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蔬菜科技发展历史悠久，但在 20 世纪以

前基本上处于传统的经验科学阶段，20 世纪初才向

以近代生物学为基础的实验科学转变。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迅速发展，为支撑

我国蔬菜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简要记述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蔬菜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部分

重要历史事件、重要科技成果、老一代蔬菜科学家

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在我国蔬菜科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1　重要历史事件

1.1　蔬菜科研、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完善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中期，我国蔬菜科学技术

有了初步发展。在河北（直隶，1902）、山东（1903）、
沈阳（奉天，1906）、黑龙江（1907）、吉林（1908）、
北京（北平，1908）及南京等地区建立了 20 多个

含有蔬菜学科的农业试验场（所）；东南大学（中

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四川

大学、浙江大学等 12 所高校设立了蔬菜专业；吴

耕民等一批在西方留学的园艺科技人员相继回国，

带回了先进的蔬菜科学技术。1929 年春吴耕民、

管家骥、胡昌炽、章文才等酝酿发起成立中国园艺

学会，1930 年春中国园艺学会正式成立，《中国园

艺学会会报》《园艺月刊》《中国园艺专刊》等学术

期刊出版。龚蕨民、黄绍绪、吴耕民等编著的《蔬

菜园艺学》等我国最早一批蔬菜园艺教科书相继于

1929～1936 年出版。这些都标志着我国近代蔬菜

园艺科学进入一个学科逐步形成的新时期。

20 世纪 30～4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刚

刚发展的蔬菜科学研究被迫中断。中央大学、金陵

大学等部分设有园艺学科的高校迁入西南地区，在

西南后方先后设立 9 所农业高校。部分蔬菜科技人

员投奔解放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蔬菜

科研和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北京（北

平）、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区恢复建立农

业试验场（试验所）。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四

川大学等 23 所高校设有园艺系，但规模较小，试

验设备落后，科研经费十分微薄。到 1949 年，23
所院校每年园艺专业毕业的学生仅 200 余人（白鹤

文 等，1996）。
新中国成立至 60 年代中期，我国蔬菜科学技

术得到迅速发展。50 年代初，华北、华中、华东、

华南、西南和西北等大区农业科学院及部分省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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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院先后成立，这些单位大多设有蔬菜研究

室。1958 年 9 月 22 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农业科

学院蔬菜研究所（图 1）。随后，北京、天津、山东、

山西、陕西、黑龙江、辽宁、河北、新疆、浙江、

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市、区）也相继成立省级

蔬菜研究所。1956 年，山东、浙江、南京、沈阳

等农业高校开始蔬菜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农业院

校蔬菜专业教师与科研单位的科技人才相结合，逐

渐形成了一支力量雄厚的蔬菜科学技术队伍。

1966～1976 年十年动乱期间，我国蔬菜科研

工作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很多蔬菜科研单位被迫停

止科研工作下放农村，科技人员下放基层或“五

七”干校。部分科研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开

展蔬菜杂种优势育种、塑料大棚和淡季蔬菜丰产栽

培等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蔬菜科学研究和教育得到蓬勃

发展。从中央到各省（市、区）不仅原有科研单位

迅速恢复，还建立起一批新的蔬菜研究所（室）。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4 年全国已有 24 个省级蔬菜

研究所（室）及 16 个地市级蔬菜研究所（室）。到

1998 年，省级蔬菜（园艺）研究所（室）有 32 个，

地市级 20 余个，蔬菜科技人员（中级以上）1 600
余人（图 2）。到 2012 年，省级蔬菜（园艺）科研

机构有 34 个，地市级 179 个，蔬菜科技人员（中

级职称以上）2 800 余人。与此同时，蔬菜专业教

育也得到空前发展。1984 年，部分农业高校开始

实行学位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把园艺学正式列为农学的一级学科，蔬菜学为

园艺学的二级学科。1998 年，有 32 个农业高校设

有蔬菜专业，8 个单位设博士点。2012 年有 36 个

农业高校设有蔬菜本科专业。目前，已在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和 21 个农业高校设有蔬菜

