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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山东果树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从临朐县山旺村发掘出的化石中，果树

就有27种，而以葡萄、核桃、枣属的种类较多，其中有些与现代果树近似。这

些化石距今已有1800万年左右的历史，可以说是山东果树的祖先。后来，大

地构造历经变迁，山东气候更适于各种落叶果树的生长，故有我国落叶果树

王国的雅称。

山东是中国最早利用果树资源的省区之一。早在2500多年前，齐鲁大

地已广泛栽培桑(椹)、栗、榛、枣、梨、桃、杏、梅等果树，而且还是最早将棘选

育为枣的地方。到了西汉时代，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山东已是北

方果树生产的重要产区。所以，果树生产在历史上就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和救灾度荒的重要资源。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栽培

经验，如《齐民要术》指出：梨、苹果等果树有实生变异的规律，必须采用无性

繁殖才能保持其品质；花期“嫁枣"可以提高坐果率等，至今沿用。与此同时，

还利用实生变异和选留良种，创造和驯化了一批优良地方品种。乐陵金丝小

枣、肥城佛桃、莱阳茌梨等均驰名于世。。

从50年代起，人民政府就重视果树资源的清查、保护工作0 30多年来，

不断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调查与考核，积累了大量资料。近5年来，省内几十

名果树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在《山东果树志》编撰出版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集

体劳动，严格按志书的要求，基本澄清全省共有果树资源17个科，33属，92

个种(变种)，完成了《山东果树志》的编写。这是继《群芳谱》后，山东在物产

志方面的又一重要专著，既是山东省的重要果树史料，也是中国果树的重要

史料。 ． ：1．
．、

《山东果树志》在编写过程中，本着求实考证，严正厘定，客观记述的原

则，使山东果树业中特有的重要技术起源、发展有迹可循；对地方良种的来

历、演化进行细致考核，辨其异同，慎重定名，并扼要论述其形态特征、经济

特性，为今后直接选用，或据此选优创新，提供了可靠依据。对于一些数量较

少，一时又不易认定的地方品种，或引进时间短，没有足够的判定资料；或少

数虽有初步结论，但尚未经推广验证的品种，采取列表简钐．附录于后的形

。．

·

， ，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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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一

式，是可取的。

这次编撰仅包括15个在生产上、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树种，对未列入志

的某些果树，仅在总论的资源概述中略加记述；限于篇幅，品种资源的彩照

仅选用一部分，故不够完备。以上两点是本书的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完善。

从总体上说本书已较好地做到了上承《群芳谱》，下迄1990年果树方面的存

史目标。中国志书的优良传统历来是以“存史、教化、资政”三者并重，因此，

希望《山东果树志》的出版能引起各级领导和专业人员的广泛注意，使之能

充分、合理地利用山东果树资源优势，造福于民，推动社会的发展。 -‘

．刘众前
1994．8。于历下



序?，二

．，1989年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根据山东省政府1987年第498号批

文，成立了《山东果树志》编撰出版领导小组，聘请刘众前同志为总顾问，并

在领导小组和总顾问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了《山东果树志》编委会。领导小组

对编撰《山东果树志》提出了“要抓紧时间开展工作，要高质量地反映我省果

树资源和生产特色，做到资料详实、系统，科学性、先进性和技术实用性并

一重”的要求。编委会动员了全省有关果树专家和科技人员，统一认识，统一标

准，分头编撰，集中审定。经过几次反复修订、补充，现在终于圆满地完成了

这一历史性任务。 ；

《山东果树志》全书包括：总论、苹果志、梨志、山碴志、木瓜志、桃志、杏

志、李志、樱桃志、枣志、葡萄志、柿志、石榴志、栗志、核桃志和银杏志，共16

篇，110多万字，2319个品种和类型。其中详细记述了1172个品种，列表简

述了1147个。配有彩照360余幅，黑白线条图100余幅。总论全面反映了．’

山东果树的起源、栽培历史、生产概况与区划，以及果树资源和技术特点。15

个重要果树专志则以果树种质和品种特征、特性为主。该书既可以为生产、

科研和教学提供重要资料，又可从品种演变的轨迹中预见到社会对果品消

费的趋势，有利于指导生产，从而达到了志书“资政、教化、存史”的要求。

《山东果树志》编撰的基础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全省果树资源调查和

专项考察。30多年来，历经各有关专家、学者和果树科技人员的反复考察、

研究、核实，对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品种资源问题做了大量分析、鉴定，基

本上得到了澄清。同时，对山东果树的科技概况和水平的论述，也体现了务

实求是又不求全的科学评价。
?

