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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现 状 及 对 策

于掉德 李 敏

( 黄委会黄河中游治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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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沙棘是 治理黄河中游严重水土流失区的优良树种
,

它适生于年降雨量 500 m m 以上的区

城
。

自 19 8 5年以来
,

黄河中游地区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取得突破性进展
,

每年发展人工沙棘

林的多万亩
,

累积沙棘林面积 已占全 国的77
,

6终
,

且品种丰富 ; 沙棘产品加工企业 迅 速
.

发

展
,

年产制品约 3 万 t , 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已开始发挥明显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重视

科研
,

加强协作和情报调研
,

资源产地与加工企业横向联合
,

以产品开发促资源建设等是其

主 要经验
。

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1 9 8 5年钱正英同志提出了
“
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

咖边黄土高原治 理的一个突破 口 ”
的设想

,

得到了水

利 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中游各省 ( 区 ) 的重视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黄河中游沙林资源开发利用发展迅

猛
,

成效卒著
,

展现了大有可为的发展前景
。

一
、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
.

天然沙棘种 类多
,

分 布面积广

黄河中游地 区拥有 除柳 叶 沙 棘 ( H IP p o p h ae

S al 沈班 ol ia ) 外
,

我国天然生长的全部沙棘种级单位

以上的种质资源
,

它们是西藏沙棘 ( H
.

t h i b et a n a)
、

肋果沙棘 ( H
.

n e a r o e a r p a ) 和沙棘 ( H
.

r h a m n o i-

d e s )
。

在沙棘种中
,

黄河中游地区天然生长的主要是

中旧沙棘亚种 ( H
.

: h a m n o记 。 5 s u b s p s i n e n s i s )
。

根据果实大小
、

形状
、

颜色和分枝形式
,

陕西
、

山西

和甘肃又在中国沙棘中分别划分出25 个
、

1 3个和 10 个

种下类型
。

陕西对一些沙棘类型进行了多种生化成分

柏分析
,

发现了各种类型的特性及其差异
,

为定向培

育不同用途的沙棘品种提供了依据
。

黄河中游天然沙棘主要分布于年降水量大于或等

于 50 Om m 的地 区
。

由于各种沙棘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特性不同
,

它们的具体分布地区亦不同
。

西藏沙棘矮

小
,

耐严寒
,

多分布在海拔 2 7 o o m 以上的甘南
、

祁连

山等地的高地草原区和土石山区
。

肋果沙棘较耐寒
,

一般分布在海拔 2 8 c o m 以上的青海大通河上游的土犷

山区
。

中国沙棘可塑性较大
,

适应性 较 强
,

在 海 拔

8 0 Om 以上地 区便见生长
,

广布于黄河中游各地
,

其

中主要分布在山西的神池
、

五寨
、

柳林至陕西的延安

和甘肃的环县 以东南地 区
,

吕梁山
、

乔山
、

黄龙山
、

子午岭
、

陇山等土石山区和丘陵林区是其 集 中 分 布

区
。

毛乌素沙地的东南缘虽然年降水二小于 5 00 m m ,

但由于地下水位较浅
,

也分布有少量中国沙棘
。

黄河中游地区沙棘林总面积 107 1
.

7 5万亩
,

占全

国沙棘林总面积的 7 7
.

6多
,

其中天然林88 1
.

55 万亩
。

山西
、

陕西
、

甘肃沙棘林面积较大
,

三省合计面积达

8 9 4
.

9万亩
。

各种沙棘中
,

中国沙棘面积最 大
,

达 到

1 0 1 9
.

1万亩
,

占中游沙棘林总面积的 95
.

1多
。

因此
,

黄河中游地区既是中国沙棘的分布中心
,

也是世界沙

棘的重点分布区
。

黄河中游各种沙棘均处于野生
、

半野生状态
,

果

实亩产较低
,

但由于面积巨大
,

总产量较高
,

年产量

达到 3
.

19 亿 k g
,

利用量 1 亿 k g
,

仅原汁产值即可 达 1

亿元左右
。

2
.

