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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果树科学研究70年——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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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70 a（年）以来，我国龙眼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龙眼种质资源、遗传育种、采后生物学、生物技

术等研究领域领跑国际同类研究。建立了国际上资源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级龙眼种质资源圃，杂交育种培

育出有不同香气、留树保鲜期长、成熟期配套、优质丰产等优异性状的适宜轻简化栽培的系列新品种；利用新育成的不

同熟期龙眼品种，结合催花技术和生态差异选择，在我国实现龙眼鲜果的周年供应；研发出了龙眼安全保鲜物流新技

术；先后构建了龙眼的基因组草图和精细参考基因组图谱，促进龙眼基础研究进入了功能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研究时

代。未来应进一步加强龙眼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与关键性技术的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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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ongan（Dimo-

carpus longan Lour.）research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Chinese scientists are now tak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in research of longan germplasm resource collection，genetics and breeding，post-

harvest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set up the National Longan Germplasm

Resource Nursery in Fuzhou，wher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longan germplasm in the world is housed.

Using a cross breeding system，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bred new varieties with valuable traits includ-

ing different fragrances，prolonged hanging life，divergence in maturation period，high quality and high

yield，and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long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iques. With the appli-

cation of varieties of diverged maturation periods according to ecological variations，and with the assis-

tance of longan flower forcing technology，commercial supplies of longan are available year-round in

China.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also developed technologies for food safety and freshness preserva-

tion，which is a vital part of longan logistics. In addition，the draft genome sequence and fine reference

genome map of longan have been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which accelerates the basic research of lon-

gan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molecular breeding. In the future，basic research and key technology devel-

opment and innovation related to longan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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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原产我国，是南方名优水果，栽培历史悠

久，经济寿命长，其果实食药兼用，深受人们喜爱。

我国是全世界最主要的龙眼生产国，福建、广东、广

西和四川是我国主产区，海南、云南、贵州、重庆、台

湾也有栽培，浙江仅零星分布。改革开放后，随着龙

眼科技的进步，我国龙眼生产蓬勃发展。为更好发

挥优势区域对龙眼产业的推动作用，由原农业部发

布了 2007—2020 年两轮《龙眼优势区域布局规

划》，使我国各产区的龙眼逐渐向优势区域发展，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产区。据统计，2016年我国龙眼栽

培面积达 37.6 万 hm2，占世界的 54.8%，产量 191.4

万 t，占世界的 54.7%；其面积是 1978 年的 17.9倍，

产量是1970年代大年的16.4倍、小年29.9倍。龙眼

由原来的礼品果、富贵果成为普通百姓家的餐桌水

果，这种转变与我国几代农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分

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龙眼科研发展可划分为四

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年）起步阶段。新中

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龙眼科学研究缺乏组织

性和系统性；仅部分龙眼产区开展了品种调查、果实

品质比较、焦核品种选育、生物学特性、营养器官解

剖、花芽分化、“大小年”或隔年结果现象、果园土壤

与土壤管理等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第二阶段

（1966—1978年）停滞阶段。十年动乱，科研停滞。

第三阶段（1978—1998年）恢复发展阶段。我国投

入的龙眼科研经费逐年增加，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齐头并进，涵盖了现代果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龙眼地方品种的发掘利用和以丰产稳产克服“大小

