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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赣南脐橙新品种选育与高效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江西省 

推荐奖种：科技进步奖 

项目简介： 

赣南是我国最大、世界著名的脐橙基地，脐橙产业是赣南农村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是赣州市边缘山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长期受困于品种单一成熟期

集中、果园水土流失严重、肥效低、危险性病虫为害较重和产销压力大等问题。

2001 年赣南脐橙种植面积仅 38 万亩，为突破赣南脐橙产业发展生产技术水平落

后的瓶颈，本项目开展了系列攻关研究和成果推广，有力推动了产业发展，至

2013 年底赣南脐橙种植面积达 174 万亩。选育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赣南早”

和“赣脐 4号”脐橙新品种已推广种植，“赣南早”和“赣脐 4号”在国庆节期

间即可成熟上市，使脐橙的成熟上市期提前 40 天，解决了赣南脐橙上市期集中

在 11 月中下旬的难题。赣南成为我国最大、世界著名的脐橙生产基地，“赣南脐

橙”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取得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培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赣南早”和“赣脐 4号”优良脐橙新品

种，“赣南早”和“赣脐 4 号”是全球成熟最早的脐橙品种。 

“赣南早”和“赣脐 4号”脐橙较目前栽培最多的纽荷尔脐橙早熟 40 天，

“赣南早”和“赣脐 4号”在国庆节期间即可成熟上市；“赣南早”和“赣脐 4

号”这两个品种均开始在江西赣南、广西贺州等地大面积推广。 

2、创新形成了赣南脐橙生态高效生产技术体系。 

（1）首创“山顶带帽-山腰种果-山脚穿靴”，水、电、路科学规划生态建园

技术，果园水土流失减少约 70%。 

（2）创新形成了叶片营养诊断为主的平衡施肥技术。探明了赣南脐橙园土壤

养分水平和树体营养失衡状况；明确了赣南脐橙大面积缺素黄化、叶脉肿裂的原

因为镁、硼、锌缺乏和氮、钾偏多引起的树体养分失衡；肥料利用率提高 20%以

上。 

（3）创新形成了“三大一免（大穴改土、大肥培土、大苗移栽，前三年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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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便捷施肥、大枝修剪的脐橙轻简化栽培技术模式。果园劳动投入减少约

60%。 

3、创新形成了脐橙安全生产技术体系。  

（1）首创了“机油乳剂+克螨特”在冬季杀灭脐橙越冬害虫的高效防控技术，

果园越冬红蜘蛛、锈壁虱、介壳虫、木虱、粉虱等杀灭率达 95%，其防控效果可

持续至 5月上旬。 

（2）优化集成了脐橙无病毒容器苗低成本快速繁育技术，累计推广无病毒种

苗 2900 万株。 

（3）创新形成了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使赣南脐橙溃疡病病果率处在

2%以下的低水平。 

（4）实现了捕食螨大规模、低成本人工繁育，并研发出“以螨治螨”的害虫

生态控制技术。 

  在上述基础上，形成了赣南脐橙安全生产技术体系，果园病虫害防治次数

由原来的每年 15 次左右降到 10 次左右。 

4、创建了脐橙贮藏保鲜技术体系 

（1）首创了低碳环保、低成本的脐橙果实水冷式自然通风库贮藏技术。利用

低温山泉水在库内循环、库顶喷洒降温，脐橙贮藏保鲜 5个月，损耗率在 8%以

内，脐橙的品质和贮藏利润显著高于自然通风库。 

（2）创新形成了脐橙果实冷库贮藏和果实留树保鲜技术。明确了赣南脐橙冷

藏保鲜的各项技术参数，冷藏 5个月，损耗率 5%以下。研发出在山地逆温层和

大水体周边果园的脐橙果实留树贮藏技术，脐橙果实延迟 60 天采收，外观和内

质显著改善。 

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发表论文 185 篇，其中 SCI

收录 21 篇；出版著作 9部；主持起草国家标准 1项、地方标准 13 项；选育脐橙

新品种 2个，获授权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培养研究生 46 人。2001

—2013 年该成果累计推广应用 1200 多万亩，节本增效 178.67 亿元，2013 年，

全市 23 万种植户 68 万果农人均脐橙收入达 5000 元以上。 

主要完成单位： 

1、江西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完成单位，项目主持单位。在本项

目实施中起主导作用。负责项目实施计划，制定总体实施方案及管理措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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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试验研究、示范推广。负责项目研究结果收集、整理、汇总

和编制等；牵头组织验收、鉴定、成果登记等。同时负责本项目脐橙无病毒苗木

低成本快速繁育技术研发；溃疡病和害螨等重大病虫高效防控技术研发；生态建

园、三大一免、便捷施肥技术研发；脐橙轻简化栽培技术模式的研发等。对本项

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2、华中农业大学，第二完成单位，本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单位之一。负责

项目主要技术方案，对研究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示范起了重要作用。针对赣南脐

橙非病原性生理病害的成因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解决了赣南脐橙因缺

硼导致的大面积叶片黄化的问题。对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3、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第三完成单位，本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单