加工利 用形成规模
,

效益显著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加工利用从 1 9 8 5年开始起步
,

1 9 8 6年各地大量建厂
, 1 9 8 8年达到高潮

。

据统计
,

中

4 0



游各省 ` 区 )到 9 1 88年共建成沙 棘加工厂或车间 0 1 8

家
,

年沙棘制品总产量约3万 t
,

总产值上亿元
。

其中山

西省 1 9 88年总产量达 1 万 t
,

产值 4。。o 万元
。

在沙棘

加工厂中
,

既有国营的
,

也有地方和个体经营的
。

陕

西省沙棘食品实验厂是在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支持下

建立起来的科研
、

教学
、

生产三结合的沙棘中心实验

厂
, 1 9 8 9年 4 月建成投产

,

当年产值达到72
.

4万元
,

税利 5
.

4 万元
。

西安北斗沙棘饮料厂是靖边县在西安

办的一个小厂
,

由于他们重视产品开发和宣传工作
,

1 9 8 9年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
,

产值仍达到 3 20 万元
,

获

利 5 4万元
。

其它许多厂家也都取得了较好 的 经 济效

益
。

与此同时
,

沙棘加工产品的质见也不断提高
,

在

1 9 8 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
,

山西
、

映西
、

甘肃
、

青海

等省 ( 区 ) 生产的 10 个沙棘产品获奖
。

一些产品已取

得了较好的信誉
。

山西太原产的
“
沙维康

”
饮料被列

为第 24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专用饮料并获金奖
,

山西榆次生产的
“
沙力士 ” 被定为 1 9 8 8年残疾人奥运

会专用饮料并获得唯一银奖
,

陕西省靖边 县 生产 的

“
唯他美

”
被定为第 11 届亚运会专利品

。
·

沙棘产品质

量的提高不仅使其在国内逐步打开了销路
,

还进入了

国际市场
。

日本
、

美国
、

英 国
、

西 德
、

芬 兰
、

新 加

坡
、

泰国
、

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对沙棘产品表示了浓厚

的兴趣
,

并开始小批量购买试销
。

3
.

人工沙棘林稳 步发展
,

促进环境治理

开发利用推动了沙棘的人工种植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1 98 6年到 1 9 8 9年四年间
,

