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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我国沙棘资源建设区划

李　敏, 张　丽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沙棘有相对较广的生态适应性, 在我国西部和北部有大量适宜种植沙棘的土地。为使沙棘种植建立

在科学的基础上,发挥沙棘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必须研究沙棘的种植区域, 制定种植区划, 指导沙棘资源建设。本

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区划和沙棘的特性, 采用温度 、水分等自然因子和水土保持 、农村经济等经

济社会因子将我国适宜发展沙棘的区域划分为 6 个一级沙棘种植区:松辽河沙棘经济林种植区, 海河水系上中游

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长江上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蒙新及

内陆河沙棘生态林种植区和青藏高原沙棘种质资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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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沙棘种植概况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植沙棘以来, 我

国的沙棘资源面积翻了一番。从 20世纪 90年代后

期开始,良种沙棘的推广力度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据调查,目前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是引进俄

罗斯从蒙古沙棘亚种中培育的良种沙棘, 年种植面

积约 6 600 hm2, 种植区域遍及我国东北 、华北 、西

北。目前已形成符合我国生态经济特点的沙棘资源

建设方式: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主要发展生态型

沙棘林,如护岸林 、护坡林 、固沙林 、防风林等;在生态

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发展经济型沙棘林;在生态退化

与贫困地区主要发展生态经济型沙棘林(这是我国主

要的沙棘林类型) ,这类沙棘林又可分为沙棘放牧林 、

沙棘薪炭林 、沙棘采果林,及其复合利用类型。

2　制定沙棘种植区划的必要性

2.1　制定沙棘种植区划是指导沙棘资源建设

的需要

我国大规模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有 20 多

年的历史 。在沙棘适生区大规模的资源建设工程既

作者简介:李　敏( 1952-) ,男,汉族,江苏徐州人, 农学学士,黄

河上中游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与项

目管理。

收稿日期:2006-08-02

保持了水土,改善了生态环境,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

收入 。当前沙棘资源建设既在沙棘天然分布区种

植,也在非天然分布区种植;既种植普通中国沙棘,

也种植由蒙古沙棘培育出的良种沙棘 。由于缺乏对

沙棘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点的深入认识,特别

是缺乏对中国沙棘亚种以外的沙棘种(亚种)的认

识,在宏观上缺乏科学的区划,一些地方在不适宜种

植沙棘的地区实施了沙棘造林, 特别是一些地方盲

目种植良种沙棘, 劳民伤财,造成了损失。为使沙棘

种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沙棘的生态和

经济效益,必须研究沙棘的生态适应性和沙棘的利

用方向,研究沙棘的种植区域, 制定种植区划,指导

沙棘资源建设。

2.2　制定沙棘种植区划是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的需要

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面积广大,其中西北地区

生态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 种植

沙棘,需要区别不同的生态条件和不同的水土保持

治理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当地的农村土地利用方式。

因此对于以沙棘为主要措施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需要进行沙棘种植区划,使沙棘种植有针对性, 强化

沙棘种植的目的性 。

2.3　制定沙棘种植区划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加之生



态环境恶劣,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难以稳定脱贫,需

要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新的产业。多年发展沙

棘的成功经验证明,发展沙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北方, 农村土地利用方式差别巨大 。从东

到西,依次为:农业 、半农半牧 、牧业 。针对农村产业

的特点和生态条件的特点, 需要制定科学的沙棘种

植区划,增强沙棘种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

3　中国沙棘和蒙古沙棘的主要分布区

及其自然条件

　　3.1　中国沙棘

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是中国沙棘亚种。在原产

我国的各种沙棘中,中国沙棘亚种的生态适应性最

广,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是中国沙棘亚种的原生地,

中国沙棘主要天然分布区域属于温带森林草原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 400 ～ 500 mm, 年平均气温 3℃左

右, ≥10℃的积温 2 000℃～ 3 000℃, 无霜期 150 天

左右 。

3.2　蒙古(良种)沙棘

当前推广种植的良种沙棘主要是从蒙古沙棘亚

种中选育得来的果实较大的类型。野生的蒙古沙棘

亚种主要分布在中 、俄 、哈 、蒙交界处的阿尔泰山及

其临近地区。该区域属于寒温带森林草原区 。多年

平均降水量 400 mm 左右, 平均气温 2℃, ≥10℃的

积温 1 500℃～ 3 000℃, 无霜期 100天左右。一些地

区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地下水较浅。

4　对沙棘种植区域的部分研究概况

多年来, 人们对沙棘种植区域问题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

笔者 1986年对黄河中游地区沙棘资源开发利

用进行调查后, 认为在年降水量 400 ～ 500 mm 之间

的区域是中国沙棘亚种在黄河中游的主要发展区

域。在这里发展中国沙棘可以取得较好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基于这一观点, 在 1989年召开的第一

