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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果实资源开发利用经济效益分析

李 敏

〔黄河中游治理周 )

本文采用沙棘果实亩产值
、

总产值
`

人均占有值
、

经营沙棘林的产值费用比和造林投资回收期等

技木经济指标
,

对沙棘果实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

初步回答了开发利用沙棘果实资源

的经济效果如何
,

群众得到了多少收益的问题
。

沙棘作为一种适应性较广
、

具有显著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树种
,

近年来开始被大

规模地开发利用
。

据统计
,

全国 已建各种类

型的沙棘加工厂 150 个
,

生产制品达 2 00 余

种
,

有的产品己进入国际市场
。

沙棘果实资源开发利 用的经济 效果如

河
,

特别是沙棘产区群众可以从中得到多少

收益
,

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

本文采用沙棘

果实亩产值
、

总产值
、

人均占有产值
、

经营沙

棘林的产值费用比和造林投资回收期等技术

经济指标
,

对沙棘果实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

效益作 了初步分析
.

一
、

沙棘果实亩产值

我国目前开发利用的沙棘主要是野生或

半野生沙棘
。

这些沙棘林长期处于 自生 自灭

状态
,

密度不适
、

病虫害严重
、

雌雄株比例失

调
,

果实亩产量远低于国外 的人土沙棘林果

实亩产量
,

平均为 35 公开 ( 表 1 )
.

两年一

个采果周期
,

平均一年产果仅 t 7 5公斤
。

以

每公斤果实价格。
.

4元计
,

沙棘果实亩产值平

均为 7 元
。

在生产 中
,

由子资源利用不充分
,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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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江 宁省为沙棘给果林面袄
。

得到的亩产值较低
.

据调查推算
,

近两年黄

河中游 13 。。余万亩沙棘的 实际 亩产值仅。
.

2

元左右
。

其次
,

不同地区沙棘资源量不同
,

开发利用 的规模不同
,

沙棘林的亩产值也不

同
。

山西省方山县沙棘资源 开 发 利用 得较

旱
,

规模较大
,

! 9 8 5年利用果实 106 万公斤
,

售果产值 2 5
.

4万元
,

该县 18 万奋沙棘林
,

平

均实现亩产值 1
.

4元
。

陕西省富县加工利用规

模较小
, 1 9 8 5年采果 2

.

1万公斤
,

售果产 值

1
.

9万元
,

该县 17 万亩沙棘林平均实现亩产值

仅 0
.

1元
。

即使在一个县范围内
,

情况也有差

异
。

甘肃省秦安县 1 9 8 5年售果产值 10 万元
,

全县沙棘林平均亩产值 1
.

6元
.

该县 中 山乡

忿。。。亩沙棘林收果 5 万公斤
,

产值 2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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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亩产值6
.

7元
,

是全县平均水平的 4倍
,

进 一步的分析发现
,

沙棘林的果实产值

受产量和收购价格的影响
,

而产量和收购价

格又分别受 自然条件和社 会经济 条件 的影

响
.

以年降水量和人均收入来代表自然条件

和社会经济条件
,

将实际获得的沙棘果实亩

产植与这二者进行统计分析
,

得出如下关系

式
:

Y - 一 0
.

5 15 7 + o
.

o 4 o 6 X : + o
.

3 4 2 s X
:

形中 Y

一
实际获得的沙棘果实亩产值

( 元 )
:

X :

—
年降水量 ( 毫米 )

;

X
:

— 人均年收入 ( 百元 )
.

( 此回归关系 a = 。
.

05 ) 以上关系式表明
,

沙棘果实的亩产值与降水量和人均收入都 成

正比关系
。

其中对亩产值影响较大的是收入

因素
,

平均人均收入每增加 1 00 元
,

沙棘果实

亩产值增加。
.

料元
。

这一分析说明
,

沙棘果

实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一项有目的的经济活

动
,

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

二
、

沙棘果实总产值

我国现有沙棘林的亩产值虽然较低
,

但

由于面积较大
,

具有较高的总产值 、 根据表

一数据计算
,

我国现有沙棘林每年的果实总

产量
.

为25
.

5万吨
,

果实本身的总产值为 1
.

02

亿元
。

这些果实全部投入加工利用
,

总产值

将成倍增 长
.

榨成果汁
,

总产值增加到 1
.

9亿

元
;

将果汁
、

果渣
、

种籽作进一步的分离加

工
,

总产值可增加到 6
.

05 亿元
; 继续把果汁

制成饮料
、

把秒棘油制成药品
、

化妆品
,

总

产值还会大幅度增加 ( 图一 )
。

在实际生产

中
,

果实产值随加工利用深度增加的趋势与

以上推算结果是一致的
。

甘肃省有一妙棘加

工厂
,

一吨果实价值 30 。元
,

加工成果汁产值

为; 00 。元
,

将这些果汁制成汽酒
,

产值增加

到 1
.

