足跡及提高糧食自給率，符合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節能減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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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東北方的山城地區是主要的寄接梨產區，位於和平、東勢、

新社、石岡、后里、豐原等地的梨樹每年都遭受梨赤星病的侵犯。梨

赤星病屬於銹病，藉由風來傳播，有轉主寄生的特性，當梨與龍柏存

在同一地區時，梨赤星病才會發生。過去研究發現距離龍柏 100 公尺

內的梨樹，赤星病發生嚴重，在 100-1500 公尺的範圍內梨赤星病罹病

率隨距離增加而降低 ，然而在山城地區由於地形及風勢等其他因素影

響，梨赤星病與龍柏銹病相互感染的範圍可能更遠，例如位於豐原非

主要梨產區的龍柏上仍能發現大量的銹病孢子。

不同種類的龍柏會被銹病感染，借住在龍柏上的孢子為目前梨赤

星病唯一的傳染源。山城地區的龍柏大多位於學校、公家與私人的事

業機構、寺廟、住宅等，總計數量大於 1000 株，因為有大量龍柏存在

當地，梨赤星病因而不易防治，如欲根除梨赤星病，應鏟除臨近梨樹

的龍柏並避免龍柏種植。

松柏類的植物有獨特的美感價值及意義，除龍柏外，許多松科、

杉科植物也是適合當地的景觀植物，而與龍柏樹形相似的側柏 (Thuja 
orientalis，別名黃金側柏、黃金扁柏) 也廣泛栽植於山城地區，過去未

曾發現側柏介入梨赤星病的病害環，可用於替代龍柏種植在梨產區附

近，期望位在梨產區週邊的居民、廟宇、機關學校能避免種植龍柏，

改種其他景觀植物，達到「山城少龍柏，梨樹好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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