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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生态建设 , 维护生态安全 ,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20 年来 ,我国大规模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了符合中国生态经济发展要求的特点:以生态效益为主 ,与治理

水土流失紧密结合;重视经济效益 , 狠抓加工利用;注重长远效益 , 努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建议近期应结合西

部开发和生态治理 ,进一步扩大种植区域;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 , 以沙棘作为“第二农业” ,进一

步加强良种推广;注重生物多样性原则 , 提高沙棘种植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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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世界各国对植被 ,特

别是森林植被的生态作用日益重视 ,甚至超过了对

其经济价值的追求 。“加强生态建设 ,维护生态安

全 ,是 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 ,也是我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 ,必须走生产发展 、生活

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发展与人

口 、资源 、环境的协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正是适应这样的形势而

实施的一项大规模的生态经济发展项目 。本文通过

回顾近20年来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 ,从世

界林业发展的角度 ,对今后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方向进行初步的探讨 。

1　世界生态变化与森林利用趋势

20世纪中期以后 ,世界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

期。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 , 各种资源大量消耗 , 生

态环境持续恶化 , 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三大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 , 现在全世界

每年有1 200万 hm2的森林消失 , 平均每分钟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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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m2 的森林化为乌有。造成土地沙漠化 、气温上

升 、温室效应加剧。世界各国开始对生态环境的变

化日益重视 ,认识到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对

保护森林 ,建设森林提出了新的要求 。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报告中将森林放在

了重要的位置 。此后 , 相继在联合国《21 世纪议

程》 、联合国千年宣言 、新千年第一个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草案 ,以及第十二届世界林业大会均强调森林

可持续经营是因为森林在减轻气候变化 、土地退化

和荒漠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森林可持续经

营应建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之上 ,这是实现

森林经济价值的前提条件。

在此同时 ,国际社会已通过政府间森林问题论

坛 、前国际森林问题小组继续进行关于森林问题的

对话。国际森林问题论坛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建议设立一个联合

国森林问题论坛 ,以利促进作出长期国际安排 ,管理

和保护全世界所有类型的森林。除了体制和法律问

题外 ,可处理的其他问题包括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

的根源;通过国家森林方案办法在森林部门作出规

划的必要性 ,其中包括森林生物部门对可持续生计

的贡献;森林养护保护区;特殊的森林需要以及森林

覆盖率低的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森林

评估;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流域地区的森林管理;

水土保持;技术转让 ,增拨资金以促进可持续森林管

理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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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森林利用观念和林业发展的趋势 ,我

国政府提出必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以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提出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

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林业工作 ,努力使我国林业有一

个大的发展 。要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

中 ,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 ,要赋

予林业以基础地位。并具体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

林业战略和荒漠化防治必须采取的对策措施 ,包括

保护现有植被 ,加强林草建设 。要通过植树造林 、乔

灌草的合理配置 ,建设多林种 、多树种 、多层次的立

体防护体系 ,扩大林草比重。要优化土地利用格局 ,

维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

据不同生物气候区的自然特征和当地群众的生产 、

生活习惯 ,区分各类土地利用的不同生态功能和生

产潜力 ,因地制宜地制订农 、林 、牧复合土地利用模

式 ,保证区域生态安全 ,防止荒漠化的发生和发展 ,

实现土地资源的永续和高效利用。

2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特点与成就

在全球生态治理与森林保护的大背景和我国生

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引下 ,近

20年来 ,我国大规模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了符

合中国生态经济发展要求的特点。

2.1　以生态效益为主 ,与治理水土流失紧密

结合

我国大规模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开始于 20 世

纪80年代中期 ,目的是期望通过开发利用增加农民

的收入 ,从而激发农民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进而达到

加快黄土高原治理的目的 。简言之就是 1985 年时

任水电部长的钱正英院士给中央领导的调查报告提

出的“以开发利用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

的一个突破口” 。因此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出

发点是生态保护和治理水土流失。即主要是发挥沙

棘的生态效益。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定位是正

确的 ,这一定位既符合黄土高原的实际 ,也符合世界

生态保护的趋势 。

在上述沙棘定位下 , 我国的沙棘资源建设以

每年约6.7万 hm
2
(100万亩)的速度发展 ,目前沙棘

资源总面积已经翻了一番 。同时形成了一些以种植

沙棘改善生态环境的典型。在人们熟知的辽宁建

平 、内蒙古砒砂岩区 、山西右玉 、陕西靖边 、甘肃镇原

等这些地区之外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种植区 。

在此期间 ,依靠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支持 ,新疆

青河县本着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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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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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苗木的调进 ,拉开了青河县春季

