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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甘薯》这本书之后我深感震撼。
这本书可谓是一部甘薯的“知识宝典”，其内容
之权威、全面，令人叹为观止。从甘薯的起源、
历史演变到其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再到生物技术
领域的深入探讨，书中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甘薯
世界的全貌。

在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这
本130多万字、7篇35章的鸿篇巨制的出版无疑
为甘薯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书中提到的甘薯
高产栽培技术和新型加工利用方法，让我看到了
甘薯产业未来的巨大潜力和希望。

深掘甘薯之价值，引领产业向未来
□滕如淦

当初，我得知我国甘薯产业规模
之庞大、学科领域之领先时，内心震
撼不已，更令我兴奋的是，甘薯领域
尚未有一部综合性权威著作。作为

“三农”出版人，我要促使这本著作
的诞生。2017 年，我多次前往徐州
市农业科学院（又称中国农业科学院
甘薯研究所），希望能拜访到时任国
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马代
夫研究员。数次前往均未能如愿，但
我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打动了他，此后
他主动联系我并约定了会面时间。

首次会面时，我诚恳地表达了希
望他能牵头编纂一部代表我国甘薯研
究领域最高水准的专著的意愿。他直
言工作任务繁重，编著如此巨著难度
极大，婉言推却。然而，我并未因此

放弃，而是多次与他深入沟通，推介
我社做重点书的一贯理念，同时转达
社领导大力支持的态度。我的真诚
最终打动了他，他应允的那一刻，
我的心情并未放松，反而深感肩上
的担子愈发沉重，也坚定了将这个
项目做到最好的决心。

项目启动之初，便面临诸多挑
战，打造权威巨制、传世瑰宝并非仅
仅靠着一腔热情，争取政策、申报项
目，联络专家、组建团队，审读书
稿、设计制作……往事桩桩件件历历
在目，我彻夜难眠。为确保书稿质
量，我不遗余力地协助，与编写团队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多少个夜
晚，我在处理完日常工作后，继续在
家中研读书稿，与编写人员沟通解决
书稿疑问。这份付出与坚持，赢得了
编写团队的信任和赞赏。

该书内容系统全面，涉及7篇35

章，字数超过 130 万，编写团队更
是汇聚了全国30多家甘薯科研优势
单位的 80 多位专家。在马代夫研究
员的引领下，编写团队始终保持着高
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确保书稿顺利
进行。马代夫研究员以其丰富的专业
知识审视每一个章节，从内容的深度
到广度，都进行了严格把关。他严谨
的学术风范、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谦逊和蔼的人格魅力，不仅感
染了我，也激励了整个团队。

项目的进展也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与支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该书
先后被纳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
物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这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肯
定。2020年7月，当我得知初稿得到
袁隆平院士的赞赏和亲笔作序时，
心中激动不已。这不仅是对该书的
认可，更对我们后续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历经近4年的辛勤努力，2021年

3月《中国甘薯》正式出版，得到了
作者团队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的一致
好评，首印书在短时间内几近售罄，
该书更是先后荣获了多项大奖，这背
后是团队每个人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
力。马代夫研究员亲笔写来的感谢
信，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肯定，也让
我深感责任重大，更加坚定了在出版
事业上继续前行的决心。

2023年8月《中国甘薯》重印发
行，这可谓学术专著出版史上的奇
迹。如今该书已出版3周年，我们期
待这块传世瑰宝能继续发挥其学术价
值和社会影响力，为推动我国甘薯学
科和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未
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深耕“三农”
出版领域，为出版更多优质、有价值
的学术著作而努力。

权威巨制，传世瑰宝
□沈燕燕（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

光阴飞逝，转眼间 《中 国 甘
薯》 这部专著已与我们相伴三载有
余。回首过往，感慨良多。

我从事甘薯科研工作已逾四十
载，长期担任中国作物学会甘薯
专业委员会会长，也曾担任国家
甘 薯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 。
这些年来，我见证了甘薯产业的
起起伏伏，也深感甘薯科研之路
的艰辛。推动学科进步，服务产
业发展是我一生的追求。在我花甲
之年之际，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油然
而生，将甘薯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
总结，编写一部综合性专著，传承
甘薯学科理论，推动甘薯学科和产
业的发展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和责
任。但由于工作繁忙，这一想法

一直未能实现。
直到 2017 年，江苏凤凰科学技

术出版社的沈燕燕老师来到我任职的
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商谈出版甘薯相
关专著的事宜。经过多次深入沟通与
交流，我们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完成