年”为目标的栽培技术攻关等研究成果，支撑了龙眼

生产的大发展。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快速发展

与领跑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

需求日益旺盛，龙眼科学研究投入呈现增长，这个时

期我国龙眼面积和产量均达到历史最高峰。国家

级、省级龙眼科研平台相继建立（如国家热带水果改

良中心福州龙眼分中心、国家龙眼野外科学观测站、

福建省龙眼枇杷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实

力稳步提升，在龙眼种质资源、遗传育种、采后生物

学、生物技术等研究领域领跑国际同类研究。

在龙眼科学研究 70 a（年）间，以下四项标志性

工作较为突出：一是国家龙眼基础性科技条件平台

—国家龙眼种质圃的建立与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

体系的创建，使我国龙眼资源工作进入标准化、数字

化阶段，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共享利用；二是挖掘并利

用龙眼“光温钝感”种质，科学配置杂交组合，龙眼杂

种后代童期缩短到1.5 a，大大加快了龙眼杂交育种

步伐；三是热带地区龙眼利用氯酸钾催花反季节开

花结果，结合新育成龙眼品种不同熟期、生态差异选

择等，在我国实现龙眼鲜果的周年供应；四是龙眼先

后构建了基因组草图和参考基因组图谱，解析了龙

眼的家驯化起源与基因组演化，为其分子生物学、遗

传学与分子育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1 种质资源研究

1.1 起源

中国龙眼种质资源丰富，种类多、分布广，主要

分布在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和台湾等

省（区）。李永清 [1]认为，在北纬 18°~25°，东经 98°

~111°的广阔区域内，包括我国云南西南部、东南

部，以及广西、海南地区，缅甸萨尔温江流域，越南

北部，都是野生龙眼的共同起源地。云南西南部和

东南部野生龙眼分布面积广、数量多，且地处缅甸、

越南江河水系的上游，从而认为云南省西南部到东

南部应是世界龙眼的起源中心。柯冠武等 [2-3]研究

论证了我国龙眼品种从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的演

变，提出海南为龙眼的原产地；并认为龙眼栽培起

源于我国的南部和西南部；提出我国云南为龙眼起

源的初生中心，广东、广西和海南为龙眼起源的次

生中心。

1.2 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共享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各省（区）

相继开展了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建立了地方龙眼种

质资源（品种）圃。1960年代，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开始收集龙眼种质资源；1973年建立龙眼

原始材料圃，保存资源30多份。1979年国家果树种

质福州龙眼圃筹建，1980年承担原农牧渔业部下达

的“全国龙眼资源圃的建立与系统研究”任务，至

1986年福州龙眼圃基本建成，共收集保存种质资源

212份；1987年，原农业部科技司在福州宣布建立全

国第一批15个国家果树种质资源圃，福州龙眼圃正

式挂牌。2005年福州龙眼圃完成国债项目的改扩

建。继而该圃的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利用等

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发展，编写“国家果树

种质福州龙眼圃管理细则”等，出版《龙眼种质资源

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4]，研制部颁标准《农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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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 龙眼》，福州龙眼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建立。

福州龙眼圃是我国唯一的、国际上资源数量最

多、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级种质资源圃。现有圃地

3.49 hm2（包括 2座连栋塑料大棚 2 700 m2），保存龙

眼种质 2个种 364份，分别来源于我国 9个省（区、

市）及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 4个国家。收集保

存了一批特异种质，如特晚熟（‘12月龙眼’）、四季

开花结果（‘四季蜜’）、二季开花结果（‘二造龙眼’）、

焦核（‘沁后焦核’‘上迳焦核’‘北墘焦核’）、有特殊

香味（‘冰糖味’‘凤梨味’‘桂花味’等）、白核、无核、

果肉粉红色、果皮红色等种质。2001年以来，对龙

眼种质资源花果性状、品质性状以及多样性、果实性

状稳定性、功能成分等进行系统地鉴定评价，挖掘出

优异资源60多份，向国内科研、高校、生产等单位分

发种质2 000多份次，在我国龙眼育种及其产业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龙眼圃是龙眼多样性保

护、科普教育和国际交流的基地和窗口，已成为我国

龙眼种质资源战略保存、技术研发和共享服务的重

要平台。

国内学者利用形态学、孢粉学、同工酶、数量分

类、分子标记及基因组重测序等方法研究龙眼种质

资源的分类与亲缘关系，取得一定进展。黄爱萍

等 [5]通过果实数量分类，将种质资源划分为 5大类

群：I类群几乎涵盖了种质所有来源地和种质类型；

II类群为泰国的‘施冲蒲’‘潘通’‘依登’以及福建的

稀优种质‘上迳焦核’和贵州地方品种‘贵州 2号’；

III类群为福建的珍稀种质‘白核龙眼’以及印尼的

‘万隆安’；IV类群、V类群均来源于福建。国内学

者，通过对世界各地代表性的龙眼种质资源基因组

重测序分析，阐明了龙眼的反季节生物学性状起源

于龙眼种演化早期。

2 育种研究

龙眼育种主要是通过实生选种和有性杂交育种

等途径，已育成新品种 37个，其中‘储良’‘立冬本’