学博士点，36 个单位设有硕士点。

1.2　重要蔬菜科研项目

在我国，政府按照学科和产业发展的需求，有

计划有目标地设立各种科研项目，是国家支持科技

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中期，蔬菜科研课题主要由各科研单位内部设置，

单位之间共同承担的科研项目主要采取协作组的形

式进行，很少另有固定的经费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农业部等部门及一些省

市开始设立蔬菜科研项目，1979 年农业部将蔬菜

种质资源、杂种优势利用、大棚及地膜栽培技术、图 1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图 2　部分农业科研院所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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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蔬菜贮藏等 5 个蔬菜科研项目列为部

重点项目，但每个课题年经费支持仅 1 万～2 万元。

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部仍设有农业重点科

研项目，90 年代中期增加蔬菜高新技术基础研究

项目，每个课题年支持经费为 2 万～5 万元不等。

1994 年，农业部设立了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

才为目标的“948”项目。1996 年设立了各种科技

专项。2007 年农业部、财政部开始设立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对促进科技与产业的结合发挥了重

要作用，目前与蔬菜有关的有大宗蔬菜、特色蔬菜、

西甜瓜、食用菌 4 个体系。4 个体系岗位专家 128
人，每人年经费 70 万元，分布在全国的综合试验

站 123 个，每个站年资助经费 50 万元。

从 1983 年起，科技部开始把蔬菜科学研究列

入国家科技计划。“六五”到“十二五”期间蔬菜

种质资源、蔬菜遗传育种、蔬菜设施栽培、蔬菜病

虫综合防治、蔬菜采后加工等先后列入攻关计划（支

撑计划），每个课题年经费由最初的 3 万～5 万元

增加到 50 万～100 万元。“十五”开始，部分蔬菜

高新技术项目列入“863”计划，“十二五”期间部

分蔬菜基础研究项目列入“973”计划；“十三五”

以来，已有 4 个蔬菜育种项目包括主要蔬菜杂优育

种、十字花科类蔬菜育种、茄果类蔬菜育种、瓜类

蔬菜育种被列入“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3

个栽培、植保项目包括设施蔬菜、露地蔬菜、马铃

薯化肥农药双减被列入“双减”重点专项。

1986 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初期每年支

持蔬菜相关的基础研究 3～5 项，之后逐步增加到

10 余项。近 5 年平均年资助蔬菜基础或应用基础

研究项目 110 余项，资助经费也逐年增加，面上项

目由最初的 3 万～5 万元逐渐增加到目前每项约 80
万元，青年科学基金每项约 20 万元。到 2012 年底，

科技部或农业部设立蔬菜科技相关各类科研平台

47 个（表 1）。

表 1　科技部、农业部设立的蔬菜科研平台

科研平台 数量/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 1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国家蔬菜改良中心（分中心） 6
农业部园艺作物重点实验室 11
教育部园艺作物重点实验室 1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4
农业部蔬菜作物科学观测试验站 18
合计 47

1.3　部分重要全国性蔬菜科技会议

新中国成立至 90 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或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受农业部委托多次

主持全国性蔬菜科技工作会议或分专业的全国性蔬

菜科研会议（表 2、3），推动了我国各时期蔬菜科

表 2　20 世纪 50～90 年代主要全国性蔬菜科技工作会议

会议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参会代表人数

1959 年 3 月 5～14 日 北京 第一届全国蔬菜科研工作会 26 个省（市、区）76 人

1960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 北京 第二届全国蔬菜科研工作会 68 个单位 82 人

1974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 日 北京 第一届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 29 个省（市、区）133 人

1977 年 12 月 4～13 日 北京 第二届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 29 个省（市、区）148 人

197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8 日 重庆 第三届全国蔬菜科研规划协作会 29 个省（市、区）170 人

1988 年 12 月 19 日 深圳 全国蔬菜科研工作座谈会 71 人

1998 年 12 月 16～19 日 北京 全国蔬菜科研工作经验交流会 27 个省（市、区）118 人

表 3　20 世纪 50～90 年代部分全国性专业科研会议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1977 年 4 月 24 日 北京 全国蔬菜杂种优势利用经验交流会

1979 年 12 月 14 日 韶关 全国蔬菜植保科研规划协作会

1981 年 1 月 4 日 北京 全国蔬菜品种资源科研协作会

1981 年 7 月 21 日 哈尔滨 第二次全国蔬菜杂种优势利用经验

交流会

1986 年 1 月 北京 蔬菜育种“六五”攻关项目总结会

1987 年 12 月 重庆 蔬菜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学术研讨会

1989 年 12 月 北京 蔬菜育种“七五”攻关项目总结会

1995 年 11 月 郑州 蔬菜育种“八五”攻关项目总结会

技工作的开展。

1959、1960 年两次全国蔬菜科研工作会议是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召开的以蔬菜科研为主题的会