《中国甘薯》这部著作。随后，我与
国内甘薯研究领域的众多权威专家不
断沟通，我们多次召开会议，共同探
讨、深入研究，共同为这部专著贡
献智慧和力量。我清楚地记得，在

《中 国 甘 薯》 首 次 编 写 工 作 会 议
上，我以 《集众家之长 著传世之
作》 为题作了演讲，得到与会专家
和出版社领导的认可。在沈燕燕老
师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
甘薯》 被纳入“十三五”国家重点
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得到了国家
出版基金的资助。这一重要机遇让
我们更加坚定了将该书打造成一部

精品的决心。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广泛查阅了

古今中外相关资料，博采众家之长；
认真总结现今研究理论和产业实
践，打造传世之作；克服了诸多困
难，不断完善打磨书稿。难忘以刘
庆昌教授、张立明研究员、李强研
究员为代表的科学家倾心合作，难
忘出版社郁宝平总编辑、沈燕燕老
师的精心策划和大力支持，最终，
这部凝结了众多专家心血的著作得
以问世。初稿完成后，我怀着忐忑
和激动的心情将书稿呈交袁隆平院
士过目，袁院士阅后欣然提笔作序
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具有系统
性、科学性、实用性、前瞻性，学
术水平较高，对指导我国甘薯学科
和产业的发展、促进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高我国甘薯学科知名度和甘
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这一评价不仅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努力的
鞭策。

《中国甘薯》自2021年3月出版
发行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
评。在出版当年，首印便几近售罄。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组织
修订重印，并于 2023 年 8 月再次面
世，又几近售罄。学术出版物如此难
得的现象让我们倍感欣慰，也深感责
任重大。

值此 《中国甘薯》 出版 3 周年
之际，我想对所有为这部专著付出
努力的同仁和编辑老师表示最衷心
的感谢。正是有了你们的支持和帮
助，我们才能共同完成这部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著作。同时，我也要感
谢广大读者对 《中国甘薯》 的厚爱
与支持，是你们的关注与期待让我
们不断前行。

甘薯之路，梦想之行：

《中国甘薯》与我的科研坚守
□马代夫（中国作物学会甘薯专业委员会会长，徐州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甘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以其丰富的营养和多样的应
用，成为农业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针对这一重要作物，由国家甘
薯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马代
夫研究员领衔，体系成员共同编著
了 《中国甘薯》 这部著作，于 2021
年出版。我对《中国甘薯》这部权威
著作深感敬佩。无论从甘薯产业还是
甘薯学科的角度出发，这部作品无疑
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对于甘薯
乃至整个农业领域都有重要的影
响。2023 年的重印发行，更是对其

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双重肯定。
首先，从学术角度来看，《中国

甘薯》 填补了国内在甘薯综合性研
究方面的空白。由马代夫先生领
航，汇聚了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
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经验。书中
内容不仅涵盖了甘薯的遗传、育
种、栽培等多个方面，还深入探讨
了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在甘薯学科
领域中的应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使得该书在学术上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

其次，在实践方面，《中国甘

薯》 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启示。它详细梳理了甘薯产业的发
展脉络，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建议和措施。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
推动我国甘薯产业的转型升级，也
为全球甘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
的思路和方案。

再次，从市场角度来看，《中国
甘薯》 的出版和重印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我国甘薯在全球市场的
地位不断提升，我国甘薯产业也面
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该书的

出版和重印，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
甘薯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国内
外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也为甘薯产
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指明方向。

总之，《中国甘薯》是一部值得
一读的好书，具有显著的实践应用
价值和科技文化传承价值。我相
信，这部作品将对广大农业科研工
作者、甘薯种植者、企业及相关机
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也期
待我们的马铃薯和甘薯两个产业能
够携手并进，共同开创薯类作物的
美好未来！

一部甘薯产业的里程碑之作
□金黎平（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甘薯》一书，就像一把钥匙，轻轻开启了
那扇通往甘薯世界的大门。

该书以全面的视角、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流畅
的语言表达，为我们揭示了甘薯的奥秘和价值。
书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验数据和案例
分析，描述了甘薯的起源和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
翔实地介绍和分析了甘薯的分类和品种改良，详
细阐述了甘薯的生长习性、土壤要求、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的知识，力证了甘薯在营养健康、食品加
工、饲料生产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内容不仅
有助于丰富读者的知识体系，也为未来的行业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沃土之歌，专业之韵
□黄山