植树造林的序幕 ,标志着青河县万亩大果沙棘林营

造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 。

黑龙江泰来县计划在“十五”期间繁殖沙棘良种

苗木 2 000万株 ,建设 0.67万 hm2(10万亩)沙棘基

地 ,年产 3 万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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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近2 000 hm
2
。

目前人们不仅重新栽植沙棘 ,一些地方对天然

沙棘林也加强了保护。在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 ,有

一条直入青海湖的大河 ———布哈河 ,绵延百里的天

然沙棘林为布哈河竖起了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 ,护

卫着青海湖的母亲河。这些天然沙棘大多有 2 m以

上的高度 ,树干有碗口般粗细 ,远远望去非常抢眼。

当地人介绍说 ,青海天峻县地处高寒 ,沙棘生长速度

极其缓慢 ,像这样高达 2 m的沙棘 ,至少已经生长了

数百年。为了保护珍贵的天然沙棘林 ,天峻县从去

年开始进行封育 ,至今封育面积已达 1 860 hm
2
,并

尝试进行人工繁育。人们希望通过保护和培育沙

棘 ,实现良好的生态效应。

2.2　重视经济效益 ,狠抓加工利用

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种植沙棘的积极

性 ,我国从沙棘开发利用之初就把加工利用放在重

要位置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开发各种档次的产品 ,建

立各种类型的加工厂 ,举办不同规模的产品展示会。

通过这些工作 ,我国沙棘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 。据初步统计和典型调查 ,全国现有

各类沙棘加工企业 200多家 ,产品 200多种 ,年产值

10亿多元 ,沙棘主要种植区农民靠采摘沙棘果和叶

每年人均增加收入 100元 ,有 5万多户农民靠沙棘

养羊 、养牛实现了脱贫致富 。经过近 20年的发展 ,

我国沙棘资源的加工利用形成了一些特色 。

2.2.1　产品开发不断深化

受国家有关保健品产销规定的影响 ,沙棘“健”

字号产品受到影响 ,许多沙棘加工企业在继续生产

饮料 、果粉的同时 ,不断深化 ,向沙棘药品发展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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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青海沙棘单体黄酮的分离提取技术新产品研

究已经通过鉴定。该产品以沙棘粗品黄酮为原料 ,

对总黄酮的进一步分离提取研制出多级溶剂萃取+

重结晶+柱层析耦合工艺分离技术 ,分离出的单体

成分:异鼠李素含量达到 98%, 槲皮素含量达到

95%,山萘酚含量达到 95%,为开发青藏高原丰富

的沙棘资源 ,生产高附加值的单体黄酮产品提供了

技术支撑 ,该项目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产品具有

创新性 、新颖性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

四川美大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经济指标

跻身全省行业十强 ,被省政府确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 ,2000年 1月公司在全省以企业整体方式通过