～

记事言实是一切志书应遵循的原则，关于山东果树的史实，能严格限定

确属于齐鲁境内(包括历史上曾属山东的)，且有据可查才引用入志。例如，4

一《诗经·豳风》和《夏小正》经近代研究已确认是指齐鲁风物，因而予以引论；

又如《齐民要未》和《群芳谱》不仅作者是齐人，而书中内容又大都反映当时

青州、宛州、徐州等地的物产和技艺；《王祯农书》作者虽为东平人，但书中内

容则多反映南方物产，故分析采搠其所载，因而突出了山东的地方特色，这

o 6



序 二

是可取的。此外，对于历史上的物产和技术，编撰者还参阅了省内明、清两代

143宗地方志和1949年以前有关学者的考察报告，相互参阅，加以校订，这

种务求详实的精神也是本志的特点之一。

关于栽培技术仅择其对生产发展影响较大的事件加以录著，而不详述

其具体操作，从而有别于一般教科书；对科技成就仅录著业经同行专家确

认，或经生产实践验证者，凡涉及今后发展的论说则本着一家为主、兼蓄并

容的原则，以避免草率论断。此外，通过对史实的研究分析，本志作者也有一

些新的发现。例如据《诗经》的记载和山旺化石标本，证实枣是从酸枣演化、

选育而来，而且最早始于齐鲁；又如，根据《齐民要术》和1884年《临朐县志》

等记载，提出了柰虽主要是指中国苹果，但山东境内也包括槟子、沙果等小

苹果，而且还有泛指部分小型果实的内涵，其中有楸子、小型梨果、李和郁李

等；再如，西洋苹果最早引入山东应定为1971年，除栽于烟台毓璜顶外，还

有部分分栽于沂水县。因此，有利于澄清果树学中已往的一些疑点，但基本

上仍符合“述而不作”的原则。

·作为果树志，彩照是一种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可以形象地表达其特征，

有助于识别和利用。本志所选彩照既有资源、名优品种，还包括一些古树和

栽培特点，有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和时效。对于少量重要资源、地方品种，由

于不能补拍彩照，而辅以黑白线条图，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但仍有些零

星分散的少量地方代表性品种缺少彩图，这不能不说是本志的美中不足。

5年来，在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和省内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全体

编撰同志的共同努力，《山东果树志》得以J顿利出版了，这是山东果树业的一

件大事，值得庆贺，我借此机会向参加编撰的同志表示谢意。

i

．“
j

迟范民

1995年5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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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质资源丰富，被人们誉为北方落叶果树的王

国。果树资源是果树生产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久已渴望出版一部能系统反

．映山东果树栽培历史，记载山东果树资源的志书。从建国初的50年代起，广

大果树科技工作者以坚韧的毅力，苦心孤诣，奋发工作，终于完成了《山东果

树志》书稿，这是山东果树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山东果树志》的出版不

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关怀和支持，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也是赠

予后代果树科技工作者的一份珍贵礼品。
、

果树栽培是农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山东来说，有着更为

重要的意义。山东生态条件适宜，果树资源丰富，古代人类早就茹毛饮血，采

树木之实为生。3000多年前，人们已驯化栽培多种果树。《齐民要术》等山东

几部农书中，果树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果树栽培业已是山东农业的重

要支柱。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果树业逐步从传统的自给性生产转向现代商

品化产业，果树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获得开发利用，科学技术取得重大

‘进步，建成了多种名特产果品的商品生产基地，为繁荣丰富国内外果品市

场、发展山东农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山东果树志》不仅是山东果树栽培

业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它将为山东果树生产现代化提供翔实的资料支柱，它

是山东果树界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

新一代果树科技人员都十分珍惜前辈的劳动成果，包括培育的果树优

良品种，积累的栽培经验，也包括即将出版发行的这部《山东果树志》。每当

忆起五六十年代打着背包、爬山越岭、走家串户调查搜集那些原始材料时，

人们都会觉得这部《山东果树志》是千百名科技工作者用汗水浇铸成的一棵

硕果累累的大树。愿人们在采摘品味丰美的果实的同时，热情关心它的继续

成长，并在果树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某一时期，予以补充完善，修订再版，

永传于世。 ·

，

王大刚

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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