‘松风本’‘冬宝9号’‘古山二号’等5个良种被农业

部列为主导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社会效益[6]。

1949—1998年，我国种植的龙眼品种均是从大

自然赋予的资源中采用实生选种的方式获得，以丰

产为主要特征；这期间选育的品种或主栽的地方品

种，大多存在果实大的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不

甜（由于龙眼果肉酸含量极低，不甜的果实淡而无

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的品种其果实小、无香气、

风味单一等问题，明显影响了龙眼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有鉴于此，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从

1994年开始，在国际上率先采用人工有性杂交定向

培育新品种，至今已经持续了 25年，1998年育成国

际上第一个杂交品种‘冬宝9号’。2005年后，以‘冬

宝9号’为骨干亲本，发掘并利用龙眼的“光温钝感”

种质，构建了高效的龙眼杂交育种技术体系，进入了

以香型、大果优质、早结丰产、轻简栽培为目标的第

二代杂交育种。龙眼一级鲜果三大经济性状指标

为：单果质量≥ 14 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8%和可食

率≥ 70%，杂交培育出的新品种能同时达到或超过

这三大指标，解决了生产上主栽品种难以同时达到

的技术难题（表 1）。2011年后，龙眼杂交育种进入

第三代，杂种后代童期缩短到 1.5 a，大大加快了龙

眼育种周期。

郑少泉团队基于前期的育种积累，培育出有不

同香气、果大、肉厚质脆、核小、离核易、口感好、早

结丰产、成花易、留树保鲜期长、熟期配套的二代和

三代杂交龙眼新品种；新育成的部分品种春季利

用大枝多头高接换种当年嫁接次年则可试产，南

亚热带龙眼产区秋季（8—9月）高接次年也能试产

挂果；育成的优质大果杂交新品种‘宝石 1 号’、香

型优质大果杂交新品种‘翠香’、香型优质大果杂

交新品种‘冬香’等 3个熟期配套、综合品质优良、

特异性状突出的二代杂交新品种，2018 年通过省

级科技成果评审，成果均居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

平。其中，‘冬香’是目前全球最晚熟的龙眼新品

种。除了以上 3个品种外，还有‘醉香’‘醇香’‘窖

香’‘高宝’‘榕育8号’‘福晚8号’6个杂交龙眼新品

种，分别在福建、广东、云南、贵州、重庆、海南等地中

试示范，在四川泸州、广西大化和大新等地示范推广

及大面积应用，丰富了品种类型，改善了我国龙眼品

种结构。

2007—2009年，刘成明课题组进行了荔枝与龙

眼属间远缘正反交的有益探索，随后获得杂种苗并

筛选出若干抗寒单株。国内学者还应用 RAPD、

ISSR和SSR分子标记技术进行真假杂种的鉴定，提

高了育种效率；以及开展龙眼杂交后代若干性状遗

传倾向研究，以指导育种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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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栽培与土肥研究

