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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沙棘资源资源现状分析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

近 20年来，沙棘资源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统计沙棘种植面积增加一倍以上。近年来，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提高造林成

效，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形成产业增长点，推动西

部大开发；拓展地方经济，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总结近年来我国沙棘资源建设，总的发展趋势是由数量生态型向质量经济型发展，即由

重视数量、重视生态效益，向重视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发展

（1）沙棘良种的种植面积显著增加

十多年来，我国引进和培育出了数十个生态和经济性状优良的沙棘品种，为沙棘资源建

设注入了活力。一些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展良种培育的科研单位，掌握了沙棘良种和良种的

繁殖技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依托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大舞

台，开展了沙棘良种的繁殖、销售，使沙棘良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沙棘资源建设产生了质

的飞跃。沙棘良种每年的种植面积约 10万亩，占近年来沙棘种植面积的 10—20％，一些地

方已经开始利用沙棘良种形成的资源建立加工企业。

目前用于生产的沙棘良种主要是俄罗斯引进的良种（俗称“大果沙棘”）和从俄罗斯良

种中经过引种驯化阶段，选育出的我国第一代良种，如辽阜 1号、辽阜 2号、乌兰沙林等。

据调查统计，目前我国沙棘良种扦插苗的生产能力达每年上千万株，2003年春沙棘良种苗

木销售额超过 1000万元。黑龙江、辽宁、甘肃等省区依托地理和自然条件优势，年繁殖沙

棘良种苗木均在 200万株左右，成为沙棘良种苗木繁殖大省，形成了一些良种苗木繁殖基地

（研究所）。

（2）沙棘种植区域向东北和新疆扩展

随着良种沙棘苗木繁殖能力的提高，我国沙棘种植区域不断扩大，由以种植中国沙棘为

主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向适宜良种沙棘种植的区域发展，这些区域主要在气候条件适宜

的东北黑龙江、辽宁和西北甘肃、青海、新疆，每年种植面积接近 10万亩。

新疆在南疆和北疆均实施了引种良种沙棘的项目。其中位于北疆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县借

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有力东风，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大力开展林业生态建设活

动，于 2002 年底制定并出台了营造万亩大果沙棘生态、经济兼用林的计划，以此来推动全

县林业建设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目前青河县万亩大果沙棘营造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2003

年 3 月，80 万株大果沙棘扦插苗、40 万株大果沙棘实生苗运抵青河县，此批大果沙棘苗木

包括辽阜一号、浑金、楚伊、阿尔泰新闻等数十个优良品种，据预测，栽植 2—3 年后，亩

收益至少应付 1000 元以上。此次苗木的调进，拉开了青河县春季植树的序幕，同时也是退

耕还林强县富民的优势产业，为农牧民提供了增收的途径。



黑龙江泰来县计划在“十五”期间繁殖沙棘良种苗木 2000万株，建设 10万亩沙棘基地，

年产 3万吨沙棘果实，为沙棘加工利用奠定基础。该计划已列入黑龙江北药开发计划。目前

已种植 2万多亩。

（3）企业加农户方式促进沙棘种植

为了保障沙棘加工产品的质量，近年来，一些沙棘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种植沙棘，建立原

料基地，促进了沙棘资源建设。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公司经过几年的艰苦研发，开发出药品、保健食品、绿色食品、

药用原料与食品添加剂、绿色日化五大系列产品。现在内蒙古黄河沿岸、环京津沙带及永定

河上游的１５个旗县农民，按照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订单在沙地、荒地大量种植

沙棘。宇航人公司在沙棘的品种选育、种植、采摘果实、成熟期把握、原汁加工、营养成份

提取等各个环节都实行了技术标准化。有着大量野生沙棘资源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引进宇

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实施国家计委沙产业开发示范项目，投资１．１５亿元建成了年

产６０吨沙棘油、１０００吨沙棘药用原料、１０吨沙棘黄酮、２万吨沙棘饮料的生产线，

每年带动农民在不毛之地种植１０万亩沙棘，每亩沙棘产果１００公斤，净收入２２０元，

给县财政带来税收达８０００多万元。

黑龙江绿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沙棘产业开发的企业。公司投资 3亿元，

建成黑龙江最大的沙棘种植基地和工业园区，计划到 2012 年在嫩江县建成 200 万亩沙棘原

料基地。

（4）国家外国专家局促进沙棘良种推广

国家外国专家局把推广俄罗斯大果沙棘作为农业引智项目，在我国陕西、青海、新疆、

西藏等省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技术培训和良种沙棘引种工作。

――1999 年 4 月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支持下新疆引智办举办了俄罗斯大果沙棘推广技

