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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李文信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日（公历） 1951-12-24 

民    族 壮族 出 生 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党    派 中共  籍    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身份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证件编号  

工作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行政职务  

单位所属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单位通讯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学东路174号 

单位所在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邮政编码 530007 

单位电话  住宅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专业或专长 园艺学(西瓜、育种与栽培甜瓜) 技术职称 研究员 

遴选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曾被提名、推荐为 年度（工程院）  

院士候选人情况 年度（科学院）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六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1974.1-1977.8 广西农学院园艺系 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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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历（十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职称 

1972.2-1974.8 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栽培室 / 

1974.9-1977.8 广西农学院园艺系 / 

1977.9-1990.8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技术员 

1990.9-1993.7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1994.8-2004.3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2004.3-至今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四、主要学术团体兼职（六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学术团体名称    兼 职 职 务 

2011.5-至今 广西园艺学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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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限3000字） 

李文信同志潜心致力于西瓜、甜瓜育种栽培研究工作 30 余年，现为二级研究员，

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反季节栽培岗位专家。1996 年荣获广西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1997

年和2003 年两次获得广西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2001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 年获广西壮

族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在西瓜、甜瓜栽培育种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排名第1），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1项（排名第1），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排名第1），二等奖2 项（排名第1），三等奖1 项（排名第3），广西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1

项（排名第2），国家农业部科技成果改进二等奖1项（排名第2）。成果技术在全区和全国得到广

泛应用推广，产生巨大生产和社会效益。 

一. 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一批重大成果奖励，成果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卓

著 

1. 主持完成的“广西三号无籽西瓜新品种选育”和“广西五号无籽西瓜新品种选

育”项目分别于1998 年和2004 年获得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一等奖（均排名第一），主持

完成的“广西三号、广西五号无籽西瓜品种选育及应用推广”项目获得 2005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是目前全国西瓜研究领域获得的国家最高奖项，排名第一）和

2010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广西最高奖项，排名第一）。广西三号、五号无

籽西瓜品种选育首创国内外无籽西瓜四元和五元杂交种，解决了国内外在多倍体西瓜领

域研究上一直未能解决制约无籽西瓜生产发展的“三低”和“二不稳”难题，为无籽西瓜

的生产发展克服障碍、铺平道路。项目育成的广西三号和广西五号无籽西瓜，是 90 年

代更新换代主推无籽西瓜品种，品种在国内 19 个省、市和国外的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三个国家应用推广，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到 490.8 万亩，总产量 1277 万吨，产生经

济效益 127.7 亿元。 

2. 协助主持完成的“无籽西瓜广西一、二号选育”项目（排名第二），获 1982 年

度广西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1983 年度国家农业部科学技术改进二等奖。育成的广西

一号、广西二号无籽西瓜，打破了 80 年代期间台湾和日本长期对世界无籽西瓜生产和

市场的垄断，终结了我国大陆长期依靠进口无籽西瓜品种的局面，并成为 80 年代后在

全国范围内应用推广面积最大的无籽西瓜品种，至 1996 年止，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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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总产量 455 万吨，总产值 45.5 亿元，创税收 5.1 亿元，是“七五”、“八五”

期间我国主要无籽西瓜出口品种，年出口量 3.2 万吨，出口创汇超 1000 万美元。 

3. 主持完成的“桂红三号杂交西瓜新品种选育”项目，获 1993 年度广西科技进步

二等奖。该品种属于有籽西瓜杂交一代品种，种植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优良，抗碰 

撞、抗压性和耐贮运性好。该品种从 1990 年开始在广西和全国各地西瓜产区进行应用

推广，8年内推广面积达到 89 万亩，总产量 213.6 万吨，总产值 17.1 亿元，新增产值

1.35 亿元，累计为国家创财税收入 0.74 亿元。 

4.主持完成的“西瓜杂交一代新品种品比试验及示范推广”项目，获 1993 年度广

西科技进步三等奖。该项目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4572.4 万元，新增产值 750 万元。辐射

带动广西全区西瓜生产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5. 主持完成的“桂红二号西瓜新品种高产栽培示范推广”项目，于 1994 年 7 月通

过省级成果技术鉴定，项目达到国内同类项目研究先进水平。项目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487.2 万元，新增效益 87.0 万元。 

6. 选育出并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西甜瓜品种共 16

个。其中西瓜品种有广西三号（无籽）、广西五号（无籽）、桂红二号（有籽）、桂红

三号（有籽）、桂系一号西瓜（有籽）、桂系二号西瓜（无籽）、桂系三号西瓜（有籽）、

桂冠一号无籽西瓜、鑫冠无籽西瓜、兴桂一号西瓜（少籽）、兴桂五号西瓜（少籽）11

个；甜瓜品种有广甜二号（厚皮甜瓜）、广蜜一号甜瓜（薄皮甜瓜）、好运 52 号甜瓜

（厚皮甜瓜）、好运 8 号甜瓜（厚皮甜瓜）、好运 11 号甜瓜（厚皮甜瓜）5 个。这些

西瓜甜瓜品种均耐热耐湿性强，在我国高温多雨的华南地区省市正在扩大应用推广，年

种植面积达 20 万亩以上。 

二.自主创新，解决无籽西瓜“三低”和“二不稳”长期制约无籽西瓜生产发展的

世界性难题 

针对无籽西瓜采种量低、种子发芽率低、育苗成苗率低和产量、质量不稳定（“三

低”和“二不稳”）等长期制约无籽西瓜生产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在进行无籽西瓜品种

