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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包括广州市郊区、番禺、增城、花县、从化、龙门、新

事县及黄埔区。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部，是广东省开发较早的地区

之一。自古以来，广州就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北回归

线横贯全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四季如春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为各

种生物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千百年来，物竞

天择，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化和人工选育，加上人类经济活动的影

响，在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许多驰名中

外的农业土特产资源。它对广州地区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各国的物

种交流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土特产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这里收录的主要是：

一一我市种植业和养殖业中的果树、蔬菜、粮产、经作、 畜

禽、水产、药材、林产和土产等生物资源。

一一这些资源原产本地，具有优良的经济性状；有的或由外地

引进，但经过较长时间的驯化和选育，表现优良的。它们在遗传

上、生理上、生态上形成独特的品种或类型：有的“特’’在品种

上，具有特殊的品质和用途；有的“特”在生态上，具有特殊的栽

培方法，或适宜于特殊的环境种植。这些资源在数量上都构成一定

的群体，在国内外均具有一定的声誉。

一一有些资源(如林产、水产、土产或药材的某些品种)，虽

不是本地特有，在全省也不一定排上队，但对本市具有较大的经济

价值的，我们都择其要者而收录之。



总而言之，这里所说的农业土特产，就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各地各自的地道、名牌的品种或类型。它们

都是大农业中珍贵的生物资源。因而，农业土特产应不同于大面积

推广的优良品种或当家品种，又有另j于珍稀单株。它具有比一般良

种更为突出的经济性状，又形成一定的群体，能比珍稀单株提供更

多数量的商品。

今年以来，在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广州市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主持，并组织了广州市郊区、番禺县、花县、增城

县、从化县、龙门县、新丰县及黄埔区等县、区科委及市农场管理

局科研办的科技情报人员，对我市农业土特产资源及其保护和开发

利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本志，就是其中一部分工作的结果。

本志是在对全市进行农业土特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本

市各区、县和市农场局共调查和调整出223项农业土特产。我们

在参阅广州地区历代方志和农史文献中记载有关农业特产名录

的基础上，根据前述农业土特产的范围，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专家

们的意见，选取了其中的100项列为广州地区农业土特产。这1 00

项共分6大类。计有果树类39项，蔬菜类32项，粮食经作类9项，

畜禽水产类4项，药材类8项，土产类8项。这l 00项的农业土特

产，是我市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的客观反映，也是我市历代劳动人

民的聪明才智和科学文化的结晶并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瑰宝。

保护和开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

作。千百年来，由于战乱破坏，品种的自然演替和人为的失误等原

因，我市有些著名的珍稀特产品种已经失传泯灭，有些目前已告濒

危。因此，通过对土特产的调查整理，以祈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

注意，使全社会都知道我们有什么特产，进而爱护自己的特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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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土特产品种保护利用起来，把濒急的品种拯救过来，使这些

资源在我市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

要方面，也是编写本志的目的之一。

开发农业土特产又是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

环节。农业土特产都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农副产品，一向为农民乐

于种植。 “一生衣食素馨花”， “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候

等”，清嘉庆年间，广州荔枝湾“居人以种荔枝为业者， 数千

家⋯⋯”，这一些对土特产生产和经济意义的描述，在广州历代史

籍和农史文献中屡见不鲜。可见在封建社会中的农业土特产已有相

当规模的发展，并在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解放以后，尤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农业土特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

展。从事种果、种药、养鱼、养禽、养蜂等土特产生产的专业户和重

点户，在我市广大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与我市丰富的农业

土特产资源相比还很不相称，其中有许多项目的生产尚未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土特产的生产远未能满足国内外市场和旅游事业发展的