黄河中游各省 ( 区 ) 共

发展人工沙棘林 30 0万亩 以上
,

平均每年种植 80 万亩

以上
,

其中 1 9 8 8年种植面积超过88 万亩
。

如果考虑其

它林种造林保存率与沙棘保存率的差异
,

每年沙棘造

林面积占当年水土保持造林总面积的 10 多以上
。

经过几年的资源建设
,

涌现了一批发展沙棘的典

型
。

如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
,

地处黄土丘陵沟壑 区
,

年

降水量 460 m m左右
。

1 9 8 2年以前的 30 多年里
,

该乡累

积营造山杳
、

刺槐
、

白榆
、

杨
、

柳等 3 5 0。。 亩
。

由于树

种不宜
,

仅保存了 6。。。亩 ( 保存率为 17 多 )
,

并且大

多成了小老树
。

1 9 8 3年在有关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经费

扶持下
,

该乡连年大规模种植沙棘
,

到 1 9 8 8年累积发

展沙棘林 6 万亩
,

其中1 98 6年和 1马8 7年两年
,

就种植

3 万亩
。

由于林种适应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造林方法得

当
,

种植沙棘的保存率达到了80 拓以上
。

现在全乡人

均沙棘林超过 5亩
,

林地面积 已占全乡 总面积的 27 多
,

墓本上实现了荒山荒沟的绿化
,

并开始为解决燃料
、

饲料问题发挥作用
。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 盟 地处 鄂 尔多斯高原
,

由

于自然条件不利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

植被衰败严重
。

据 1 9 7 7~ 1 9 8 0年中科院兰州沙涣研究所考察
,

轻度 以

上沙漠化面积 7 4 3 0 2 k m “ ,

占全盟总土地面积的 8G 多
,

其中已失去生产能力的强度沙化面 积 2 7 6 6 6 k m 2 ,

占

总土地面积的 32 拓
。

严重的沙漠化造成剧烈的水土流

失
,

使伊盟成为黄河中游多沙粗沙的主要 米 源 地 之

一
。

尤其是其中的砒砂岩裸露区
,

曾被人们着作是不

可治之地
。

但长期的试验探索已表明
,

在 沙 摸 化 严

重地 区
,

特别是在砒砂岩裸露地区
,

能适 应 沙 棘 生

长
。

1 9 8 6年后
,

伊克昭盟迅速发展沙棘
,

到 1 9 9 0年上

半年
,

全盟营造沙棘林 10 万亩以上
,

其中 1 9 9 0年上半

年就种植沙棘约 7 万亩
。

经调查
,

历年种植的沙棘保

存率一般达到90 拓以上
。

19 8 8年种植的沙棘现 已高达

l m左右
,

林地墓本授盖
。

陕西省蜻边县和山西 省右玉县是沙棘资源建设的

老典型
,

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
。

如靖 边 县 在 1 9 8 6~

1 9 88年的三年中种植沙棘 1 5
.

37 万亩
,

使全县沙棘林

总面积达到 53
.

37 万亩
。

除继续扩大沙棘种植外
,

这

两个县还重视老沙棘林的改造
,

以提高沙棘采产公
。

右玉县的沙棘林改造技术已通过鉴定
,

带状间伐改造

的沙棘亩产量达到 3 0 0 k g 以上
,

比改造前产公提高 5
.

7

倍
。

人工沙棘林发挥出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

促进了黄

河中游治理
。

据青海
、

甘肃
、

山西等地观测
,

沙棘林地可

减少暴雨径流 76 多~ 88 终
,

减少土壤佼蚀 97 终~ 99 彭
。

右玉县在苍头河两岸营造的以沙棘为主的护岸林
,

使

流沙大减
,

稳定了河道
,

据估算
,

每年可 减少入黄泥

沙 300 ~ 5 00 万 t
。

靖边县在毛乌素沙地种植的沙棘以

沙林
,

控制了沙丘移动
,

保护了耕地
。

二
、

开发利用主要经验

1
.

重视科学研 究
,

多学科协作开发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租用中
,

各地 都 重 视 科

研
、

协作攻关
,

并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向应用领域
。

陕

西省成立了沙棘开发利用科研协调中心
, “

七五
”
期

间安排六个项目 19 个课题
,

组织全省 30 多个科研和教

学单位 2 2。。多人开展研究
,

取得了多项成果
,

使生产

中的紧迫问题得以解决
。

由西北林学院承担的沙棘油

萃取新工艺及其配套设备研究成果荣获 1 9 8 8年首届 国

际专利新技术设备展览会金牌奖
,

现已投 入 生 产 应

用
。

甘肃省投入 100 余万元资金
,

采取科研与生产相结

合
,

开展了从资源调查到加工利用的综合试验研究工

作
,

现 已全部通过了省级鉴定验收
,

并在生产中发择



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所9 1 5 8 年协助

秦安县建立的沙棘加工厂
,

1 9 8 6年产值就达 52 万元
。

山西省投入 10 。 万元组织省内外 17 个科研单位协作攻

关
,

已有四项成果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一项成果

获国家级星火科技奖
。

与此同时
,

为了使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能 够 高起

点
、

快速度地发展
,

各地十分重视情报调研 和 信 息 交

流
,

及时收集
、

整理
、

编印国内外沙棘科 技 情 报 资

料
,

提供沙棘加工利用
、

资源建设
、

科学研究等方面

的信息
。

黄委会沙棘办公室编辑沙棘科研和开发利用

资料两集
,

陕西
、

山西等省 ( 区 ) 沙棘办公室编印了

沙棘开发利用内部刊物
,

配合全国性刊物进行信息交

流
。

根据情报调研
,

有关部门重视了沙棘优良品种的

选育
,

制定了人工沙棘园建设标准
,

开展了沙棘治理

矿山友垦区试验
,

研制出了沙棘果采收机具
,

加强了

沙棘油的医用研究
。

2
.