议，当时我国蔬菜科技迅速发展，1958 年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成立以后，许多省市相继成立

蔬菜研究所（室），许多农业高校设立蔬菜专业，

召开这两次会议就是为动员科研人员更好地为蔬菜

产业服务。两次会议分别有76位和82位科技人员、

部分劳模参会，农业部领导到会讲话，最后均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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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朱明凯作总结。会议

都提出 5 项蔬菜科研工作任务：① 系统总结群众

的丰产经验；② 研究解决淡季蔬菜供应；③ 开展

种质资源搜集和培育新品种；④ 研究遗传生理等

科学技术；⑤ 编写《中国蔬菜优良品种》《中国蔬

菜栽培学》，准备出版《园艺学报》。会议对当时全

国蔬菜科研起到了组织号召作用，促进了当时蔬菜

科研工作的开展。

1974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 日召开了第一届

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文革期间，我国蔬菜科研

也受到严重破坏。但部分科技人员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仍坚持科研工作，1972 年年初周总理提出

“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的号召，给科技人员极大鼓舞，部分蔬菜科研工作

得到恢复。蔬菜杂优育种，塑料大棚、温室及淡季

蔬菜丰产栽培技术等取得可喜的成绩。为总结交流

经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这次会议，全

国 29 个省（市、区）的 133 名代表参加，农业部

领导出席。会议提出 4 项全国性蔬菜科研协作计划

（淡季蔬菜栽培、优良品种选育及杂优利用、塑料

薄膜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研究），对推进当时全

国蔬菜科研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 年 12 月 4～13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

主持召开第二届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区）的 148 位代表参会，农业部和

北京市有关领导出席，蔬菜科技界李家文、谭其猛、

李曙轩、李鹏飞、吴光远等老一辈科学家参加了此

次会议。金善宝院长主持并作总结。此次会议是在

打倒“四人帮”后和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之前的大好

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代表批判了“文革”对蔬菜科

技的破坏，修订了 1978～1980 年 4 项科研协作计

划，提出了品资、栽培、育种、贮藏加工、病虫害

综防 5 项全国性蔬菜科研项目，号召全国蔬菜科技

工作者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全国科技大会召开。

1978 年的全国科技大会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大大调动了蔬菜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蔬菜科

技工作蓬勃发展，杂种优势利用、抗病育种和塑料

大棚覆盖栽培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在这种形势下，

197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8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在重庆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蔬菜科研规划协作会

（图 3），会议修订了 1980～1985 年全国蔬菜科技

发展规划，向农业部、科技部提出蔬菜抗病育种、

图 3　1979 年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蔬菜科研规划协作会

十字花科蔬菜雄性不育研究、工厂化育苗、主要蔬

菜产量形成的规律及技术指标化研究、蔬菜植保研

究等蔬菜科研项目，为以后农业部、科技部对这些

科研工作立项打下了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许多蔬菜科研单位进行科

技体制改革。为总结交流科技体制改革经验，1988
年 12 月 19 日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召开

了全国蔬菜科研工作座谈会，71 位代表出席，38
个单位或个人就科技体制改革作了发言。这对引导

当时我国蔬菜科研单位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重视稳住

正常科研秩序，处理好科研工作与成果开发两者关

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蔬菜产业蓬勃发展，但

也面临着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量的增加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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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等矛盾，为探讨缓解这些矛盾，1998 年 12
月 16～19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蔬菜科研工作经

验交流会（图 4）。27 个省（市、区）118 名代表参 

会。这次会议对世纪之交新形势下我国蔬菜科技工

作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蔬

菜 5 项科研重点任务：① 种质资源；② 育种和育

种技术；③ 生物技术；④ 高产、优质、低耗高效

栽培技术；⑤ 病虫综防和采后贮藏加工。会议对

指导 21 世纪初蔬菜科研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

次会议也是一次新老交替会，特邀陆子豪、林维申、

李树德、葛晓光、徐鹤林、陈杭、吕淑珍、张继仁、

安志信等 15 位老一辈蔬菜科技专家出席，他们为

做好新世纪蔬菜科研提出了许多殷切希望。

除了上述 7 次全国性大型蔬菜科研协作工作会

议外，还多次召开了种质资源、杂种优势利用、植

保等全国性专业科研工作会（图 5、6）。

图 5　1987 年在重庆召开蔬菜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学术讨论会

图 4　1998 年在北京召开全国蔬菜科研工作经验交流会

图 6　1995 年在郑州召开“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蔬菜新品种选育研究”课题总结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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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也多次召开了全国性重要蔬菜科

