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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西是以“岭南果王”著称的荔枝原产地之一。悠久的栽培历史产生了

大量的优良品种，在苗木繁殖、建园、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贮藏和加工

等方面，也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适应本区特点的经验。《广西荔枝志》是

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描述这些品种和总结这些经验的著作，为清理我国丰

富的果树种质资源填补了空白，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下编写的《中国荔

枝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本志还阐述了广西荔枝栽培历史、地理分布、品种分类的标准和方法，

以及生产和科研现状，并提出了目前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因此，对教学、生产和科研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我国果树品种存在着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乱状态，亟需加以澄清。

参加本志的科学工作者，对从各地收集到的134个品种编号，经过实地调查

和室内对比，最后鉴定为64个品种，一扫长期以来品种名称混乱的现象，这

是本志的特点之一。这些品种，按便于生产上应用的原则，分为四大类，即

主要品种、次要品种、一般品种和优稀品种，体现了科研为生产服务的主导

思想，这是本志的特点之二。在品种的描述方面，注意到对生产有重要指导

价值的特性的评述，如座果率、大小年、抗性，对土壤和水分的要求，贮藏

性能，适于鲜食或加工等，这是本志的特点之三。在摸清全区荔枝分布区的

基础上，确定了最北分布线比过去记录的向北推移了将近一纬度l与此同

时，提出了广西荔枝的三个分布区，对今后生产的发展将会起指导作用，这

是本志的特点之四。在博白县和浦北县交界的六万大山，发现并详细记载了

成片的野生荔枝林，当地称山荔，进一步证实了广西是荔枝原产地之一，这

是本志的特点之五。

近年来，许多国家对果树的种质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进行了发掘、收

集、保存、研究和利用的工作，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雄厚的种质贮备，是



成功地选育新品种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种

质，由于种种原因，正在迅速地被破坏乃至绝迹，这是一个无法补救的损失。

由此，我觉得，《广西荔枝志》的出版，标志着在荔枝种质研究上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将会受到全国果树工作者的欢迎。但是，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主

要是建立种质库，收集、保存和研究这些珍贵的种质，然后加以利用，因

为，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不断地为人类谋福利。

＼电镌
／

1985．1．80



前

《广西荔枝志》是一部地方产物专志。编写本书的意图在于较系统地总

结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族人民在荔枝方面的科研成就和生产经验，整理现有的

荔枝品种资源，为荔枝生产、科研和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广西荔枝志》是植物资源学的一部分，它的内容包括总论和各论两大

部分。总论——阐述广西荔枝栽培的意义、起源、历史、分布、分类、形态

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以及栽培技术、加工贮藏和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

决办法；各论——概述荔枝品种的描述项目和标准，记载广西荔枝品种的历

史、产地、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广西荔枝志》是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广西区农委和广西区农业局有

关果树品种资源调查总结的指示精神进行编写的。它将是《中国荔枝志》广西

部分的资料来源。本志虽由广西农业科学院和广西农校组织收集资料和编写，

但它的出版却是全区荔枝工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在收集和编写过程中得到

自治区农委和区农业局的大力支持，全区果树科技工作者的热心帮助，还得

到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沈隽教授的热忱关怀并作序，广西农

村发展研究中心徐鳞村主任题写书名，以及华南农学院周其明、翁树章，广

东农科院果树所傅玲娟，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郭仰楚，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张君圻，四川省泸州市园科所曾宪华，广西农学院陈琼珍，广西农科院

刘荣光等专家教授参加审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广西农科院廖法志同志帮助审

阅和修改，在此一并谨致深厚谢意。区内参加调查，观察、审稿的同志，我

们已在前面列名，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我们收集资料不全和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1984年12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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