发展横向联合
,

建立加工体系

黄河中游地区沙棘加工利用具有两个特点
。

其一

是沙棘产地多为山区和贫困地区
,

缺乏加工利用所必

盂的技术和资金 , 其二是沙棘产地和销售市场距离较

远
。

因此
,

黄河中游各省 ( 区 ) 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的初期就霓视横向联合
,

要求沙棘产地与大厂
、

名厂

联营
,

引进技术和资金共同开发
,

现已初步形成了果

实产地初步加工
,

县办厂粗加工
,

大厂搞精加工的加

工利用体系
。

如甘肃省兰州制药厂
、

陕西省西安啤酒

J一
、

山西省杏花汾酒厂即是精加工厂的典型
。

由于资

源优势与技术资金优势互相结合
,

沙棘产品质量不断

提高
,

1 9 8 6年全国沙棘产 品评议会上获奖的产品大部

分是板向联合的产物
。

三
、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对策

1
.

因地制 宜
,

分类发展
,

提高效益

沙棘是黄河中游乡土树种
,

年降水量 500 m m左右

的地带是其适生区
,

在年降水量 4 00 m m左右
、

又无地

下水补给的地带是其可生 区
。

在水份条件超过沙棘适

生要求的地带
,

适宜发展经济价值更大的用材树种或

经济林
。

在降水条件低于其可生 区的地带
,

沙棘群落

的自然生长发育将受阻
。

为了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及发

挥沙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沙棘主要发展区域应

位于 40 0~ 500 m m 等雨量线之间
,

即森林草原地带和

草原地带
。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多沙粗沙区也

主要在这一区域内
。

在该区域内的东南部
,

降水量稍

高
,

同时人 口密度较大
,

应有计划地发展以经济利用

为主的沙棘林和种植园
,

以加工利用促资源建设
,

达

到既增加经济收入又治理水土流失的 目 的
。

在 西 北

部
,

降水偏少
,

地广人稀
,

可采用飞机播种
,

发展 以

防风固沙
、

保持水土为主要 目的
,

同时兼有薪炭
、

放

牧效用的生态型沙棘林
。

其中在甘肃中部和一部分东

部地 区
,

以薪炭林为主
,

在保持水土 的 同 时
,

缓 解
“
三料

”
俱缺问题 , 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

部分地区
,

以防风固沙放牧林为主 , 在陕
、

晋
、

蒙接

壤的神府煤田和东胜
、

准格尔煤田的复垦区
,

酋造防

护性沙棘林
,

迅速覆盖和固持弃渣
、

弃土场
。

2
.

加快 良种选育
、

增 强开 发基拙

开发利用沙棘资源的目的
,

是通过发掘沙棘的经

济价值
,

促进沙棘种植
,

加快黄河中游地区的治理与开

发
。

但目前造林所采用的均为野生沙棘种籽
,

这样的

人工沙棘林用于保持水土和提供薪柴效益尚可
,

但果

实产量及经济效益不高
,

影响了群众种植的积极性
。

因此
,

沙棘的良种选育是目前开发利用中 的 主 要 课

题
。

根据黄河中游的具体情况
,

沙棘优良 品种 的 选

育
,

首先应保护好 已发现的良种类型
,

并加以繁殖
,

防止在群众性的采果活动中被毁坏
。

其次
,

应利用同

苏联
、

芬兰
、

蒙古等国建立起的关系
,

引 进 国 外 良

种
,

丰富育种材料
,

加快育种进程
。

第三
,

中游各沙

棘育种科研单位应组织起来制定统一的育种区划
、

规

划和计划
,

按照严密的育种程序
,

进行优 良 品 种 选

育
。

对于沙棘的育种区划
,

初步认为
,

在 年 降 水量

SOOm m 以上
、

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
,

即沙棘 适 生 区

和以加工利用为主的地区
,

应选育具有生化活性物质

含量高
、

果实产量高
、

易采收等优点的果用型系列品

种 , 在年降水量小于 50 Om ,

自然 条件较差
,

同时又

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应选育以生态利用为主
、

经济利用为辅的生态型 品种
,

其主要特点 是 成 活 容

易
、

生长快
、

枝叶密集
、

根系庞大
。

对有放牧要求的

地方
,

品种还应具有少刺或无刺性状
。

3
.