届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上正式就中国沙棘的种植区

域提出了规划设想[ 1] 。

据廉永善等人的研究
[ 2]

,沙棘属植物的原始类

群是一类喜水 、耐旱(大气干旱) 、耐寒 、喜沙壤性的

阳性落叶树种, 是温带森林草原过渡带的成员 。这

一属性从根本上限定了沙棘属植物的分布格局。低

光照 、高气温或过低的降水量( <350 mm)等都会成

为沙棘属植物分布的限制因子。

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院 1986年在内蒙古中部

地区先后引进多种沙棘进行试验, 结果:( 1)西藏沙

棘 、云南沙棘 、江孜沙棘 、海滨沙棘不能存活;( 2)肋

果沙棘虽能成活, 但生长不良, 枯梢严重, 不能正常

开花结实;( 3)中亚沙棘生长不良;( 4)蒙古沙棘能正

常生长[ 3] 。

中国林科院黄铨研究员在开展良种选育中,对

俄罗斯大果沙棘的引种地点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水 、

土条件适宜时,北纬 45°以上地区可以直接引种俄罗

斯大果沙棘;在北纬 45°～ 40°之间地区有的品种适

应性较好,一些品种适应性较差;在北纬 35°左右或

以南的多数地区均没有达到引种成功标准的事

例[ 4, 5] 。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吴钦孝研究员认

为,引种国外良种沙棘主要制约沙棘生长和结实的

因子为水分和温度[ 6] 。

根据上述观点,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海河水

利委员会 、松辽河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都相应提

出了各自的沙棘种植任务和种植区划安排 。

5　沙棘种植区划

5.1　沙棘区划的性质与原则

沙棘区划必须与沙棘发展战略研究紧密结合,

既作为战略研究的过程, 又体现战略研究的成果。

与此同时,沙棘区划又不同于沙棘规划和种植计划。

沙棘区划只进行定性 、定向的研究,为制定沙棘规划

和种植计划提供基本依据,但不为规定具体时期的具

体指标和具体措施提供具体依据。本沙棘种植区划

充分吸取已有沙棘研究成果和林业 、农业 、水土保持

等专业区划成果,经过综合分析, 确定沙棘种植的合

理布局 、分区沙棘的发展方向,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沙棘区划的基本原则是以客观的自然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准绳, 要求沙棘区划充分反映客

观规律,确定在什么地区可以种植沙棘(自然属性) ,

在什么地区需要种植沙棘(经济社会属性) 。起到促

进沙棘发展的作用 。

根据我国的生态经济特点, 我国沙棘种植的主

要目的是保持水土 、治理水土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

其次是产生经济效益。考虑到当前沙棘的生态适应

性和经济效益,一般不在适宜种植大型水果的地区

种植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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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区划的步骤是:首先根据沙棘的自然特性

和种植的可能性确定沙棘种植的区域;其次根据发

展和种植沙棘的必要性划分出各个沙棘种植区。

5.2　沙棘区划的依据

总结近20年我国沙棘资源建设的实践经验, 依

据中国气候区划 、中国林业区划 、中国农业种植制定

区划,按地带性气候 、地貌 、植被类型等进行区划。

在中国农业气候区划中, 本区划涉及我国多年

平均降水量 500 mm 和多年平均气温 10℃以下区

域,以及青藏高原东部的长江上中游地区。在中国

植被区划中,本区的主要植被类型依次为森林草原 、

草原 、荒漠(绿洲) 。其中长江上中游地区由于地形

变化较大,生态条件的梯度变化显著,分布着从森林

到高山草甸之间的各种植被类型。在中国林业区划

中,本区划从东北向西南依次涉及:东北山地用材

林 、水源林区与东北平原农田防护林区的接合部;华

北山地水源林 、用材林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林区;