国家GMP认证。该企业生产的心达康片(胶囊)连

续3年单品种销售额保持在 3 000万元左右。

2.2.2　市场开拓取得重大进展

沙棘市场开拓继续稳步发展。近年来各沙棘加

工企业继续开拓市场 ,一些实力较强 ,效益较好的企

业在电视上做广告;规模较小的企业利用各种机会 ,

采用各种方式宣传推销产品 ,取得了进展 ,沙棘产品

的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其中在《沙棘》杂志上刊登

的沙棘广告已从最初的在内页上 ,发展到在封面上

刊登广告。一些沙棘企业还制作网页 ,在因特网上

宣传沙棘产品。

2.2.3　企业发展突出重点

新兴沙棘加工企业不断涌现 ,沙棘加工利用在

市场的导向下 ,不再追求“小而全” ,逐渐分工合作 ,

走向专业化生产 。河北神兴集团 1999年把开发沙

棘系列新产品定为重要产业 ,投入巨资开发研究 。

神兴集团在石家庄鹿泉开发区征地 6.7 hm2 ,建立神

兴沙棘园区 ,集科研 、加工于一体 ,该工程被列为河

北省重点项目 ,项目总投资 2.7亿元 ,分两期建设 ,

一期工程投资 1.5亿元 ,土建工程已全面开工 。吉

林省蛟河沙棘开发研究会是民营的科研组织 ,他们

以小流域高产栽培技术 、果实利用等研究为重点 ,

“八五”和“九五”期间种植沙棘 410 hm2 ,连续 8年生

产沙棘果(单产 7 t/hm2)。并开发生产出沙棘果 、沙

棘浓缩汁 、沙棘勾兑酒等 ,当年销售额 24万元。

2.3　注重长远效益 ,努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

为了保证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保

障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满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的需

要 ,保障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有足够的后劲 , 1986

年以来 ,在基本弄清了沙棘生物学特征及生态学特

性 ,创立了沙棘分类的新体系 ,组建了黄河沙棘育种

网络 ,建成了内蒙古磴口 、东胜 、甘肃西峰 、天水和陕

西永寿 5个良种基地的基础上 ,开展了沙棘优良品

种的选 、引 、育研究 。1991 年黄委沙棘办与中国林

业科学院协作 ,在黄河中游地区选择东胜 、离石 、磴

口 、西峰 、绥德 、永寿等试验点 ,开展沙棘良种选育研

究 ,1998年沙棘遗传改良系统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1992 ～ 1996年实施了水利部水利技

术开发基金项目《内蒙古砒砂岩地区沙棘育种研

究》 ,获得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 ～ 1999年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与中国林科院

开展了“沙棘良种选育与推广”项目 ,重点通过杂交

育种培育第二代沙棘良种并加以推广 。与此同时 ,

辽宁 、陕西 、内蒙古等省区的育种研究也先后完成并

通过了鉴定 。以上研究课题培育出沙棘良种 17个 ,

包括第一代以选择育种和引种驯化获得的以采果为

主的经济型品种 、以园林绿化为主的观赏型品种 、以

放牧和草原改良为主的生态经济型品种 、以保持水

土为主的生态型品种和第二代以杂交育种获得的经

济型良种(见表 1)。目前水利部沙棘中心正在开展

沙棘叶用品种的研究。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园艺研究所 1994 ～ 1997年

完成了国家外国专家局下达的引进俄罗斯大果沙棘

良种及技术项目 ,其引进俄罗斯大果沙棘优良品种

38个。该项引智成果已在东北 、内蒙古 、甘肃 、新

疆 、陕西等省区推广。国家外国专家局 1998年确定

齐齐哈尔市园艺所为其“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俄

罗斯大果沙棘种植)。

在沙棘良种选育取得成果的同时 ,良种的推广

种植也在大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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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0万元 。一些省区依托

地理和自然条件优势 ,成为沙棘良种苗木繁殖大省。

黑龙江 、辽宁 、甘肃等省区年繁殖沙棘良种苗木均在

200万株左右。沙棘良种每年的种植面积约 0.67万

hm2(约 10万亩),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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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体现了当今

世界生态保护与植被建设的发展方向 ,同时符合我

国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西部大开发与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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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1 年以来水利部黄委会和中国林科院培育的沙棘良种