3.1 产期调节技术

1990年代末，台湾屏东科技大学颜昌瑞教授发

明了利用氯酸钾的龙眼反季节催花技术，并在中国

大陆率先指导郑少泉课题组在福建开展龙眼反季节

催花技术研究，随后国内研究者在广东、广西和海南

等地进行试验；迄今，反季节栽培仅在海南南部的热

带产区可实现龙眼四季开花并丰产结果；广东西部

的茂名早熟龙眼产区利用氯酸钾催花技术，使龙眼

提早 10~15 d成熟，提高种植效益；其它地区效果尚

不稳定。期间，开展了相关机理的研究。从越南引

进的‘四季蜜’品种在广东、广西、福建栽培后表现较

好，通过修剪和药剂处理，能够春节应市。此外，结

合利用新育成龙眼品种不同熟期、不同生态区的地

域差异等，在我国可实现龙眼鲜果的周年供应。

3.2 克服龙眼“大小年”结果栽培技术

龙眼花穗“冲梢”也即成花逆转，是龙眼树种的

特殊生理现象，受品种、气候、栽培管理水平等影响，

如何防止龙眼花穗“冲梢”的发生，是克服龙眼“大小

年”结果的关键。研究者从形态学、内源激素、营养

调控等方面研究龙眼花穗“冲梢”，提出以高水平水

肥管理为前提的树冠矮化修剪、结果枝组培养、植物

生长调节剂应用等综合技术措施，克服了龙眼的“大

小年”结果，实现丰产稳产。晚近，随着新育品种如

‘宝石1号’‘醉香’和‘福晚8号’以及地方品种的挖

掘如‘凤梨穗’等的应用，由于这些品种开花结果易，

受不良气候影响小，是轻简化栽培的首选品种，也是

利用品种来克服龙眼“大小年”结果的新途径。此

外，部分产区还利用氯酸钾来促进龙眼正季开花，以

控制“大小年”结果。

3.3 红壤龙眼园土壤改良熟化与营养施肥

庄伊美等[7-8]根据不同垦殖年限果园8种土壤酶

活性、6种土壤养分含量及pH值等15项测试值进行

聚类分析，将龙眼园土壤肥力演变进程归纳为土壤

熟化正常演化与非正常演化两种模式；根据多年的

系统研究，制定了丘陵红壤龙眼园土壤的大量、中量

和微量元素以及有机质含量、pH值的适宜指标。通

过广泛的土壤采样分析证实，龙眼土壤pH值与2种

中量元素、5种微量元素有效养分含量存在显著或

极显著相关（n=120）；龙眼土壤有机质含量与 10种

大、中、微量元素的有效养分含量及全氮含量、pH值

呈极显著正相关（n=315），上述研究对土壤改良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80年代至本世纪初，

国内许多研究者针对龙眼树体营养状态及土壤养分

含量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制定了相关品种的

叶片营养元素含量适宜标准，对龙眼营养诊断指导

合理施肥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庄伊美等[7]根据在福

建丘陵地成年龙眼园8 a的田间定位比较试验结果，

推荐了南亚热带丘陵地成年龙眼园的主要大量、中

量元素的养分年施肥方案。基于这些研究结果，龙

眼园施肥可实现由传统的施肥方法向以叶片营养分

析为主结合土壤养分分析的营养诊断指导平衡施肥

转变。

4 保鲜加工研究

1979年福建农学院洪启征教授在全国率先开

展龙眼保鲜技术研究。1990年前，龙眼采后保鲜研

究较少，1990年后，龙眼采后保鲜研究发展迅速，建

立了龙眼采后处理技术流程和各环节技术参数，研

表 1 37 个龙眼育成品种三大果实性状指标符合度情况（1978—2019 年）

Table 1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fruit characteristics for 37 longan bred varieties （from 1978 to 2019）

指标

Indicators

单果质量≥ 14g
Weight of fruit≥ 14g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8%
Total soluble solids of juice

可食率≥ 70%
Edible rate≥ 70%

三个指标复合

Match of three
indicators

小计

Subtotal

12

35

20

12

杂交育种10个
Ten varieties of
cross breed

个数

Number

9

10

9

9

占比

Proportion/%

75.0

28.6

45.0

75.0

实生选种24个
24 varieties of Seedling

个数

Number

3

22

11

3

占比

Proportion/%

25.0

62.9

55.0

25.0

芽变选种2个
Two varieties of sport
selection

个数

Number

0

2

0

0

占比

Proportion/%

0.0

5.7

0.0

0.0

引种1个
One varieties of
Introduction

个数

Number

0

1

0

0

占比

Proportion/%

0.0

2.8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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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杀菌防腐保鲜剂处理结合塑料薄膜袋包装的低