西南高山用材林 、水源林区;西北 、内蒙古农牧防护

林区;青藏高原区。

在中国种植制定区划中, 我国的天然沙棘主要

分布于≥10℃的积温≤4 000℃的一年一熟区 。包

括<1 500℃的高寒无农业区;1 500℃～ 2 500℃的高

寒农业区;<2 500℃的一熟喜凉作物区;2 500℃～ 4

000℃一熟喜温作物区。主要的沙棘种植区也位于

这里 。

5.3　沙棘区划的主要指标

5.3.1　自然条件是进行沙棘区划的重要依据 。

在自然条件中热量和水分状况对沙棘种植具有关键

的作用,因此气温(积温)和降水量是具有决定作用

的因子。

沙棘为温带植物,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在年平均

温度 10℃以下地区;蒙古沙棘主要分布在年平均温

度8℃以下地区 。有的种(亚种)虽然分布在低纬度

地区,但生长在高海拔山区, 如柳叶沙棘。因此, 首

先决定沙棘种植区域的指标是温度。其次, 是水分

指标。对于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的人工沙棘林, 适

宜种植在年降水量小于 500 mm 的地区。这里属于

森林草原植被类型区,特别是在年降水量400mm 左

右的地区,由于水分条件较差,一般乔木树种难以良

好生长,即使成活也多成为“小老树”,其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均较低。而这一地区多适宜于沙棘生长,

种植沙棘可以获得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5.3.2　经济社会条件是区分不同沙棘种植区

域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社会条件中, 重点是水土保

持因素和农民增收及区域经济发展要求。

沙棘具有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 是我

国治理水土流失的主要造林树种之一 。始于 20世

纪 80年代的我国大规模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

是加快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步伐。多年来, 在

这一地区,以及海河流域上游 、松辽河上游水土流失

区种植了大量的沙棘, 对保持水土,改善生态境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今后我国北方水土流失区应继续利

用沙棘耐干旱 、瘠薄的的特点, 大力种植沙棘,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和农民贫困是一对孪生兄

弟,同时我国水土流失区也多处于农牧交错地区。

由于干旱缺水和水土流失严重,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农民收入较低,我国北方的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这一

区域。水土流失区的农民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诉

求 。开发利用沙棘资源可以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这些地区种植沙棘必须与增加农民收入, 发

展区域经济相结合 。做到以开发利用促沙棘种植,

以沙棘种植保开发利用,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双赢,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

5.4　沙棘种植区划及其命名

总体上,我国沙棘分布与种植区域主要在 500

mm等雨量线以下区域。其中, 长江以北地区,沙棘

基本在 500 mm 等雨量线和 10℃等温线以下区域分

布与种植。长江中上游受地形影响, 情况较复杂,沙

棘多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和云贵高原 。

由于 20多年来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基本以

江河流域为单元实施, 同时考虑到沙棘种植的主要

目的是保持水土 、改善生态环境,因此本区划仍主要

以大江大河流域为一级区划单元 。依据以上分析,

将我国沙棘种植区域划分为 6个一级区(图 1) 。其

命名为:流域(区域)名+沙棘资源主要发展方向。

各区名称如下:

Ⅰ松辽河沙棘经济林种植区;

Ⅱ海河水系上中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

Ⅲ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

区;

Ⅳ长江中上游生态经济林种植区;

Ⅴ蒙新及内陆河沙棘生态林种植区;

Ⅵ 青藏高原沙棘种质资源保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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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沙棘种植区划图

6　分区概述

6.1　松辽河沙棘经济林种植区

( 1)区域概况

松花江 、辽河流域西起大兴安岭, 北到小兴安

岭,东达长白山,南抵黄海和渤海湾 。三面环山一面

靠海,包括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大部分和内蒙古

自治区的呼伦贝尔 、兴安 、哲里木三个盟和赤峰市 。

区划范围在松辽河流域的西部, 总土地面积 68.12

万 km2。地形主要是风沙漫岗坨甸。降雨量 300 ～

500 mm,年平均气温较低, 蒸发量较小, 土壤以风沙

土为主。其中辽河流域气候干旱, 自然植被种类少,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加之过度放牧和鼠虫灾害,草场

退化 、沙化 、碱化严重。松辽河流域年土壤侵蚀量

5.81亿 t。本区人口密度不到100人/km2 。

根据该区域的自然特点,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松

花江半湿润亚区( Ⅰ-1) ,区划范围内土地面积 50.04

万km
2
;辽河半干旱亚区( Ⅰ-2) ,区划范围内土地面

积18.08万km2 。

( 2)沙棘资源现状

本区多为人工沙棘林,辽西地区大面积种植以

保持水土为目的的中国沙棘亚种, 其典型代表为辽

宁省建平县。近十几年来,松辽河流域大量引进种

植了俄罗斯培育的良种沙棘,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

规模,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以蒙古沙 棘为原始材料

选育的良种繁育区域。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松辽河沙棘经济林种植区是我国蒙古沙棘良种