良种名称 培育地点 类　型 主要性状

辽阜 1号 辽宁阜新 经济型 2 雌 2雄 , 百果重 41～ 45 g

辽阜 2号 辽宁阜新 经济型 2 雌 2雄 , 百果重 55～ 60 g

森　淼 内蒙古磴口 生态经济型 8 雌 2雄 , 百果重 20～ 40 g

草原新兵 内蒙古磴口 生态经济型 6 雌 4雄 , 少刺

红　霞 内蒙古磴口 观赏型 1 雌 ,果实密集 , 色桔红

桔黄大果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1雌 , 百果重 30 g

桔黄丰产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1雌 , 百果重 24 g

楚伊沙林 内蒙古磴口 生态经济型 16 雌 4雄 , 无刺或少刺 ,百果重 52 g

乌兰蒙沙 内蒙古磴口 观赏型 2雄 1 雄 , 果色鲜艳 ,密集 , 干缩慢

乌沙 2号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无性系 , 7 雌1 雄

黄河 1号 内蒙古磴口 生态型经济 无性系 , 6 雌1 雄

经济型品种 陕西永寿 经济型

观赏型品种 陕西永寿 经济型

棕　秋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复合无性系 ,百果重 40～ 50 g

川　秀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百果重约 65 g , 产鲜果可达 1.5万 kg/hm2

天水 1号 甘肃天水 经济型 杂交种 ,百果重 73.79 g

华　林 内蒙古磴口 经济型 杂交种 ,百果重 33.79 g

3　对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发展的
建议

　　3.1　结合西部开发和生态治理 ,进一步扩大种

植区域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 ,松花江 、辽河中上游和科尔

沁沙地周边地区 ,海河流域中上游 ,以及塔里木河地

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总面积

64万 km2 ,水土流失面积达 45万 km2。松辽流域水

土流失面积 28万 km2 ,占全流域总面积的 36.5%。

海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11万 km2 ,占山区面积的

58.4%。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沙漠蔓延趋势逐年加剧 ,绿洲逐年缩小。沙漠的扩

展和水土流失 ,造成塔里木河年输沙量超过 2 900

万 t。

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 、盐渍化 ,生态平衡遭到

破坏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危害。

根据全国生态规划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全国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十五”计划和 2010年规划 、西

部地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水利部组织编

制了《“三北”地区沙棘生态建设规划》和《晋陕蒙砒

砂岩区沙棘生态工程规划》 ,将全面组织实施 ,主要

目标是:西北 、东北和华北的四大流域每年发展沙棘

33.33万 hm
2
(表 2)。

表 2　主要沙棘发展区域年种植面积

流　域
水土流失面积

(万 km2)

年种植面积

(万 hm2)

黄　河 45 20.00

松辽河 28 5.33

海　河 11 6.67

塔里木河 1.33

合　计 33.33

　　实现上述目标 ,同其他水土保持措施紧密配合 ,

重点水土流失地区将得到初步治理 ,初见成效 ,对于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退耕还林还草 、加快生态环境建

设的号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沙棘种植地区的生

态环境将有很大改善 ,水土流失灾害将大大减轻 ,将

有力地促进地方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为了保证上述目标任务的实现 ,各级水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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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应做好以下工作:(1)要进一步重视沙棘建

设 ,加大工作力度。(2)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规模治

理。(3)多层次 、多渠道增加沙棘建设的投入。(4)

努力开拓市场 ,加快沙棘产业发展 。(5)进一步提高

沙棘资源建设和产品开发中的科技含量 。(6)加大

宣传力度 ,发动全社会建设沙棘事业。

3.2　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 ,

以沙棘作为“第二农业” ,进一步加强良种推广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是否具有后劲 ,是否可持续

发展 ,主要看能否从开发利用沙棘资源中不断获得

更大的经济效益 ,而作为提高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经

济效益的关键 ,首先就是沙棘果实和其他加工原料

的产量和质量。多年的开发利用使沙棘在一些地区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同时近年来沙棘良种的大规模繁殖 ,使种植高效益

沙棘林有了基础条件 。当前应当在一些沙棘加工利

用的重点地区 ,例如辽宁建平 、山西右玉 、甘肃清水

等地 ,把沙棘种植提高到“第二农业”的地位 ,将沙棘

作为新型农作物 ,作为有别于传统农业 ,有别于草本

植物的新型农业 ,加以重视 ,加快加工经营步伐。同

时 ,在发展沙棘“第二农业”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沙

棘良种的繁殖与推广 ,增加经济效益 ,提高和巩固

“第二农业”的地位。

“第二农业”的概念是著名沙棘专家于倬德教授

多年以前首先提出的 。今天看来更符合沙棘重点种

植区域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更符合西部大开发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发展“第二农业”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 ,对农产品的种类 、质量和数量均提出了新的要