6万元
。

/

`
加工深度

图 l 加工深度 与总产位关系曲 线

三
、

沙棘果实产值的人均占有皿

我国沙棘分布地区人口密度较小
,

总人

口数量较少
,

沙棘果实产值的人均占有量较

高
,

以黄河中游为例
,

沙棘重点分布地区的

农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50 人
,

仅相当黄

河中游地区平均值的53 肠
,

共有农业人口 8沁
「

万
,

果实年总产量 2 4 0 2 5万公斤
,

果实总产值
-

9 6 1 0万元
,

人均果实产值 12 元
,

粗加工后
,

总产值为 2
.

6亿元
,

人均 33 元
。 “

六五
”

期间
,

黄河中游人均年收入 20 7元
,

开发利用沙棘资

源
,

仅采售果实可使沙棘产区人均收入增加

6 如
,

进行粗加工
,

人均收入还将有显著增

加
。

进一步分析
,

沙棘果实产值的人均占有

量有空间分布 不均的特点
.

。

它与人口密度成

反比
。

在人口密度越小的地区
,

人均产值占

有量越高
.

陕西省富县 6 个沙棘重点分布乡

( 农场 ) 有 3
.

85 万人
,

占全县人 口的 36 肠 ;

有沙棘林 10
.

7万亩
,

占全县沙棘林总面积的

63 帕
.

年产抄棘果 14 2万公斤
,

人均果实 产

值15 元
,

比全县平均水平高76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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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相思是含

羞草科金合欢属常

绿热带树种
.

福建

省樟州市自 19 8 2年

起引种
,

至今已发

展 6 万多亩
.

经试

验
、

示范和大面积

推广
,

表明大叶相

思具有 耐 早
、

耐

痔
、

耐酸
,

适应性

强
,

生长发育快
,

枝繁叶茂
,

萌发力

强等特点
。

为了开

发利用水土保持优

良树种 的 经 济 潜

力
,

我们利用大叶

相思枝秤
,

经
·

过切

片
,

粉碎成木屑
,

装袋栽培食用菌
,

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

效益
.

通过这种途

径
,

使水土保持林

变成了经济林
.

加

快了治理水土流失

的步伐
.

毛木耳 〔 A o r i l二 l
a r i a p o ly t r i e h a

( 二 on t )
s
au 〕 又称粗木耳

,

属真菌门
、

担

子菌纲
、

银耳目
、

黑木耳科
、

黑木耳属
.

用

大叶相思为主要原料袋栽毛木耳
,

产量高
、

品质好
、

易栽培
.

在漳州市气候条件下栽培

没有明显 季节性
,

周年均可栽培
,

每袋装干

料 。
.

4 5 k g
,

可收鲜耳 o
.

5 1k g 具体栽培方法

如下
。

( 一 ) 培养料的几种配方

1
.

大叶相思木屑 7 8肠
,

麦 皮或 米

2 。肠
,

碳酸钙 2 肠
;

2
.

大叶相思木屑 7 5
.

5肠
,

米糠22 肠
.

碳酸钙 2 肠
,

尿素 0
.

5肠 ;

3
.

大叶相思木屑 8 8
.

4 5 肠
,

米糠 10 肠
,

碳酸钙 1 肠
,

尿素。
.

3肠
,

磷酸二氢钾。
.

2肠
,

硫酸镁 0
.

0 5肠 ;

4
.

大叶相思木屑 8 0
.

3 肠
,

米糠 15 肠
,

磷酸二氢钾 。
.

3帕
,

石灰 3 肠
,

尿素 0
.

4 肠

碳酸钙 1 肠
。

( 二 ) 拌料与装袋

按配比将木屑
、

米糠
、

碳酸 钙 干 扑 搅

匀
,

尿素
、

磷酸二氢钾等预溶于水中
.

月J水

量为
,

料
:

水 = 1 : 1
.

4
.

水与料充分搅拌
,

装料时含水量为65 ~ 70 肠
。

采 用 1了x 3 4 火

ǎ福建省滚州市水土保持站à

江志鹅

袋装大叶相思枝栽条毛木耳技术

六
、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

当前开发利用的天然沙棘林亩产值

较低
,

但产值费用比还是较高的
,

仍然可以

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

2
.

我国沙棘林面积较大
,

具有较高的

总产值
,

沙棘产 区的人均占有量较高
,

开发

利用沙棘资源可以对这一地 区的经济发展起

到一定的促进 作用
。

3
.

营造人工沙棘林投资回收期不长
,

经济上可行
。

为了增强沙棘资搏开发利用的后劲
,

以

经济效益促资源建设
,

加快水土流失治理
,

建议加强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

尽快选育出符合不同开发利用要求

和适应不同地区特点的优 良沙棘品种
,

营造

人工沙棘林
,

改造天然林
,

提高单位面积沙

棘林的果实产量和产值
。

2
.

研制高效率和低破坏度 的沙棘果实

采收机具
,

提高劳 动生产率
,

降低采收 成
_

本
,

保护沙棘资源
.

3
.

开发新产品
,

增加加工利用的深度

和精度
,

提高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
.

( 本栏贵任编辑 黄宝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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