《中国甘薯》一书记载了甘薯在我国粮食安全
领域的战略地位。作为关键的主粮及经济作物，
甘薯以其超高产量、广泛适应性以及节水特性，成
为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柱。书中全面阐述
了甘薯科研体系的成就，揭示了一个专业而专注
的科研团队对国家甘薯产业的巨大贡献，使我国
此领域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这本厚重的《中国甘薯》拿在手中，沉甸甸的
重量承载了产业的繁荣、起源的传播，以及详尽的
育种与栽培知识。几十位作者将自己几十年的研
究成果汇聚于此。该书不仅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
辉煌成就，更为未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产业兴旺
□韩沛华

《中国甘薯》不仅展望了甘薯产业的未来，还
讲述了甘薯的过往渊源，考察其起源和分布，以及
将甘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艰辛过程，资料翔实，旁
征博引。其中最令我动容的是这样一段记载：陈振
龙到吕宋经商，当地甘薯“被山蔓野”，而吕宋人

“珍其种不与中国”，后来陈振龙还是成功从当地
人手中得到了甘薯藤蔓，并带回了中国，而后才有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古籍中的记载只有
寥寥数语，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非有毅力之
人不可为。所幸，这种精神就像甘薯的根须，深深
扎根在我们生活的土壤，传承给了一代又一代的
农科人，让甘薯花开遍幸福的田野。

薯香甘甜，书香淡雅
□王天

翻开《中国甘薯》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们能够全面了解甘薯产业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它全面梳理论述了我国甘薯科研、产业发展
的理论和实践，尤其展示了21世纪以来甘薯理论
研究与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中国甘薯》的出版对于加强国际特别是“一
带一路”国家之间农业的交流与合作、帮助贫困国
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改善人民生活等具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它既是一部科研参考书，也是一部产
业发展指南。无论你是科研工作者，还是产业实践
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宝贵的知识和启示。

一代农科人铸就“甘薯梦”
□严琪

■作者寄语

■编辑絮语

■专家推荐

■读者书评

甘薯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粮食作
物，1593 年由福建人陈振龙从菲律
宾引入我国，由于其具有超高产、超
凡适应性和较高的营养价值等特点，
一经引入，迅速在我国大面积推广。
古农书曾以“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
十倍”“谷味甘而宜人，薯味甘而宜
寿”描述这一特色作物的高产和保健
功能，它曾在历史上对解决我国人民
的温饱问题起到过重要作用。在当今
全球粮食安全备受瞩目的情境下，甘
薯产业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

我的故乡福建龙岩是世界著名的
甘薯（地瓜）之乡。童年时，甘薯伴
随着我度过了饥荒；少年时，甘薯伴
随着我走过了求学之路。由此，我对

甘薯情有独钟，也一直关注我国甘薯
学术研究和甘薯产业的发展。

马代夫同志是我国甘薯研究领域
的著名学者，我俩相识已久，虽然从
事不同作物的研究，也会经常在一
起交流沟通，他多次邀请我参加甘
薯界的相关活动，我也鼓励他领衔
编著一本关于甘薯学科和产业方面
的著作，以此推动我国甘薯科研和甘
薯产业的发展。后来我欣喜地看到，
由马代夫同志领衔，国内甘薯研究领
域的知名专家共同编著了 《中国甘
薯》一书，于2021年3月由江苏凤凰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不
久，马代夫同志即赠予我。拿到这本
装帧精美的书籍，我非常认真地进行

研读，对该书的内容赞叹不已。全书
共分为35章，洋洋洒洒135万字，辅
以数十幅精美的寓意深刻的彩色图
片，系统梳理了我国甘薯研究与产业
发展的历程，并从遗传育种、种质资
源保护、生物技术应用、病虫害防治
到产业发展趋势等多个维度，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阐述。更难能可贵的是，
书中还详尽地展示了甘薯领域的最新
理论研究、科研成果和栽培技术，真
正做到了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的
完美结合，可谓是对甘薯这一学科和
产业全面解读的权威之作。我一直倡
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推崇论文写在大
地，学科和产业共同发展的想法，在

《中国甘薯》一书中得以实践。

《中国甘薯》的出版不仅填补了
国内在甘薯学科和产业综合性专著方
面的空白，彰显了我国甘薯学科在国
际上的重要地位，也为甘薯产业的现
代化、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
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它深刻地诠释了
甘薯这一古老作物的悠长韵味，同时
也为我国乃至全球的甘薯产业发展揭
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该书的重印发行，相信会有
更多的人认识到甘薯的价值和潜力，
为甘薯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该书也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在
甘薯理论研究与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
参考，共同助推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

权威之作，诠释薯韵悠长，服务“三农”新篇
□谢华安（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