求;同时 ,农民增收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关键。沙棘以其多种利用途径 ,多种效益可以在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 ,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 。

特别是在一些缺乏其他资源和生态条件较差地区 ,

沙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发展“第二农业”是人们膳食结构调整的需要 ,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多年以前一些专家对沙棘

饮料提出意见 ,认为西方国家 ,特别是俄罗斯等国的

膳食结构中蛋白质食物所占比例较大 ,因此在那里 ,

酸度较大的沙棘饮料有很大的需求 ,而我国膳食结

构中蛋白质食品比例较小 ,人们的口味偏甜 ,需要的

是类似桔子汁类的高甜度饮料 ,而沙棘饮料偏酸 ,市

场需求不大 。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膳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蛋白质食物增加 ,碳水化合物食品减少 ,随之而来的

是人们的口味的变化:从上世纪饮料以桔子汁类高

甜饮料为主 ,发展到近年来的以橙汁类中低甜度 、微

酸度饮料比例大幅度增加 ,可以预测 ,未来中高酸度

的沙棘饮料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沙棘果实还

可以加工更多的保健品和药品。

发展“第二农业”是建设生态农业的需要 ,是发

展节水农业的需要 。沙棘多种植在我国北方 ,特别

是西北地区 ,这里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 ,水资源贫

乏 。这些地区的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不仅限制

了种植传统的农作物 ,而且限制了高资源投入农业 ,

特别是高耗水农业的发展。然而 ,由于沙棘较耐干

旱 ,同时具有改良土壤的功能 ,使其在这些地区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 。据统计 ,在我国适宜种植沙棘的区

域有 4 000万 hm2 ,在这里沙棘与其它林草措施是可

以大有作为的。

3.3　注重生物多样性原则 ,提高沙棘种植的科

学性

多年来 ,在广大干旱 、半干旱地区造林种草 ,建

设人工植被采用的植物种较少 。因此造成纯林多 ,

混交林少;同龄林多 ,异龄林少 。这些人工植被 ,除

果园外 ,基本都处于野生和半野生状态 ,一旦遇到不

利的自然变化 ,极易造成大面积破坏 ,甚至毁灭 。这

些现象在沙棘林中也经常出现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随着国家重视生态建设和农村农民素质的提

高 ,建设较复杂的沙棘人工植被已成为可能。

3.3.1　建议在以沙棘为主要树种的水土保持

植被建设中 ,特别是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中 ,注意异

龄林和混交林的营造。其中在营造混交林时注意搭

配深根系植物 ,混交针叶或阔叶乔木;同时注意水分

平衡 ,在没有灌溉条件的情况下 ,避免造林密度过

大 ,避免与沙棘的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相近的

植物种类搭配种植 。

在营造异龄林上 ,可结合初植林木进行更新。

如在初植沙棘林时 ,以较小的密度种植 ,这一方面是

考虑到沙棘根蘖性强 ,2 ～ 3年后开始萌生大量根蘖

苗;另一方面为下一步混交其他树种预留生存空间。

待沙棘生长 5 ～ 6年后 ,结合沙棘林平茬 ,在沙棘林

中稀植杨树或其他乔木树种 ,一般在沙棘林中混交

的乔木树种的种植密度应小于 100株/667m2 ,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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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均匀分布。