研工作交流会（表 4），对推进新世纪蔬菜科研工 

作，特别是对生物技术等科技前沿技术以及科技与

产业的结合发挥了重大作用。

2　重要蔬菜科研成果

在全国蔬菜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蔬菜应用

科学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科技成

果。1978～2018 年，获国家级奖励的重要蔬菜科

技成果 117 项，其中国家发明奖 20 项（一等奖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84 项

（一等奖 1 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11 项。

2.1　蔬菜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黄瓜、番茄、马铃薯、白菜、西瓜、甘蓝、萝

卜等主要蔬菜基因组研究相继取得突破，主要蔬菜

的抗病性、抗逆性、品质、育性等重要性状的遗传

规律，生理、分子机理研究不断深入，为蔬菜育种、

栽培、病虫害防治特别是分子育种等提供了理论基

础，高水平学术论文不断涌现。仅近十年发表影响

因子在 8 以上的 SCI 论文就有 161 篇。

2.2　蔬菜种质资源研究成果

通过国内外广泛搜集，重点地区考察，国家种

质资源库已收集保存蔬菜种质资源约 3.8 万份。通

过鉴定评价，发掘、创新出大批在实践中被应用的

优异种质、骨干亲本（图 7）。
2.3　蔬菜遗传育种研究成果

雄性不育系、雌性系、自交不亲和系等杂种优

势育种技术取得突破，杂种优势育种已在 30 余种

蔬菜中得到应用，大白菜、甘蓝、辣椒、番茄、黄

瓜、茄子、西瓜、甜瓜等主要蔬菜新品种 90% 以

上是杂交种（图 8）。多抗性鉴定技术不断完善，

抗 3～7 种流行病害的番茄、黄瓜、辣椒等主要蔬

菜新品种已大面积推广应用。单倍体育种和分子

标记辅助育种已在大白菜、番茄、黄瓜、辣椒、

甘蓝等主要蔬菜育种实践中广泛应用，提高了育

种效率。1978～2012 年育成通过审定（认定、鉴

定登记）蔬菜新品种 4 825 个，良种实现了 4 次更

新换代。我国自育蔬菜品种占全国蔬菜种植面积 

表 4　2000 年以来部分全国性重要蔬菜科研工作交流会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参会代表人数

2002 年 11 月 15～18 日 成都 全国蔬菜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 28 个省（市、区）142 人

2003 年 6 月 12～18 日 北京 全国蔬菜分子育种研讨会 120 人

2003 年 10 月 16～18 日 北京 第四届国际葱蒜类蔬菜学术讨论会 27 个省（市、区）108 人

2006 年 4 月 26～28 日 北京 全国蔬菜和薯类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学术研讨会 92 人

2006 年 7 月 18～20 日 湖北 首届全国高山蔬菜研讨会 100 余人

2006 年 10 月 24～26 日 北京 第五届小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蔬菜害虫治理国际研讨会 19 个国家 84 人

2012 年 8 月 10日 兰州 全国蔬菜科研院所发展研讨会 120人
2015 年 8 月 北京 蔬菜领域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 —

2017 年 9 月 北京 国家蔬菜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 —

图 7　部分重要蔬菜优异种质

大白菜骨干亲本
2039-5

辣椒骨干亲本
伏地尖

黄瓜骨干亲本
唐山秋瓜

甘蓝骨干亲本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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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7%。