术培训班，国家外国专家局赠送大果沙棘苗 5 万株，在新疆推广种植。

――1999 年陕西省榆林地区引进 16 个品种、6.5 万株俄罗斯大果沙棘。通过科技人员

4年的努力，成功繁育出 50 万株，目前已进入盛果期。陕西省在 2003 年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要点中提出，要配合“山川秀美工程”，着重抓好在陕北推广俄罗斯大果沙棘等四方面的工作，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发展有

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
――从 2000 年开始，青海省林业局与国家外专局和省外专局开展了全面的技术引智合

作。提高了林业部门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快了青海的造林绿化、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

发展。2000 年青海林业局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引进俄罗斯大果沙棘 7 个品种，共计 2 万株。

通过一年的精心管护，大果沙棘在青海省不同地区生长良好，平均成活率达 83．6％，最高

达 97％。

――2001 年 9 月国家外专局在西藏举办了大果沙棘培育技术培训班。来自西藏全区 31

个市、县、区的从事林业、水利、农业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西藏自治

区组织部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指示要把此期培训班作为一个契机，响应中央的号召，

为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示范作用。

――黑龙江齐齐哈尔园艺研究所作为外专局推广大果沙棘的重点，在黑龙江、吉林、辽

宁、山东、陕西、河北、内蒙、四川、新疆、甘肃、云南、天津等 13 个省（市、自治区）

的 58 个市县推广 1.4 万亩。



――为了促进良种沙棘的推广，新世纪之初，国家外国专家局在辽宁阜新召开了全国沙

棘良种选育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部分省市、外国专家局、引智办的领导以及

从事沙棘研究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共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期间，还开展了

科技交流活动。阜新沙棘良种选育研究所先后与江苏银宝集团、江苏盐城工学院签订了合作

开发盐城地区海滩沙棘造林工程的协议，与北京神科贸集团、甘肃原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单位签订了沙棘实生苗和大果沙棘苗的供销合同，进一步推动了良种沙棘的发展。

二、沙棘资源建设面临的生态与经济形势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从全国角度，荒漠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

流失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北方沙尘暴持续肆虐；西部地区水环境危机。为了促进经济社会

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积极推进西

部大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沙棘作为生态建设和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作为具有显著生态效益和较高经济开发价值

的植物，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在西部半干旱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化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求沙棘在西部生态环境

的治理和水土保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要求沙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面临新的挑战。

三、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

1、许多沙棘协调和管理机构名存实亡。全国沙棘企业家联谊会多年没有活动，沙棘资

源建设联谊会已经夭折，一些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沙棘办公室“关门停业”，造成近年来主

要沙棘发展区域的资源建设规模萎缩，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沙棘资源建设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属性。应建立健全各

级沙棘管理机构，加强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特别是资源建设的行业管理和组织协调。其中特

别应重视健全流域机构的沙棘管理协调机构。

2、一大批全国知名、经验丰富的沙棘专家年老退休，造成沙棘行业人才短缺，主要沙

棘研究领域的进展受到影响。据统计 2002年《沙棘》杂志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品

种与资源”、“医药研究”等主要栏目分别刊载论文 6篇、7篇、8篇，比 1995年刊载论文

数量减少 45％、42％、11％。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事业（行业），为了使沙棘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应在继续发挥老专家的“余热”的同时，通过实施科研项目和治理、开发项目，实行适

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管理方式，积极培养中青年沙棘专家。

3、由于机构、人员等原因，使一些深层次的技术问题凸现：如我国沙棘种质资源的开

发利用问题。当前我国推广种植的主要是从俄罗斯和蒙古引进的从蒙古沙棘亚种选育的栽培

品种。虽然其产量较高，但适宜的栽培区域较小，病虫害较多。另一方面，我国的沙棘种质

资源尚未完全查清（如有几种不同形态的沙棘都叫“中亚沙棘”），一些沙棘种质资源没有

开发。包括含油率较高肋果沙棘、耐大气干旱中亚沙棘。再如老化沙棘资源的更新扶壮问题

等。

解决沙棘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高开发利用的科技含量，是保障我国沙棘事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持我国在世界沙棘开发利用中主导地位的关键。应组织进行沙棘重点

科研项目攻关，重点是沙棘良种的继续培育和推广、沙棘栽培与种植更新技术研究，以及沙

棘生化成分的研究和提取技术的开发。



4、今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缺乏研究。沙棘开发利用之初这方面的问题较单纯，当

时的方向就是扩大开发利用的规模，具体表现是大量种植沙棘、大力建设加工企业，大批生

产沙棘产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一方面为沙棘发展创造了新

的机遇，今后沙棘开发利用形势喜人，另一方面沙棘发展方向复杂和深化，需要新的思路、

新的举措。应开展沙棘发展方向、发展战略研究。

如欲了解更多的沙棘信息，欢迎浏览黄河风情网站（http://www.yellowriver.org）。

http://www.yellowrive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