位之一。对研究方案的制定、实施起了重要作用。协助项目资料汇总、整理、编

印。探明赣南脐橙树体营养元素失衡状况，即：大部分脐橙园的树体氮、磷、钾、

铁、锰、钼达到或超过适量水平，树体氮、钾高量或过量现象比较严重，缺镁、

缺锌和低钙现象普遍。脐橙大面积缺素黄化和叶脉肿裂问题长期困扰赣南脐橙生

产，在本项目中，首次明确此症状为镁、硼、锌缺乏和氮、钾过高引起的树体养

分失衡症，并研发出高效矫治技术，有效解决了此问题；明确了脐橙对镁营养元

素的吸收、转运、果实累积消耗规律，首次发现并证明缺镁会导致脐橙叶脉肿裂，

从外观形态和解剖结构上弄清了缺镁叶脉肿裂和缺硼叶脉肿裂的差别，赣南脐橙

长期施用硼肥而叶脉肿裂不能有效矫治的技术难题，通过镁肥的施用得到有效解

决。首次明确了丘陵山地脐橙园土壤养分测定不能有效反应树体营养状况，即：

“测土配方施肥”不适宜丘陵山地脐橙园，探明其主要原因是果园挖穴施肥导致

土壤养分分布极不均匀，土壤取样代表性差。创新出“叶片营养诊断为主-土壤

分析为辅”的脐橙平衡施肥技术，解决了测土配方施肥对脐橙效果不佳的难题，

肥料利用率提高 20%以上。同时研发出脐橙病毒病快速检测和脱毒母树的快速培

育技术。对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4、赣南师范学院，第四完成单位，本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单位之一。负责

赣南脐橙新品种的选育，选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赣南早”和“赣脐 4

号”优良脐橙新品种，“赣南早”和“赣脐 4号”是全球成熟最早的脐橙品种，

较目前栽培最多的纽荷尔脐橙早熟 40 天，“赣南早”和“赣脐 4号”在国庆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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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即可成熟上市；“赣南早”和“赣脐 4号”这两个品种均开始在江西赣南、广

西贺州等地大面积推广。 

5、江西农业大学，第五完成单位，本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单位之一。负责

赣南脐橙果实保鲜与贮藏技术研发的总体技术设计和试验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示

范，收集整理资料，对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6、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第六完成单位，本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

单位之一。负责赣南脐橙生态果园建设与高效保水抗旱技术研究总体技术设计和

试验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示范，收集整理资料。对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

贡献。 

7、赣州市果业局，第七完成单位，本项目技术主要参与单位。为本项目的

主要培训、推广单位，负责脐橙无病毒苗木低成本快速繁育、果园简易高效水土

保持、溃疡病和害螨等重大病虫高效防控、基于叶片营养诊断和土壤分析的平衡

施肥、脐橙轻简化栽培、脐橙果实贮藏等技术的培训、推广。为保障本项目的成

功实施做出了贡献。 

8、赣州市柑桔科学研究所，第八完成单位，本项目技术主要参与单位。为

本项目主要技术负责单位，负责赣南脐橙三大一免、省力化、节本高效栽培技术

设计和试验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示范，收集整理资料。对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主要完成人的贡献： 

1、钟八莲，第一完成人，江西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贡献：本项目主

要技术负责人，提出项目研究思路、组织技术推广应用，完成项目总结材料和汇

报。调查研究脐橙园节肢动物群落种类组成及食物网结构、脐橙主要害虫成灾原

因及其生态控制技术、捕食螨工厂化繁殖和田间释放技术。 

2、彭良志，第二完成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主要贡献：平衡施肥课

题主持人，探明赣南脐橙园土壤养分和树体营养状况，明确脐橙缺素黄化原因并

开发出高效矫治技术，研发并建立以“营养诊断为主—土壤分析为辅”的脐橙平

衡施肥技术体系。完成项目总结材料和汇报材料的汇总、整理和编写等工作。 

3、彭抒昂，第三完成人，华中农业大学，主要贡献：研究并弄清赣南脐橙主要

非病原性生理病害成因的生理机制，形成有效解决以叶片黄化落果为主的非病源

性生理障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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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慈相，第四完成人，江西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贡献：研究赣南

脐橙溃疡病菌株系的致病性、遗传多样性、抗铜性和发生规律，研发出一套高效

的脐橙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模式和病虫高效防控技术。 

5、赖晓桦，第五完成人，江西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贡献：研究建立

稳定高效柑橘病毒病的快速检测技术，研发形成脐橙无病毒母树快速培育和低成

本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集成创新脐橙“三大一免”提早投产技术体系。 

6、陈金印，第六完成人，江西农业大学，主要贡献：研究确立了脐橙留树保鲜

技术。 

7、黄建民，第七完成人，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主要贡献：研发出简

单高效的柑橘园季节性生草栽培技术。 

8、米兰芳，第八完成人，赣南师范学院，主要贡献：“赣脐 4号”和“赣南早”

新品种主要选育人。 

9、谢金招，第九完成人，赣州市果业局，主要贡献：脐橙溃疡病发生规律调查

和脐橙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模式研发和尼氏钝绥螨工厂化繁殖和田间释放技术。 

10、陈建美，第十完成人，赣南师范学院，主要贡献：“赣脐 4号”和“赣南早”

新品种主要选育人。 

11、方贻文，第十一完成人，赣州市柑桔科学研究所，主要贡献：研究改进了脐

橙省力化修剪技术。 

12、古祖亮，第十二完成人，江西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贡献：脐橙水

冷式通风库贮藏技术主要研发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2012 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2010 年度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二等奖。 

3、2007 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