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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种植芦笋以来，面积不断扩大，到1995年一举跃为世
界芦笋种植面积、产量和加工贸易额最大的国家。
这期间，我国芦笋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加工技术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种植区域也不断扩
大。
据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芦笋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50万亩，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成功栽培芦
笋的报道。
芦笋的营养价值和特殊的药用功效也正在为国人认识和了解，国内消费量急剧增加，芦笋消费已由出
口一支独秀变为出口和内销各占半边天。
　　芦笋是一种泊来蔬菜品种，在我国大面积栽培的历史不过二三十年。
由于原来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少数地区种植，并未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研究方面国家级科研机
构也少有人问津。
但芦笋以其高产值、高效益及高附加值很快就推广到我国华北、西北、西南等大部分地区种植，并成
为当地农业增收、农民致富的好项目。
芦笋产业以其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我国一些地方科研机构在芦笋种质资源收集利用、新品种
选育、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及加工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一些新的生物技术如小孢子培养技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航天诱变技术等正在大量应用在芦笋
品种选育上，而一些传统的加工技术也在芦笋产品开发上得到很好的应用，芦笋茶、芦笋酒、芦笋饮
料、芦笋酱油等新产品层出不穷。
《中国芦笋研究与产业发展》汇集了我国芦笋科学研究、产业界及管理者的智慧与辛勤劳动，它的出
版将大大促进我国芦笋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即将由中国园艺学会芦笋分会组织召开的&ldquo;中国园艺学会芦笋分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四届
中国芦笋发展与战略研讨会&rdquo;，将是我国芦笋产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此谨向大会表
示衷心的祝贺。
相信经过广大芦笋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我国芦笋不仅可以做到产业规模世界第一，我国的芦笋科技也
能成为世界一流。
　　后记　　自2000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芦笋发展与战略研讨会以后，我们又相继于2004年
和2008年在山东省日照市、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召开了第二、三届全国芦笋发展与战略研讨会。
每一次会议的召开都对我国芦笋科研和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为了全面总结近年来我国芦笋产业技术研究的科研成果，促进本领域学科的交流，中国园艺学会
芦笋分会将于2010年9月在山西省运城市举办&ldquo;中国园艺学会芦笋分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四届
中国芦笋发展与战略研讨会&rdquo;。
本书汇集了我国近年来芦笋产业技术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近80篇文章，内容涵盖产业发展、品种选育、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生物技术、加工与贸易等领域，集中了我国芦笋产业领域广大科研、生产及
管理者的智慧与心血，是我国芦笋研究领域第一部综合性著作。
本文集的出版将促进我国芦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知识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作者、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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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我国一些地方科研机构在芦笋种质资源收集利用、新品种选育
、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及加工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一些新的生物技术如小孢子培养技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航天诱变技术等正在大量应用在芦笋
品种选育上，而一些传统的加工技术也在芦笋产品开发上得到很好的应用，芦笋茶、芦笋酒、芦笋饮
料、芦笋酱油等新产品层出不穷。
     本书汇集了我国近年来芦笋产业技术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近80篇文章，内容涵盖产业发展、品种选育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生物技术、加工与贸易等领域，集中了我国芦笋产业领域广大科研、生产
及管理者的智慧与心血，是我国芦笋研究领域第一部综合性著作。
本文集的出版将促进我国芦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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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宇：江西宜黄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81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先后留学美国、新西兰、法国，获新西兰林肯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学位。
1997年回国，为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现任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江西省侨联副主席，兼任农业部肉及肉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
任，绿色食品产品质量定点监测（南昌）中心主任，中国南方航天育种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仪器
仪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
 
    从事芦笋研究二十余年，为中国芦笋产业领头人。
从国外引进第一批芦笋种质资源，建立了我国最为完善的芦笋种质资源圃。
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性系杂交芦笋新品种“井冈70l”和第一个四倍体紫色无性系
芦笋新品种“井冈红”。
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及标准化的推广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制定了我国三个芦笋行业标准，2004年由
农业部颁布实施。
在国际芦笋界有较高知名度，以特邀代表身份连续出席三届国际芦笋研讨会，并将主持第十三届国际
芦笋研讨会（2013，中国）。
2000年以来牵头组织了三次全国芦笋发展与战略研讨会，推动了我国芦笋产业走向科学和良性的发展
道路，并被推举为中国园艺学会芦笋分会理事长。
 
    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丰富的经历。
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上海市重大项目建设功臣”称号和勋章（2001）。
建立了“电击法基因转移的能量理论”，并于2002年作为基础理论人编美国出版专著《Transgenic
Plants and Crops》原理篇。
作为首席专家主持过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
作为评估专家参与过世界银行农业投资项目，现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分行聘为投资顾问，埃塞俄
比亚政府聘请为农业项目专家。
拥有中国专利四项，发明的《电脑速记》即“陈氏音速码”，获2002年江西省技术发明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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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工作中，我们首先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上下协调的组织管理体系为核心组织管理体系，从区
到各街乡镇场层层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由农业、科技、财政、环保和工商部门参与的绿色食品
原料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协调指导能力，理顺了整个基地的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
，成立了以区农业局及相关部门为主成立了相关生产管理体系、投入品管理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基
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体系、产业化经营体系和监测监管体系，对整个基地进行全程的指导和全面的监控
。
在工作上一是加强技术培训，强化落实所有的技术措施，从而既保证了芦笋的高产和高效，也保证了
产品的质量，二是对所有的投人品进行认证，并设立了投入品的专营机构，没有认证的投入品不准进
入基地使用，三是各基地严格控制污染企业的引进，保证了基地的空气和水源质量，四是按照街乡镇
场划分了基地单元，各个基地也编制了地块编号，对各个地块的田间管理和采收严格监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中发挥着主导带动作用，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既
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细化了产业分工，明确了各个环节的努力方向。
又以&ldquo;绿色食品品牌为纽带、龙头企业为主体、原料基地为依托、农户参与为基础&rdquo;的产
业化发展模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操作过程中，龙头企业承担着收购基地产品和加工绿色食品的双重任务，必须确保基地产品的质量
达到标准。
因此实施基地建设与龙头企业紧密对接，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加工产品原料
质量，促进绿色食品产品认证；另一方面，有利于产加销紧密结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强化企业与
基地种植者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黄陂区所有芦笋基地均纳入了产业化经营体系，各个基地消除了怕产品多了卖不出的想法，
把心思都放在了增产保质上。
龙头企业在稳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积极开拓新市场，研制新产品，保证基地的产品
能全面顺利地加工销售出去，新辰公司还积极同大专院校联合开发芦笋饮料等深加工产品，仙参芦笋
加工厂开发速冻芦笋及相关加工品。
产业化的分工，促进了各个环节的协作，保证了各尽所能，最后做大做强黄陂芦笋产业的目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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