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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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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蔬菜分类采用农业生物学分类法。列入本《志》的有根菜类、白菜类、芥

菜类、甘蓝类、绿叶菜类、葱蒜类、瓜类、茄果类、豆类、薯芋类、水生蔬菜类、多年生蔬菜

类等12大类，每类为一章，全书共12章。食用菌类未编入本《志》。个别野生蔬菜归入

相应章节。

2．同一变种或类型的品种排列顺序，以地域分布由北向南，即东北、华北、西北、

华东、中南、西南、华南排列。但也有将集中产区的品种放在首位，如江苏、上海、浙江是

小白菜品种的集中地区，故将该地区的品种排在前面。

3．品种名称一般都尽可能保持当地原名，但为了区别同名品种，特在品种名之前

冠以地名，如心里美萝卜分北京心里美，曲阜心里美，泰安心里美；青麻叶白菜分保定

青麻叶，曲阜青麻叶，西安青麻叶等。有的品种当地已引种数十年，但仍沿用引种地名

称，如云南的江苏白、成都白等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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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她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复杂，在由此而形成

的不同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作物遗传资源，是

世界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其中，起源于中国的蔬菜(含食用菌)栽培种(或变

种)就有88种。中国也是最早引进外域蔬菜的国家之一，引种历史有2000多年。无论

是起源于中国或者是引进的蔬菜，经过长期栽培和选择，已在中国演化出各种各样的

变种、类型和品种。现今，中国栽培蔬菜的种类涉及到45个科，158个种(或变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科技人员多次对全国(除台湾省外)的蔬菜地

方品种进行普查、搜集、整理。80年代，蔬菜种质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研究分别被列

为“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的一个专题，至1995年，经过整理、编目、

入库的蔬菜品种资源有28 457份，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第一二

册，在此前后，全国许多省(市、区)也相继编辑出版了本省(市、区)的蔬菜品种志，为编

辑出版本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应广大蔬菜科技工作者的要求和科研、生产实际的需要，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持，组织全国有关蔬菜品种资源方面的专家成立了《中国蔬菜

品种志》编辑委员会，拟定了编写大纲，由各省(市、区)编委负责组织编写本地区的入

《志》品种说明。1996年召开了各章主编会议，将书稿交由各章主编审查定稿，同时，依

据照片组织绘制品种点线图。

本书按农业生物学分类法，将入《志》品种分为十二类，每一类为一章。每章设若干

节，每一节介绍一个或几个种(变种)的若干入志品种。每一章聘请1～3位专家任主

编，负责撰写本章所属各个章、节的概述，内容包括分类地位(科、属、种)、学名、营养价

值、起源、传播和分布、主要特征及类型等。各章主编还负责修改、审定每一个品种的说

明及照片。通过品种说明和点线图力求充分反映每一个品种的来源、分布、特征、特性

和栽培要点。

、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1～6章为上卷，含根菜类、白菜类、芥菜类、甘蓝类、

绿叶莱类及葱蒜类，计2263个品种；7～12章为下卷，含瓜类、茄果类、豆类、薯芋类、

水生蔬菜类和多年生蔬菜类，计2 550个品种。在入《志》的4 813个品种中，地方品种

占90％以上，少量在全国范围栽培时间较长，种植面积较大新育成的一代杂种也选择
入《志》。

《中国蔬菜品种志》的编写和出版发行，是中国蔬菜科技和生产领域具有现实与长

远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较全面、系统而又有重点地反映了中国丰富的蔬菜品种

资源概貌、研究成果和育种水平，可供从事蔬菜科研、教学、生产以及种子公司、农业行
I



政部门的人员参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2001年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鄂莲1号 孔庆{



譬，．

芋头

圊梅仙

荔蒲芋

1．．．．。．．．卜









上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