选育过程中，通过自主技术创新，采用不同遗传基因的多元杂交，再按育种目标系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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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自交筛选，定向选育出四倍体母本和二倍体父本，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杂交亲本的

遗传组成。然后采取杂交组合选配、测试测定等技术方法，大幅度提高四倍体西瓜母本

自交座果率和杂交组配力，使四倍体西瓜母本自交座果率由 70.1%提高到 98%；三倍体

无籽西瓜种子生产亩采种量由 3.5 公斤增加到 9.6 公斤；无籽西瓜催芽种子发芽率由

60.5%提高到 95%，育苗成苗率由 66.4%提高到 89.3%。广西三号、广西五号无籽西瓜大

田平均亩产达 2889.9 公斤以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 10%以上。育种技术不仅解决了

无籽西瓜生产“三低”和“两不稳”的世界性难题，同时填补国内外无籽西瓜多元杂交

选育亲本的技术空白，成果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三. 协同创新，甜瓜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填补华南地区厚皮甜瓜品种选

育及应用空白 

在吴明珠院士的指导下，在厚皮甜瓜育种技术上，针对性地选用抗病及抗逆性强，

植株生长健旺，网纹性好的欧美生态型洋甜瓜和抗热、耐湿、坐果性好、含糖量高的泰

国热带、亚热带生态型光皮甜瓜以及网纹性、外形、风味、口感性佳的新疆生态型哈密

瓜三种类型，进行来自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的甜瓜育种材料杂交，采取“逆选法”，即通

过多年连作重茬，人工加湿和遮光等人为创造逆环境条件下胁迫选育、筛选、淘劣存优，

成功选育出适合广西和华南地区栽培的抗病及耐湿耐弱光等抗逆性强、产量和含糖量

高、品质优良、耐贮运性好等综合性状突出的好运 52、好运 8、好运 11 号等厚皮甜瓜

新品种。同时通过试验，研究出适合我区乃至华南地区生态及气候环境高产、优质标准

化配套栽培技术，并成功将成果和配套技术应用推广于生产。研究成果填补了广西乃至

华南地区厚皮甜瓜品种选育及应用空白，解决了厚皮甜瓜南移发展之难题，形成并推动

具有广西以及华南地区特色厚皮甜瓜产业发展。 

四. 西甜瓜应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卓有成效 

李文信在西甜瓜科研及生产实践中，特别注重西甜瓜应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创

新团队建设。在西甜瓜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共发表研究论文 86 篇，合著出版专著三部，

起草编写并正式批准发布的“无籽西瓜种子生产制种技术规程”、“三倍体无籽西瓜种

子质量标准”、“绿色食品西瓜生产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在人才培养方面，编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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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数十万份技术资料，指导培养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 20 名（其中本科 13 名，硕

士 7名）。在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培养和带领出一个综合实力较强的广西西甜瓜研究团

队，研究团队由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 4人发展壮大到目前 10 人，其中研究员 4名，副研

究员 3名，博士 1名，硕士 1名，为广西乃至华南西甜瓜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和人

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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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科技奖项 [包括国家三大奖，省、部级一、二等奖等，限填六项以内（同一成果及相

