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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说明《园艺学报》“新品种”文章的写作规范和部分来稿中常见的写作问题，供作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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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园艺作物育种成果的交流和新品种的推广，《园艺学报》自 1991 年开辟“新品种”栏

目，刊登最近 3 年内经过国家及省部级审定、认定、鉴定、登记，或获得国家新品种权、或国际登

录的未曾发表过的新品种（不包括引进品种）介绍文章，至 2018 年 12 月，择优刊登新品种文章 1 400

余篇；自 2015 年起出版新品种增刊，发表新品种 320 余个。新品种稿件逐年增加，反映了育种工作

的蓬勃发展和丰硕成果。在审编来稿过程中发现一些常被作者忽略的问题，在此简要总结，供作者

参考。 

1  写作规范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主要经济性状和农艺性状适合生产和市场需

求，具备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的栽培群体（曹家树和申书兴，2001；方智远，2017）。因此，“新

品种”文章总体要求全面反映植物新品种的构成要素，包括介绍原始材料与选育经过，适合生产和

市场需求的优异性，区别于其他品种的标志性性状，个体之间性状的一致性和遗传稳定性，以及对

生态的适应性等。“新品种”文章全文包括：题目、作者署名（单位）、摘要、关键词，以及与各项

对应的英文；之后依次为引言、品种特征特性（配有反映品种特征特性的彩色照片）、栽培技术要点

和参考文献。 

（1）摘要：简要说明新品种的来源与选育途径、重要特征特性、适宜的栽培地区等。 

（2）引言：介绍针对生产的实际需求设定的品种选育目标、所用的原始材料、选育过程以及

审定或鉴定等情况。对于通过有性杂交选育的新品种，要说明与其双亲相比所具有的主要优良性状，

系统选择品种要写明与原品种的主要区别和突出优点，要有与亲本或相关品种关键性状比较的试验

数据。 

（3）品种特征特性：先描述植株形态特征，按生长势、植株形态、枝条、叶片、花、果实的

顺序叙述，然后介绍开花期、熟性、产量、抗性等。比较典型和突出的性状可以详细叙述。果树、

蔬菜、花卉等根据主要经济性状的不同各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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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栽培技术要点：指明该品种的具体适宜栽培地区，写出与其他常用品种不同的技术要点。 

（5）参考文献：引用他人的观点、涉及他人的材料等要给出参考文献。栽培技术如果与已有

的品种相同，可以给出参考文献，从略叙述。 

需要注意的是，在发表系列品种介绍文章时，尽量避免文字雷同，尤其注意引言和栽培技术要

点部分不要完全照抄，以免有“重复发表”或“抄袭”之嫌。 

请注明基金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以上基金或项目资助和项目编号）、通信

作者 E-mail。稿件篇幅控制在 2 版以内（约 3500 字），其中照片最多不超过 1 版。 

2  来稿中常见的问题 

（1）原始材料与选育经过交代不清：有些来稿只是说“××品种是从原始古树资源调查收集过

程中发现的”，“××是通过杂交，经过多年连续筛选获得的新品种”，而原始材料和发现优株之后或

杂交之后的过程省略不提。原始材料反映了新品种的来源与育种基础，无论是选择育种、诱变育种，

还是杂交育种等哪种途径，都是在一定的原始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引言中应该对育种的原始

材料有一个清晰的交代，系统选育品种和芽变品种需说明原始品种或材料，杂交品种需说明母本与

父本的来源。品种选育经过需要简要说明，因为育种过程就是新品种的形成过程，反映育种工作的

科学性和真实性，体现育种者的工作贡献。 

（2）与原始材料相比优点不明确：有些来稿描述“××年选出优株，××年通过复选，经过多年

多点试种，优良性状稳定一致”，实生选育的品种未说明与其实生群体相比，杂交品种未说明与其亲

本或对照品种相比有何突出的不同和优点，使读者无法对该品种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做出正确的评

价。因此，在引言中应该对这一点作明确说明。 

（3）重要性状描述遗漏或缺少数据支持：有些来稿注重强调品种的优良形态特征或某些特殊

成分功能等，而遗漏了总产量。多数情况下果树、蔬菜或药用植物品种产量很重要，是种植者必须

考虑的，需要补充说明。另外，不少来稿用“抗寒”、“耐热”、“抗逆性强”、“抗××病”等来定性描

述抗性，缺少具体数据支持。对于耐寒、耐热性状，需要补充说明耐受的具体温度或田间对比试验

结果，对于抗病性状，需有田间调查或人工接种（分子标记）鉴定结果，为种植者提供具体的参考。 

（4）品种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要点详略失当：有些来稿在介绍新品种特征特性时，详细地描

述了该物种所有的特征特性，反倒弱化了新品种的特点。品种特征特性部分应突出重要的农艺性状，

一般的植物学性状可从略。有些来稿将栽培技术写得十分全面，从立地、建园、播种、育苗到水肥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等，像栽培技术手册一样详尽，看不出不同于其他品种的栽培技术要点。对于

常见的大宗作物新品种，一般只需写出该品种最重要的栽培技术和需要特殊处理的措施，与大多数

常见品种管理一致的部分适当从略。对于稀有少见种类的新品种则可详细些。 

（5）计量单位使用不规范：有些来稿在说明产量时用每亩或每 667 m2 为单位，有的在表述物

质含量时用每 100 g 为单位，这都不是法定计量单位，应该换算成每公顷（hm2）和每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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