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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加查昙核桃古树

2．西藏重回缩整形核桃

3．核桃与小麦间作

4．新疆早实核桃二年生

幼树结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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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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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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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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委会编辑部设于辽宁兴城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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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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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及杨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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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种及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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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i

《中国果树志》的任务是反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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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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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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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树种的特点及重要的沿革．

在我国古农书的宝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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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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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813年)记述了上海水蜜桃的历史、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散见于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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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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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全国性的果树种质的调查、收集和利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各地果树科技工作者

长期的努力，发掘出了大量过去未受注意但却具有某些优良特性的品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

梨，喀什的黄肉蟠桃；新疆阿克苏及陕西扶风的隔年核桃，太白的串子核桃，陕西紫阳的三季

栗；眉县的怀胎柿；陕西秦岭山区及河南的冬桃，山东昌邑的冻桃和泰安大红石榴，河北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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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先后引种我国猕猴桃作为观赏植物。1906年，新西兰从湖北宜昌地

区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果大质优的一些新品种，成为果中珍品，曾独霸世界市

场。

利用中国的果树改良原有品种，以增加对病虫害、寒、旱和其它不良环境因子的抵抗力的

例子，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中，屡见不鲜。1904年，美国的栗树(Castanea dentata Borkh)发生胴

枯病[病原茵为Endothia parasitica(Murr．)A．et A．]，病情严重，在短短五六年内蔓延全国，

几乎把原有的栗树一扫而尽。是中国的板栗，提供了抗病的种质，因为板栗表现了对此病强大

的抗性。洋梨的火疫病是许多国家梨生产中最严重的一种病害，原产我国的梨属的一些种，对

此病有一定的抗性，因而这些种成为他们梨抗病育种中的重要亲本。

米丘林在培育果树抗寒品种的工作中，曾大量用我国的种质作为亲本，许多苹果品种名都

带有“Kitaika”一词，如‘Bellefleur—Kitaika’、‘Borsdorf—Kitaika’、‘Kandil—Kitaika’、‘Kitaika—

Anisgvaya’、‘Kitaika Zolotaya Rannaya’等，“Kitaika”是俄语的中国。此外，他还利用我国的

山樱桃、毛桃、山桃、郁李、山定子、花盖梨、核桃楸、小榛树等作为亲本。

野生的和栽培的、半栽培的果树种质构成了自然界和我们的祖先赋于我们的遗传变异的

源泉，它们有些可能对目前的生产不起作用，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它们是宝贵的财富。在山

林中，在原野上，在果园里，在住家的庭院里，它们默默无闻地存在着，有些是成片的，有些是零

星分散的，有些是少数几株或甚至只有一两株。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的无知，在开垦荒地、滥伐

林木、建筑水库、建设工厂、扩展铁路和公路等活动中，没有注意对果树种质的保护，使这丰富

的资源迅速缩小，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威尔森(Ernest Henry Wilson)在湖北、四川一带经过历时十年、先后四次的采集之后，深

感中国植物蕴藏之富，把他1929年出版的书名定为。中国，园林之母”。该书在关于这一地区内

栽培和野生果树的记载中，列举了为数极多的种类，仅悬钩子一属的植物，野生于山林中的就

有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的果实可供食用，而且有几种风味特佳。茶蔗子属和草莓属的植物也

普遍地生长在林野里。时至今日，这些种质还有多少依然存在，难于断言。

果树种质的流失，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只是各国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发掘、保存、利用这

些资源的工作的优劣，是一国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50年代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受到中国

政府的重视，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45年，E．H．M．Cox在他的《在中国猎取植物》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写道：“在中国还可以

找到更多的植物材料，从中国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本书叙述了外国人在这个巨大的国家所

进行的植物勘探。让我们希望下一卷与本题有关的书，将叙述中国人自己在一个崛起的和平、

繁荣的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在该书发表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全体果树科技工作者几十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

——《中国果树志》各卷专志，将陆续问世。它们将对我国果树科研、教学和生产的发展起到重

要的作用；同时，对世界各国的果树工作者，也将是一份宝贵的参考文献。

正如前述，《中国果树志》是一份我国果树种质资源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因为，可以肯定，在

今后的岁月里，还会有许多栽培的、半栽培的和野生的种质被发掘出来，这将有待于我国果树

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中国果树志》的编写，只是果树种质研究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利用

种质为人类福利服务。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须了解它们的各种特性。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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