3.3.2　实施人工沙棘林的适时更新。当前 ,沙

棘生态林基本都处于野生和半野生状态 ,不要说更

新 ,就是起码的抚育管理都没有 ,任其自然生长和衰

败。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难

度大 ,建立的沙棘人工林处于严厉的封育状态 ,只准

种植 ,不准利用 ,或不愿意利用 ,担心利用会造成破

坏 ,因此不允许进入 。二是营林技术普及不足 ,对于

广大农民和农村的沙棘人工植被 ,如何抚育管理缺

乏技术指导 。为了发挥沙棘林的持续效益 ,应当根

据当地的生态条件和技术状况 ,进行适时更新 。一

般每 5 ～ 6年平茬一次。

3.3.3　营造沙棘林应重视适地适树。多年来 ,

沙棘林效益受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适地适树 ,

在不当的地方种植沙棘。例如把中国沙棘种植到十

分干旱的荒漠戈壁 ,把俄罗斯的良种沙棘直接种植

到接近暖温带的区域 ,结果均全军覆没 ,其主要原因

是没有“适地适树” 。

建议从宏观上把沙棘的发展控制在年降水量

400～ 500 mm 之间的区域。年降水量大于 500 mm

的地区 ,适宜栽培各种绿林木和果树 ,而沙棘比较效

益相对较低。年降水量 500 ～ 400 mm的地区为森林

草原植被类型区 ,该区可以大量种植沙棘 ,建立以沙

棘为主的人工植被 ,在适宜的区域可在沙棘林中少

量种植乔木;在 400 mm 以下地区 ,如果有地下水补

给 ,可以种植沙棘 ,但应注意水分平衡 。

在具体造林地点上 ,对于 500 ～ 400 mm 降水量

地区 ,阳坡种植以获取生态效益为主的沙棘林 ,可以

是较耐旱的中国沙棘亚种。但必须加强抚育管理 ,

进行适时平茬 ,防止密度过大。在不进行抚育管理

的情况下 ,阳坡的沙棘要 10年左右将衰败。在阴坡

可种植沙棘与乔木混交林 ,或沙棘经济林 ,其中北向

的沟道水分条件较好 ,沙棘可以形成乔木状 ,且长期

保持旺盛生长。应避免“山顶戴帽”式的在极其干旱

的梁峁上种植沙棘 。

蒙奥生态环保科研所沙棘育种中心简介

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所是内蒙古科技厅所属的科研单位 ,是国家 948科研项目内蒙古协作单

位 ,多年来主要从事引进国内外优良树种 、草种及其杂交试验研究和培育适合我国“三北”地区生态环保建

设 、园林绿化及有经济收益的特色树种等优质苗木。我所以国内外著名生态 、环保 、治沙 、植物及优良树种 、

草种培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的科研成果为技术依托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有包括中外优良沙棘品种

品系定植区 、国外沙棘引种实验观测区 、中外沙棘杂交实验区 、多功能育种园等科研功能齐全的生态科技实

验园区 20 hm2和种子繁育基地 66.6 hm2。现繁育有经济价值较高的大果无刺沙棘和经济生态效益兼有的杂

交品种 ,以及适合生态建设和园林绿化的其它苗木品种。

我所沙棘育种中心对引进的众多沙棘品种品系通过栽培驯化 、杂交及实生选优等多种方法 ,经过长期观

察 ,从已结果的树种中选出生态适应性强 ,生长旺盛 ,根系发达 ,萌蘖力强 ,抗盐碱的品种株系进行了扩繁培

育 ,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我所培育的杂交组合的优良后代和国内近年培育推广的沙棘新品种以及国外无刺大

果沙棘阿列依 、向阳 、楚依、橙色 、阿亚甘卡 、泽粱 、红色火炬 、金色瀑布 、优胜 、浑金 、巨人 、乌兰格木等共计 60

余种。

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所沙棘育种中心以诚信为本 ,质量第一 、价格优惠 、跟踪服务为宗旨 ,愿与

广大客户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欢迎各界同仁前来洽谈业务与合作事项。

单　　位: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研所沙棘育种中心　　　　联 系 人:李秀英　巴　图

通信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1号院 53号 邮　　编:010055

电　　话:0471-6265839　13848119106　13947106698　　 传　　真:0471-6966380

E-mail: mengaomiaomu@sina.com

开 户 行:工行呼和浩特市内蒙政府后街分理处

户　　名:内蒙古蒙奥生态环保科学研究所

账　　号:060200570902490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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