温自发气调贮藏，得到推广应用[9-10]。近 10 a来，我

国龙眼果实采后科学研究重点为果皮褐变、果肉自

溶、采后病害等品质劣变机理和安全保鲜技术，明确

了采后失水、低温冷害、病原微生物侵染和衰老是引

起龙眼果实果皮褐变的主要因素，阐明了能量亏损

和活性氧代谢失调在采后龙眼果实的果皮褐变发生

中起重要作用，研发出外源提供能量ATP或外源活

性氧清除剂（抗坏血酸、棓酸丙酯）控制采后龙眼果

实果皮褐变的新技术。

近年来，福建农林大学林河通和华南农业大学

陆旺金课题组开展龙眼果实采后果肉自溶发生的分

子生理机制研究，发现了果胶甲酯酶、多聚半乳糖醛

酸酶、纤维素酶、β-半乳糖苷酶、木葡聚糖内糖基转

移酶/水解酶等细胞壁降解酶及其基因的转录表达

特性与龙眼果实采后果肉自溶密切相关，开发出热

处理、壳聚糖、外源活性氧清除剂等控制采后龙眼果

实果肉自溶发生的新技术。

在龙眼果实采后病害研究方面，林河通课题组

明确了拟茎点霉（Phomopsis longanae Chi.）和可可

毛 色 二 孢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Pat.）Griff.

& Maubl]是导致龙眼果实采后腐烂的最主要病原

菌，明确了能量亏缺和膜系统功能丧失在龙眼果实

采后抗病性下降和病害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同时研

发出外源水杨酸、壳聚糖、生物拮抗菌解淀粉芽孢杆

菌LY-1有效控制龙眼果实采后病害发生的新技术。

在龙眼果实安全保鲜技术方面，建立了龙眼果

实采后处理的质量保证体系，并在生产上应用，如质

量保证关键点控制（QACCP）、电子标签自动识别追

溯系统、采后冷链流通系统。近年来，开发出采前喷

施水杨酸、胺鲜酯、壳聚糖等增强采后龙眼果实耐贮

性的采前安全栽培新技术，以及龙眼留树保鲜新技

术。

1970年以来，我国龙眼果实加工技术研究主要

集中在糖水龙眼罐头、龙眼肉和带壳龙眼干。龙眼

干制技术由传统的太阳日晒、炭烤等发展为机械化

热风干燥、微波真空干燥、真空冷冻干燥、过热蒸汽

干燥、热泵干燥、太阳能节能干燥等新技术；干制龙

眼肉采用安全的无硫护色技术，代替传统的二氧化

硫或亚硫酸盐护色技术，确保龙眼肉的安全性；开发

了高含水量（20%左右）的龙眼肉休闲食品；此外，还

开发了龙眼浓缩汁、龙眼汁、龙眼饮料、龙眼酒、龙眼

果醋、龙眼保健茶、龙眼固体饮料、龙眼果肉药膳等

产品的加工技术。近年来，龙眼功能成分提取与功

能学评价成为研究热点。

5 生物技术研究

龙眼酚类物质含量高，茎段等外植体易褐变，离

体快繁难度较大。1980 年代，采用幼胚等生殖器

官，龙眼组织培养取得突破。魏文雄等[11]首先报道

龙眼幼胚子叶培养形成愈伤组织,并通过体细胞胚

胎发生方式获得了再生植株。杨永青等[12]培养‘东

壁’龙眼花药获得了花药单倍体植株。此后，赖钟雄

等[13-14]系统研究了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与保持、体细

胞胚胎的发生与发育以及胚状体萌发植株的影响因

素,建立了高效的龙眼体细胞胚胎再生体系，并以龙

眼胚性愈伤组织为起始材料，建立了优良胚性悬浮

细胞系，原生质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

曾黎辉等[15]在国际上率先研究了龙眼的遗传转

化，发现发根农杆菌R1601对龙眼具有最强的侵染

力，转化的无菌苗或胚状体产生大量的发状根，毛状

根能分化产生胚状体，并得到再生植株。

龙眼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开花和体胚发

育。多数龙眼品种有“成花逆转”的现象，部分龙眼

具有连续开花的特性如‘四季蜜’，因此龙眼是研究

木本植物成花调控的良好材料。曾黎辉等[16-17]通过

转录组分析发现，龙眼 GIGANTEA（GI），F-BOX 1

（FKF1）和 EARLYFLOWERING 4（ELF4）等调控节

律和光周期基因与‘四季蜜’的成花特性相关，与龙

眼花芽分化过程的激素调控相关。蛋白双向凝胶电

泳分析发现类黄酮合成下降以及GA20ox表达上调

与龙眼成花逆转有关[18]。赖钟雄研究团队分析了龙

眼体胚发育相关基因和小分子RNA。林玉玲等 [19]