2.4　蔬菜栽培技术研究成果

各种类型塑料拱棚栽培、地膜覆盖栽培、节

能日光温室栽培、避雨遮阴栽培、无土栽培、工厂

化育苗、高山高原夏季冷凉地区蔬菜栽培等技术的

研发成果，对提高蔬菜单位面积产量、效益，节能

节水节肥，促进蔬菜周年供应发挥了重大作用（图

9）。具有中国特色不同结构性能的节能日光温室，

保温、蓄能节能性不断提高，可在我国北方冬季夜

间最低气温零下 25 ℃ 左右的情况下生产果菜类蔬

菜。目前全国日光温室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 100 万

hm2。1978 年引进的地膜栽培技术，经研究改进和

图 8　部分获得国家奖的蔬菜品种

图 9　部分蔬菜栽培技术研究成果

号

1 大白菜：北京新 3号

黄瓜：中农 26号

图 10　部分蔬菜病虫害防治研究成果

高温覆膜防治韭蛆技术田间应用效果设施黄瓜根结线虫化防与生防菌协同防治应用效果

地膜覆膜栽培技术节能日光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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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节水、增温、增产、增效，除在蔬菜生产

中推广外，已在棉花等大田作物上广泛应用，1984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5　蔬菜病虫害防治研究成果

查明了我国主要蔬菜病虫害的种类与分布；揭

示了主要蔬菜病毒病、疫病、根结线虫病、枯萎病、

灰霉病、粉虱、蓟马、小菜蛾等重大病虫害的发生

为害规律以及暴发机制（图 10）；研究集成了多种

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大大降低了病虫害对蔬菜的

危害，促进了蔬菜的绿色生产。

2.6　蔬菜贮藏加工研究成果

通风贮藏技术、气调贮藏技术、预冷技术、冷

库的精准控温技术延长了蔬菜的贮存期，提高了贮

存蔬菜品质；连续式高温瞬间杀菌技术、超高压加

工技术提高了蔬菜加工产品生产效率和品质；辣椒

红素、番茄红素、大蒜素等功能成分提取技术促进

了蔬菜精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3　重要历史人物

我国蔬菜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成果的取得，是广

大蔬菜科技工作者艰苦努力的结果，我国各个时期

蔬菜科技人员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技人才。目前

约 2 800位蔬菜科技人员中约 30%具有博士学位，

约 20% 有出国留学、培训经历，现有中国工程院

院士 5 人，“杰青”“优青”获得者 10 余人。由于

篇幅有限，下面仅介绍 47 位 1930 年前出生的已故

的蔬菜科学家（彩色图版 1），16 位 1931 年以前出

生的仍健在的蔬菜科学家（彩色图版 2）。
彩色图版 3 是对我国蔬菜科技和人才培养做出

重要贡献并获得友谊奖或者合作奖的国际友人。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
我国蔬菜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成立 60 年

来，历经几度变迁，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经

过历任所领导和全所职工的努力拼搏，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科技管理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作为国家级蔬菜研究所，在我国蔬菜科技发展

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　在全国蔬菜科学研究中的组织协调作用

受科技部、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组织编制了各重要时期的蔬菜科研发展

规划，按学科发展和产业需求提出重点科研项目，

为国家科技管理部门提供重要参考。

按照国家科研管理部门的安排及同行民主协

商，协调重大蔬菜科技项目承担单位的分工合作，

主持主要重点蔬菜科研项目实施。组织全国性蔬菜

科研协作会或学术交流会、重要蔬菜科技成果的展

示会，编辑出版全国性专业学术刊物。

4.2　完成国家科研任务，取得大批重要科研成果，

促进了蔬菜产业和学科的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是我国蔬菜

科技人员最多的蔬菜专业研究所，科学研究覆盖

蔬菜学各学科，研究对象包括 20 余种主要蔬菜

作物。60 年来，在黄瓜、白菜等主要蔬菜基因

组研究及蔬菜主要性状的遗传规律、生理、分子

机理等基础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种质资源、

遗传育种、优质高效栽培和植保等应用科学取得

了一大批创新性成果；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起到

引领作用。近十年，发表影响因子在 8 以上的

SCI 论文 37 篇；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20 项（一等

奖 2 项）；科技成果年推广应用 67 万 hm2（1 000
万亩）以上，为蔬菜学科、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 

贡献。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蔬菜科技之所以能取得

这么多成绩，是党和政府各级领导长期支持以及全

国蔬菜科技人员奋斗的结果。对照国际科技先进水

平及国家需求，我国蔬菜科技还有很多不足，还需

要全国同行继续不懈努力。我作为一名蔬菜科技工

作者，也就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培

养，感谢全国蔬菜科研界的同行对我的长期帮助和

关心。当前蔬菜科研工作面临许多的新问题，我们

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三个面向、两个一流”

指示精神，办好研究所、做好科技工作，为进一步

提高我国蔬菜科技水平、促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做

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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