需要。因而，我市农业土特产的开发有潜力，大有可为。应该把土

特产的开发作为我市繁荣农村经济，全面开创农业现代化新局面的

一项战略性措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整理过程中，介绍了每

项坐特产的历史沿革、经济价值、主要特点和种养技术要点等，为

土特产的发展鸣锣开道，推波助澜。这是编写本志的又一目的，

本志的编写，是有关人员共同努力，各方协作支持的结果。在

调查编写过程中，得到本市番禺县科委、花县科委、广州市郊区科

委、增城县科委、从化县科委、龙门县科委、新丰县科委、黄埔区

科委，市农场局科研办、广州市农业局经作科、广州市农科所、广

州市郊区蔬菜办公室、广州郊区农林局林果科、广州市药材公司、；



广州市水产局科研办等单位及有关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认真撰写

或提供有关资料。又蒙华南农学院l粟丽】、戚经文教授，广东省科
技情报所陈自强、林家琴助理研究员，广州市科委江佳培农艺师，

广州市农业局梁国铭、郭向阳农艺师，市农场管理局朱裔新农艺

师，广州市农科所康修、罗希圣农艺师，广州市果科所林日荣、关伟

耀农艺师，广州郊区蔬菜办梁铁汉农艺师，白云农工商公司李雪英

农艺师，园艺农工商公司方忭农艺师，市药材公司彭武强农艺师，

广州郊区农林局陈焕礼、黄永德和广州市农委、广州市菜蔬办公

室、市农场管理局、市供销社、市食品进出口公司、市蔬菜公司、

市土产公司等单位有关同志帮助审阅初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

们在此谨表谢意。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农业局农艺师阮少唐同志和市农科所

农艺师邵汝勤同志的热情指导。两位同志是本志的学术顾问。他们

为本志的编写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编辑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 982年1 1月初稿

1982月12月、定稿

1 983年l 2月付印船

素本志定稿后，悉韶关地区清远县、佛岗县将划归广州市管辖，遂决定录齐新划

县土特产后付印。．1983年7月，清远、佛岗两县正式归属广州市。8月，各自由县科委
’■

组织开展农业土特产资源调查，11月初步完成调查工作。共整理出17项土特产，选入本
。 7■

志8项，其中清远县5项(蔬菜类1项、粮产经作类2项、畜牧水产类2项)I佛岗县
蠢

。

3项(果树类2项、蔬菜燮1项)。至此，连同1982年12月定稿的100项在内，本志收

列广州地区八县两区及市属农场系统的农业土特产共108项，其中果树41项，蔬菜类34
， ，

项-粮产经作类ll项l畜牧水产类6项，药材类8类，土产类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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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田箬竹叶⋯⋯⋯⋯⋯⋯⋯⋯⋯⋯⋯⋯⋯⋯⋯⋯⋯⋯⋯⋯⋯(176)
●

五、药 材 类

萝岗诃子⋯⋯⋯⋯⋯⋯⋯⋯⋯⋯⋯⋯⋯⋯⋯⋯⋯⋯⋯⋯⋯⋯(178)

素馨花⋯⋯⋯⋯⋯⋯⋯⋯⋯⋯⋯⋯⋯⋯⋯⋯⋯⋯⋯⋯⋯⋯⋯(179)

紫苏⋯⋯⋯⋯⋯⋯⋯⋯⋯⋯⋯⋯⋯⋯⋯⋯⋯⋯⋯⋯⋯⋯⋯⋯(181)

龙删’叶⋯⋯⋯⋯⋯⋯⋯⋯⋯⋯⋯⋯⋯⋯⋯⋯⋯⋯⋯⋯⋯⋯⋯(183)

石牌藿香⋯⋯⋯⋯⋯⋯⋯⋯⋯⋯⋯⋯⋯⋯⋯⋯⋯⋯⋯⋯⋯：“(184)

排草⋯⋯⋯⋯⋯⋯⋯··⋯⋯⋯⋯⋯⋯⋯⋯⋯⋯⋯⋯⋯⋯⋯⋯·(186)

新丰茯苓⋯⋯⋯⋯⋯⋯⋯⋯⋯⋯⋯⋯⋯⋯一⋯⋯⋯⋯⋯⋯⋯·(188)

大石灯心草⋯⋯⋯⋯⋯⋯⋯⋯⋯⋯⋯⋯⋯⋯⋯⋯⋯⋯⋯⋯⋯(191)

六、畜牧水产类

龙门鸡⋯⋯⋯⋯⋯⋯⋯⋯⋯⋯⋯⋯⋯⋯⋯⋯⋯⋯⋯⋯⋯⋯⋯(193)

清远麻鸡⋯⋯⋯⋯⋯⋯⋯⋯⋯⋯⋯⋯⋯⋯⋯⋯⋯⋯⋯⋯⋯⋯(194)

清远乌鬃鹅⋯⋯⋯⋯⋯⋯⋯⋯⋯⋯⋯⋯⋯⋯⋯⋯⋯⋯⋯⋯⋯(197)

风鳝⋯⋯⋯⋯⋯⋯⋯⋯⋯⋯⋯⋯⋯⋯⋯⋯⋯⋯⋯“⋯⋯⋯“”(199)

三黎鱼⋯⋯⋯⋯⋯⋯⋯⋯⋯⋯⋯⋯⋯⋯⋯⋯⋯⋯⋯⋯⋯⋯⋯(201)

麻虾⋯⋯⋯⋯⋯⋯⋯⋯⋯⋯⋯⋯⋯⋯⋯⋯⋯⋯⋯⋯⋯⋯⋯⋯(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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