的主要推广种植区 。

沙棘主要种植在长白山西麓的侵蚀低山和侵蚀

丘陵,大兴安岭的侵蚀中山 、侵蚀低山和侵蚀丘陵,

以及东北平原的侵蚀平原和沙丘覆盖平原 。重点种

植区为松辽流域的西部 。

其中松花江流域年降水量在 500mm 左右, 年平

均气温较低,蒸发量较小,接近俄罗斯和蒙古良种沙

棘原产地生态条件,可直接采用俄罗斯 、蒙古和我国

已经培育出的大果 、高产沙棘栽培品种,以经济型沙

棘林为主,兼顾生态效益,大量发展沙棘经济林 。

在辽河流域, 采用中国沙棘亚种,以及经过引种

驯化的部分蒙古沙棘良种, 发展以保持水土 、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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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为主的生态经济型沙棘 。

6.2　海河水系上中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

( 1)区域概况

包括海 河 、滦河 、潮白河 、永定河等流域, 涉及

河北 、山西 、北京 、天津 、内蒙古 、辽宁五省市。区划

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12.05万 km
2
。主要地貌类型

有黄土丘陵 、台地 、土石山区和丘陵风沙区, 土壤侵

蚀模数在 3 000 t/km2以上 。区内年平均降雨量 400

～ 650 mm 。气温 3℃～ 10℃。属于半干旱区。人口

密度超过 100人/km2 。

( 2)沙棘资源现状

中国沙棘亚种的天然分布区和种植区, 其中河

北的丰宁等地是中国沙棘亚种的良好种源地 。人工

种植了一定规模的生态型沙棘 。在防沙治沙项目

中,沙棘作为一个重要树种加以推广。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总体上, 海河水系上中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

区是我国生态型沙棘的重点种植区之一, 应在流域

的上中游种植保持水土 、防沙治沙的生态和生态经

济型沙棘林 。滦河 、潮白河上中游和永定河流域发

展沙棘水源涵养林。同时应保护好优良的中国沙棘

亚种种源 。

6.3　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沙棘生态经济林

种植区

( 1)区域概况

黄河中上游涉及青海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

西 、山西等省区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含闭流

区) 71.79万 km
2
。包括位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源区和

位于黄土高原的中游区。黄河中上游多为黄土覆

盖,植被稀少, 年降水量多数地区在 300 ～ 500 mm,

蒸发量较大,属半干旱气候 。本区的主要问题是水

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群众生活贫困。

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从南到北生态条件和农村

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由南部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到中部的温带森林草原区,到北部的温带草原区;农

业生产则由农业区, 到半农半牧区,到牧业区 。因此

需要将黄河中上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进一步划

分出四个二级区(详见《沙棘》2004年第 3期, “黄河

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沙棘种植区划的探讨”) 。

( 2)沙棘资源现状

本区是我国中国沙棘亚种的主要分布区和人工

沙棘的主要种植区 。1986年调查本区有沙棘资源

88.7万 hm2, 占当时全国沙棘总面积的 83%[ 7] 。其

后十几年每年以 5万hm2 左右的速度发展。在黄河

水保生态工程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中进行了推广种植。本区域也是我国沙棘良种的

主要选 、引 、育地区 。20多年来, 采用中国沙棘和蒙

古沙棘(俄罗斯和蒙古培育的良种)培育出了我国第

一代和第二代生态型 、生态经济型和经济型沙棘

良种。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本区域是我国 20多年来生态型沙棘的主要发

展区域,今后仍然是我国沙棘资源的主要发展区域。

重点发展的主要是以保持水土 、改善生态环境为主

的生态和生态经济型沙棘林 。

在良种选育方面, 由于本区温度相对较高, 国外

的经济型沙棘良种不能直接种植, 应采用已初步驯

化的蒙古沙棘良种,与中国沙棘进行杂交,培育性状

良好 、生态适应性强的良种。大力发展具有较高生

态效益和一定经济价值的生态经济型沙棘林。

在本区域与青藏高原毗邻的地区, 天然生长着

西藏沙棘 、肋果沙棘等多种沙棘,应保护好这些种质

资源,并利用这些沙棘种(亚种)造林和培育新品种。

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沙棘种植区划详见“黄

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沙棘种植区划的探讨”( 《沙棘》

2004年第 3期) 。

6.4　长江上游沙棘生态经济林种植区

( 1)区域概况

本区为长江上游的一部分, 主要涉及云 、贵 、川 、

渝等省 (市)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15.20 万

km2 。本区为青藏高原东部 、云贵高原, 区内多高山

大川。大部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温和湿润, 雨量

丰沛,多年平均降水量 800 ～ 1 000 mm, 5 ～ 10月降水

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90%,多暴雨 。区内人

口密度较小, 不少地区仍然处于半封闭的自然农业

经济状态。

( 2)沙棘资源现状

本区域天然沙棘种类繁多, 基本无人工沙棘林。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本区不是我国重点沙棘资源建设区域, 可结合