证实了 miR390-TAS3-ARF3/-4 途径在龙眼中的存

在，并可能在龙眼体胚发生过程起作用。

6 基因组学研究

龙眼是二倍体，其染色体为2n = 2x = 30。通过

流式细胞检测法评估和K-mer频率分析法得出龙眼

基因组大小两者都约是 445 Mb，结果十分接近 [19]。

龙眼基因组杂合率较高，达 0.88%。随着近年测序

技术的进步，先后在国内两个团队的努力下，龙眼基

因组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福建农林大学赖钟雄团

队首次发布了龙眼基因组的草图，以龙眼‘红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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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测序材料，基于二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组装到51

392 个重叠群（contigs），N50=26 kb，最终获得

471.88 Mb的基因组序列，注释了31 007个编码蛋白

基因和261.88 Mb（52.87%）的重复序列[20]。BUSCO

比对分析揭示该基因组单拷贝基因的完整度约为

94%，表明组装基因组的覆盖度较高。比较基因组

学揭示龙眼基因组不存在近期的全基因组水平复制

事件。基因家族的比较研究发现，龙眼中次生代谢

相关的基因明显扩张的基因，收缩基因存在组织特

异表达特征。此外，还鉴定龙眼中 594个亮氨酸富

积核苷酸结合位点基因[20]。

由于前期龙眼基因组草图基于二代测序技术，

存在重叠群小，基因组中gap多，全基因组序列为片

段化等不足，这使龙眼基因组在遗传学和以及比较

基因组学的研究中的应用依然存在较大的障碍。为

此，郑少泉团队、明瑞光团队和李建国团队联合构建

龙眼精细参考基因组图谱，并通过大规模的重测序

解析龙眼的起源与家驯化。项目组以‘石硖’为主测

序材料，基于三代测序组装得到 458.9 Mb 的基因

组，N50=1.154 Mb；基于Hi-C测序序列比对，将95%

以上龙眼基因组挂载到15条染色体上；同时通过对

‘石硖’和‘香脆’的杂交F1的 98个后代植株进行重

测序，获得 15 个连锁群含有 407 194 个 SNP；比较

Hi-C挂载的基因组和遗传图谱发现两者的Pearson

相关系数达0.94，证明了基因组组装的可靠性；基于

高质量的基因组图谱，项目组揭示了龙眼经历了古

六倍化（γ-WGD）事件后没有最近的多倍化发生，发

现其中13号和14号染色体保留 γ-WGD后的基因组

框架；进一步发现龙眼和荔枝对应的2号和4号染色

体发生了重组，是两个属间差异的遗传基础，这可能

是属间杂交难以成功的基因组学基础；自然群体重

测序分析发现龙眼栽培品种是多次起源，显示不同

品种多次独立驯化而来；此外，通过转录组动力学分

析，鉴定了龙眼氯酸钾诱导反季节成花的系列相关

基因。参考基因组图谱的解析标志着龙眼基础研究

进入了功能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研究时代。

7 展 望

我国龙眼是受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冲击最

大的果树产业，国家层面对龙眼科技经费投入不足，

导致了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受限，影响了龙眼产业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针对龙眼产业存在的问题，未来

应进一步加强龙眼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与关键性技

术的研发创新。

重点加强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加快培育广适

型、加工专用型、轻简栽培型优质新品种，研究推广

丰产稳产优质配套技术，研发龙眼生产关键技术环

节的农机具；采用新选育的龙眼换代新品种，利用高

接换种技术对低产、低质、低效的果园进行品种更新

换代，加大龙眼生产各个环节的重大关键技术试验

示范和推广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加强龙

眼果实采后果皮褐变和果肉自溶的分子调控机制、

采后病理生理等研究，开发确保龙眼果实品质的保

鲜物流新技术。开发龙眼新型加工产品，研发新型

配套的保鲜物流和加工设备，延伸产业链。基于龙

眼基因组学与模式植物或近缘物种较成熟的研究成

果，对其关键生物学性状的遗传学进行深入研究，进

一步解析龙眼相关性状的分子机制；开发龙眼大规

模的遗传标记，建立龙眼高效遗传转化体系，促进龙

眼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种质资源遗传特征鉴定和

分子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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