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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园艺学会南瓜

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园艺学会南瓜

研究分会正式成立。2002 年 11 月，按照中国科协的相关规

定要求，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园艺学会南瓜

分会。2013 年，经民政部批准备案，中国园艺学会南瓜分

会更名为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分会。南瓜研究分会是中

国园艺学会 33 个分会中最早成立的分会。

1 南瓜研究分会的成立背景

南瓜属作物，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蔬菜作物，也是世

界人民喜食的重要蔬菜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种植。随着

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南瓜已不再是渡荒充

饥的食品，而是成为富含保健成分的重要蔬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设施蔬菜的快速发展，以及早青一代

等西葫芦新品种的育成，西葫芦的设施栽培面积发展迅速，

很快就成为设施栽培中面积仅次于黄瓜的第二大瓜类蔬

菜[1]；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高品质的板栗型印度南瓜品种

从日本引入中国，由于该类型南瓜口感甘面，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很快便成为当时的高端蔬菜[2-3]。随着西

葫芦和印度南瓜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境

外种业公司迅速进入了中国种业市场，法国的冬玉、法拉利

和美国的碧玉等西葫芦品种，日本的栗自蔓、艾碧斯和我国

台湾地区的东升等印度南瓜品种迅速占领了国内的高端种

业市场，并在部分地区一度占据垄断地位，同时韩国、荷兰、

以色列等国家的西葫芦和印度南瓜品种也大量涌入国内抢

占市场份额。与当时栽培面积迅速扩大、种业市场被国外公

司占据主流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局面是，国内开展南瓜育种

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很少，大多数单位都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才开始起步，且受种质资源、人力和财力的制

约，进展缓慢。由于当时的南瓜产业发展状况尚未引起国家

相关部门的重视，南瓜育种等科研工作一直未能得到国家科

研主管部门的科研项目支持，国内从事南瓜科研、种植、加工

及营销等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极度缺乏，致使南瓜的

科学研究及产业开发处于分散凌乱的状态。这种情况严重

制约了南瓜产业的健康发展，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 南瓜研究分会的审批经过

正是在前述情况下，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以下简称为蔬菜花卉研究所）的刘宜生研究员和内蒙古农

业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赵清岩教授认为，为了进一步推动南瓜

科研和产业的发展，应该把有志于开展南瓜研究和开发的力

量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南瓜创新协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以

相互交流、促进合作的平台。因此，1999 年 11 月，刘宜生研

究员和赵清岩教授发起了成立南瓜创新协会的倡议。随后，

于 2000 年 12 月 13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及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副

产品加工工程技术中心 3 个单位正式联名向中国园艺学会

理事会，提出了申请成立“中国南瓜研究会”的报告。在此报

告中首先界定了南瓜属作物的范围，包括了中国南瓜、美洲

南瓜、印度南瓜 3 个栽培种；提出了南瓜科研及产业发展应

重点开展的工作，包括高产优质新品种的选育及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保健功能成分的分析、提取及相关深加工产品的开

发与产业化研究，抗病、抗逆嫁接砧木品种的选育及配套技

术研究，适宜都市农业及美化环境的观赏南瓜新品种的选育

及相关技术研究等；并分析了成立南瓜研究会对发展南瓜产

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等的重要意义。

2001 年 1 月 9 日，中国园艺学会理事会正式批准成立“南瓜

研究会”，隶属于中国园艺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3 南瓜研究分会成立大会的筹备

2001 年 1 月 12 日和 2 月 27 日，3 个发起单位召开了两

次筹备会，成立了以刘宜生任组长，周日兴和崔崇士为副组

长的领导小组，讨论起草了南瓜研究会的工作细则及有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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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撰稿回顾当年成立中国园艺学会南瓜分会的初衷：为从事南瓜产业相关人士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将从事南瓜产

业相关的人士组织起来，共同促进南瓜产业的发展。南瓜研究分会成立后，在刘宜生、崔崇士、孙小武历任会长的领导下，

在几届理事会成员及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南瓜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项目支持——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重点项目，其后不但获得了“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支撑和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还获得了公益性行业（农业）专项的支

持；曾被国外品种占据多年的设施西葫芦品种市场，已经被国内自主研发品种替代；南瓜研究的学术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

升，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持续上升，近年来，更是每年都有相关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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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原则性建议，还讨论了活动经费的筹措和管理办法、研

究会领导成员间的联系方式、以及会刊出版等多项工作。同

年 6 月 18 日，又召开了第三次筹委会，具体讨论了南瓜分会

成立大会的筹办事项和第一次学术交流会的有关组织工作，

并初步确定了南瓜研究会的理事及常务理事的候选名单，还

计划出版《南瓜研究会通讯》作为会刊，以便沟通会员单位间

的联系和信息。

4 南瓜研究分会成立大会的召开

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交流会于

2001 年 10 月 23—24 日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50 余位团体及个人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时任中国园

艺学会理事长朱德蔚先生、副理事长李树德先生、蔬菜花卉

研究所所长屈冬玉先生、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局副局长时建

中先生、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公司副总经理徐景衍先生等出

席了会议并对南瓜研究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对研

究会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建议。

时任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朱德蔚向分会顾问颁发聘书

时任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良恕，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朱德蔚，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许越先，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申茂向，蔬

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屈冬玉，中国园艺学会西甜瓜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君璞等为大会成立题写了贺词。内蒙古农业大学园

艺系赵清岩教授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发来了贺电。

在成立大会上，南瓜研究会筹委会主任刘宜生研究员向

大会作了《关于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会成立的工作报告》，

介绍了南瓜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及经过，明确了南瓜研究会成

立的宗旨和任务，并对我国南瓜产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七点

建议，对南瓜研究会的具体工作提出了五项设想。

蔡同一教授和林德佩教授分别在大会上做了《南瓜功能

成分的研究进展及其综合利用》和《国内外南瓜植物的种质

资源及育种进展》的学术报告。与会代表进行了学术交流，

并对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工作方向和任务、活动形式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国园艺学会南瓜分会工作细则》，明

确了学术交流活动的计划。

会议期间，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选举，产生了由 19 名理

事组成的南瓜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刘宜生被选举为会长，

周日兴、崔崇士、孙小武、戴祖云、范春被选举为副会长。时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许越先、中国农机院副院长李树

君、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屈冬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

鸣、四川省农科院教授林德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蔡同一等被聘任为南瓜研究会的特约顾问。

南瓜研究分会成立大会（2001.10.23）

在成立大会召开之际，由南瓜研究会主持编印了《中国

园艺学会南瓜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交流会论文集》，论

文集中除刊有领导同志的贺词外，收录了 38 篇论文及有关

公司的简介。李树德副理事长还为本论文集作序，高度评价

了论文集的学术成绩，并指出“本论文集的出版，全方位地反

映了我国南瓜产业的概况，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南瓜为专题

的论文集，它将对进一步推动南瓜产业化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作用。”

全体代表和与会领导合影留念

成立大会圆满地完成了三项预期目标，即庆祝中国园艺

学会南瓜研究分会的成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及确定近期的

工作任务。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且非

常有意义，大家决心按照卢良恕院士题词“南瓜既是大众化

的优良蔬菜，亦是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食品，我热诚希望南

瓜研究会的成立，有助于团结各界人士，大力加强科学研究，

积极进行学术交流，采用高新技术，开拓新的产品，促进南瓜

产业化事业更快发展”的期望，把南瓜这个小作物，做出一篇

大文章；让南瓜研究会这个小学会，创出一个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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