水土保持,适当发展生态型沙棘林。

6.5　蒙新及内陆河沙棘生态林种植区

( 1)区域概况

该区主要包括新疆 、青海 、甘肃和内蒙古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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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区划范围内的总地土面积 262.53万 km2。从

地理上区分为四个亚区:北疆伊犁河 、鄂尔其斯河 、

哈巴河亚区( Ⅴ-1) ,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38.78

万km2;南疆塔里木河亚区( Ⅴ-2) ,区划范围内的总

土地面积 89.08万km2;河西走廊及毗邻内陆河亚区

( Ⅴ-3)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93.27万 km2;柴

达木盆地亚区 ( Ⅴ-4) ,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41.40万 km2 。

本区域为干旱和极端干旱区, 但河流两旁,绿洲

附近地下水埋藏较浅 。

北疆水分条件较好, 气候较湿润,伊犁河由东西

两源共三大支流组成,主源特克斯河为西源河流, 东

源则有巩乃斯河和喀什河 。伊犁河谷呈喇叭状向西

展开,西风气流能长驱入, 集水区内全是迎风坡, 降

水丰沛。河谷次生林和河漫滩草甸植被茂密 。额尔

齐斯河下游的大支流 ———布尔津河和哈巴河的河谷

中湖沼密布 、绿树成荫。

南疆塔里木河干旱少雨, 年降水量仅 50 mm 左

右,蒸发量达 3 000 mm左右,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大

部分为戈壁荒漠,绿洲面积 1 474 km2 。

河西走廊及毗邻内陆河亚区主要有疏勒河 、黑

河 、石羊河等。该区域干旱少雨, 年降水量稀少, 蒸

发量亦达 3 000 mm左右, 生态环境脆弱, 大部分为

戈壁荒漠,绿洲面积较小,且有萎缩趋势 。

柴达木盆地主要的内陆河是格尔木河。该区域

生态环境同毗邻的内陆河区域 。天然木本植物主要

有稀疏的梭梭 、白刺,在格尔木河下游绿洲附近有少

量人工种植的沙棘林 。

( 2)沙棘资源现状

本区天然分布的沙棘主要有中亚沙棘和蒙古沙

棘。其中蒙古沙棘主要分布在北疆,中亚沙棘主要

分布在南疆 。河西走廓分布有与南疆形态不同的

“中亚沙棘”和少量的中国沙棘。柴达木盆地分布有

少量的中国沙棘。在河西走廊与柴达木盆地之间的

祁连山区分布有肋果沙棘。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本区域重点是围绕绿洲保护发展沙棘 。沙棘发

展的主要方向是建立生态型沙棘林, 防风固沙, 保护

绿洲。采用的沙棘为当地的中亚沙棘和蒙古沙棘。

6.6　青藏高原沙棘种质资源保护区

( 1)区域概况

青藏高原海拔大多在 3 500 m 以上, 包括西藏

和青海 、四川西部 、新疆南部及甘肃 、云南的一部分。

高原周围大山环绕, 南有喜玛拉雅山, 北有阿尔金

山 、昆仑山和祁连山,西为喀喇昆仑山, 东为横断山

脉 。高原内还有唐古拉山 、冈底斯山 、念青唐古拉山

等 。区划范围内的总土地面积 170.82万 km2。

高原是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 如长江 、黄河 、

澜沧江 、怒江 、雅鲁藏布江等都发源于此, 水力资源

丰富。由于地势高,大部分地区热量不足,海拔高于

4 500m的地方最热月份平均温度不足 10℃,没有绝

对的无霜期,谷物难以成熟,只宜放牧 。牧畜以耐高

寒的牦牛 、藏绵羊 、藏山羊为主 。4 200 m 以下的河

谷可以种植作物,以青稞 、小麦 、豌豆 、马铃薯 、油菜

等耐寒种类为主 。雅鲁藏布江河谷纬度低,冬季无

严寒,小麦可安全越冬 。

( 2)沙棘资源现状

在本区南部天然分布柳叶沙棘;西部是中亚沙

棘 、蒙古沙棘;东部是江孜沙棘 、云南沙棘;北部有西

藏沙棘 、肋果沙棘和中国沙棘。基本无人工沙棘 。

( 3)沙棘资源建设方向

资源建设的重点是保护天然沙棘种质资源;种

植生态型 、放牧(轮牧的灌木草场和天然草场的隔离

带) 、采果的生态经济型沙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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