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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果树志》是1979年全国果树科技规划会议提出的一项科研计划，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果树研究所负责主持实施。1981年3月27日至4月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重庆召开

《中国果树志>编写工作座谈会。来自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研、院校与出版单位的

专家、教授及专业人员共27人出席了会议，讨论和成立了《中国果树志》总编委会并推举

了顾问，同时落实了29个专志的主编单位，制定了编写提纲和编写体例(草稿)。总编委

会编辑部设干辽宁兴城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负责修订编写体例、提纲，统筹经费等

具体编辑出版事宜。

计划中的专志将包括：苹果、梨、柑橘、葡萄、桃、李、杏、梅、樱桃、核桃、板栗、

柿、枣、山楂、榛子、猕猴桃、醋栗及穗醋栗、草莓、荔枝、龙眼、枇杷、香榧及长山核

桃、杨梅、石榴、菠萝、香蕉、杞果及杨桃、银杏、稀少落叶果树等29个专志。《中国果

树志》不仅包括栽培品种，而且也包括半栽培品种和野生果树的种、变种及类型，这些都

属于种质资源。所谓“种质”．是指细胞核内有生命的物质，它决定生物体的遗传性质，并

把这些性质从亲本传递给后代。广义地说，种质是生物体总的遗传构造。

《中国果树志>的任务是反映中国果树种质资源的面貌及有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为科

研、生产、教学服务。由于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已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和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又由于中国果树种质异常丰富，还须继续长期地发掘

勘探，因此本志是全国果树种质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部较全面、

系统的果树种质研究的科学论著。

作为一部果树志，不言而喻，重点放在种、变种和品种的描述，尤其是可供生产参考的

经济特性的介绍，如果实的外观及品质，成熟时期，耐贮运力，对气候土壤的适应性，对病

虫害、旱、涝、盐碱的抗性等。栽培管理技术仅限于叙述各该树种不同于其他树种的特点及

重要的沿革。

在中国古农书的宝库中。有不少记载和描述果树品种的专著，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蔡襄

的《荔枝谱>(成书于1059年)和南宋韩彦直的《橘录》(1178年)。两书都是全世界关于

这两种果树最早的专著。元代柳贯的《打枣谱>(1300年)记述了枣的73个品种；清代褚

华的《水蜜桃谱>(1813年)记述了上海水蜜桃的历史、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散见于其

他古农书中有关果树品种的记述，多不胜举。主要有《齐民要术>《种艺必用>《农桑辑

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种树书>《群芳谱>《广群芳谱>《农政全书>《花镜>

《授时通考>以及其他如《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这些浩瀚的文献，说明了我们

的祖先对果树种质资源的重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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