关科技奖项，只填写一项最高奖项）。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项目）名称，类别

（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广西三号、广西五号无籽西瓜品种选育及

应用推广，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

名：第一， 2005 年，证书号码：

2005-J-201-2-06-R01，主要合作者：洪日新、

李天艳、樊学军等。 

主持人，组织申请立项，制定研究方案、内容、

技术路线和方法，组织并指导多倍体西瓜创新

育种和“二圃”亲本的提纯复壮以及新品种品

比、区试、杂交制种、示范及推广，报奖材料

整理和编写等全面工作。 

2 

西瓜新品种“桂红三号”，省部级，二等奖，

排名：第一，1993 年，证书号码：桂科奖

字932001号。 

项目主持人，申请立项，制定研究方案、内容、

技术路线和方法，组织实施品种选育，品比、

中试及栽培等系列试验、技术培训、跟踪指导

服务等；归纳总结试验材料，编写配套栽培资

料，撰写发表研究论文和论著等全面工作。 

3 

广西三号无籽西瓜新品种选育，省部级，

一等奖，排名：第一，2004年，证书号码：

2004-1-003-01，主要合作者：洪日新、李

天艳等。 

项目主持人，申请立项，制定研究方案、内容、

技术路线和方法，组织实施品种选育、品比、

中试及栽培等系列试验、技术培训、跟踪指导

服务等；归纳总结试验材料，编写配套栽培资

料，撰写发表研究论文和论著等全面工作。 

4 

广西五号无籽西瓜新品种，省部级，二等

奖，排名：第一，1998 年，证书号码：

98-2-001，主要合作者：李天艳等。 

项目主持人，申请立项，制定研究方案、内容、

技术路线和方法，组织实施品种选育、品比、

中试及栽培等系列试验、技术培训、跟踪指导

服务等；归纳总结试验材料，编写配套栽培资

料，撰写发表研究论文和论著等全面工作。 

5 

无籽西瓜广西一、二号选育，省部级，一

等奖，排名：第二，1982年，主要合作者：

冯以史、罗兰珍等。 

协助主持人，制定研究方案、内容、技术路线

和方法，组织实施品种选育、品比、中试及栽

培等系列试验、技术培训、跟踪指导服务等；

归纳总结试验材料，编写配套栽培资料，撰写

发表研究论文和论著等全面工作。 

6 

西瓜杂交一代新品种品比试验及示范推

广，省部级，三等奖，排名：第三，1993
年，证书号码：桂科奖字933003号，主要

合作者：黄魏康、王武昌、冯以史等。 

协助主持人，申请立项，制定研究方案、内容、

技术路线和方法，组织实施品种选育、品比、

中试及栽培等系列试验、技术培训、跟踪指导

服务等；归纳总结试验材料，编写配套栽培资

料，撰写发表研究论文和论著等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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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明专利情况 [限填六项以内。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

批准年份，专利号，发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本人在专利发明和实施中的主要贡献。

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未实施]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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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文和著作 [限填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十篇（册）以内。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

填写论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无籽西瓜新品种广西5号的选育，1996年，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冯以史；李天

艳；钟岑生，发表刊物：中国西瓜甜瓜。

主持选育，制定研究内容，整理试验数据，撰

写研究论文。品种1996年8月通过广西壮族自

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是当时我国

南方瓜区无籽西瓜的主栽品种。 

 

2 

无籽西瓜新品种广西3号的选育，2001年，

排名：第四，主要合作者：洪日新、李天

艳、樊学军等，发表刊物：中国西瓜甜瓜。

主持品种选育研究，制定研究内容，指导研究

试验，整理试验数据，指导论文编写。品种2000

年通过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002 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3 

广西西瓜反季节栽培发展现状与对策，

2009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黄金

艳；覃斯华；何毅等，发表刊物：中国蔬

菜。 

对近几年广西主要西瓜产区反季节栽培生产的

发展现状作了深入调查，进一步归纳总结广西

西瓜反季节生产栽培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

出发展对策。编写分析论文。 

4 

广西西瓜嫁接苗规模化生产技术，2009年，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何毅、韦志扬、

洪日新等，发表刊物：长江蔬菜。 

研究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广西西瓜嫁接规模化生

产的技术措施，形成研究论文。不但解决了西

瓜生产连茬的技术难题，也为广西的西瓜生产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提供技术支撑。 

5 

木薯套种西瓜甜瓜栽培模式研究，2010年，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陆玉英；阮经

宙；覃斯华；黄金艳，发表刊物：中国瓜

菜。 

进行旱坡地木薯套种西瓜、甜瓜栽培模式研究，

发现木薯套种西瓜、甜瓜以西、甜瓜定植20天

后种植木薯效果最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总

结木薯套种西甜瓜最佳栽培模式，并形成论文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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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6 

广西厚皮甜瓜发展前景及对策，2007 年，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李天艳；覃斯

华；黄金艳，发表刊物：中国瓜菜。 

 针对广西厚皮甜瓜生产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

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提出相应的对策并发表论

文。以便为广西厚皮甜瓜今后的发展提供思路

和依据。 

7 

无子西瓜栽培与育种，2000 年，排名：第

四，主要合作者：王坚；杨鼎新；徐永阳

等，发表刊物：中国农业出版社。 

主要编写者，编写第四章的“提高四倍体西瓜

孕性的措施”、第五章的”无子西瓜育种目标”、

第六章的“提高三倍体西瓜种子产量和质量的

措施”、第七章“无子西瓜的生育规律”和第八

章“无子西瓜的主要栽培技术”。 

8 

无子西瓜栽培技术，1999年，排名：第四，

主要合作者：王坚；杨鼎新；徐永阳等，

发表刊物：金盾出版社。 

主要编写者，编写“广西无子西瓜丰产栽培技

术”。 

9 

四倍体少籽西瓜杂交新组合 403×B15 选

育研究，2011 年，排名：第二，主要合作

者：何毅；洪日新；李天艳等，发表刊物：

西南农业学报。 

通讯作者，为丰富西瓜品种的多样性，创新西

瓜生产种群，改变常规育种观念，开展以早熟、

优质、抗病、耐贮运、商品性状好为育种目标

的四倍体少籽西瓜杂种一代品种研究，以满足

西瓜生产多元化的需求。 

10 

不同西瓜材料光响应曲线特性分析，2009

年，排名：第四，主要合作者：王红梅；

黄金艳；李凤梅等，发表刊物：中国瓜菜。

通讯作者，指导研究生科研实验和科研论文。

 



 11

九、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限填五项以内） 

序号 成果简介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根据候选人只能接受单渠道提名的规定，本人接受单位提名（省市自治区），

并对以上所有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       
被提名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