研 制开 发新产品
,

提高经济效益

从当前的生产和销售来看
,

要提高沙棘资源开发

的经济效益
,

必须提高开发利用的层次
,

而这又取决

于优 良品种的培育和新产品的开发
。

良种培育所需周

期较长
,

因此近期内要提高效益
,

只有抓紧新产品的

研制与开发
。

最新研究表明
,

沙棘黄酮
、

沙棘油及其提取物在

营养保健
、

消炎抗癌
、

增强免疫力和治疗心血管系统

疾病的医用开发中前景广阔
。

因此
,

勺、五 ”
期间沙

棘开发的方向应以医用产品为主
。

对于当前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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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饮料
、

食品
,

应在积极提高档次的基础上
,

研

究开发新工艺
、

新设备
,

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
,

降低

生产成本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对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

首先应组织力量
,

制定

发展规划
,

协调各主要开发省 ( 区 ) 和单位的研制工

作
,

减少重复
,

加快进度
。

在研制经费上
,

除争取各

地卫生部门
、

科研部门支持外
,

可按 1 9 8 8年沙棘专业委

员会西安扩大会议提出的
“
建立沙棘科研专项资金

,

统一使用 ” 的方针
,

推动新产品的研制
,

使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向更高层次发展
。

此外
,

在当前以野生资源为主要利用对象的情况

下
,

应当重视综合利用
,

如以沙棘枝条作为薪柴
,

解

决一些地方的燃料不足间题
,

沙棘叶及嫩枝作为牲畜

饲料等
,

以提高群众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

五年来
,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方向正确
,

成绩显著
。

tt/ 又五刀 期间应采取 “ 政府推动
、

效益吸

引
,

经济扶持
、

大力宣传
”
的方针

,

使沙棘资源开发

真正成为黄河中游治理的突破 口
。

P r e s e n t S it u a t io n

H
.

r h a m n o ide s

a n d S t r a t e g y

R e s o u r亡e s o n

M iddle H u a n g h e

in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t h e Ar e a o f t h e

R iv e r

Y
u Z h u o d e e t a l

Abs t r a c t

T h e
H

.

r h a m n o id e s 15 o n e o f t h e b e s t p l a n t s p e e i e s
f
o r e o n t r o

l l i
n g 5 0 11 e r o s i o n

i n s e v e r e l y e r o d e d a r e a s ,

w h e r e a n n u a l P r e e i P i t a t i o n 15 o v e r 5 0 0 m m
.

S i n e e 1 9 8 5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H
.

r
h

a m n o id e s r e s o u r e e s h a s b e e n s w e e p i n g l y w i d e n e d : 士h e a r e a

o f m a n p l a n t e d H
.

r h a m n o id e s h a s b e e n e x t e n d e d a t a r a t e o f 5 0 0 0 0 0 m u p e r y e a r ,

t o t a l a r e a o e e u P i e d b y H
.

r h a m n o i d e s o f v a r i o u s s o r t s a e e o u n t s f o r 7 7
.

6 肠 o f t h a t

i n t e g r a t e d t h r o u g h o u t C h i n a , a n n u a l o u t p u t o f H
.

r h a m n o i d e s g o o d s h a s r e a e h e d t o

3 0 0 0 0 t o n , a n d s i g n i f i e a n t e e o l o e a l a n d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s h a v e b e e n b r o u g h t a b o u t
.

T h e m a i n e x p e r i n e e s d r o w n u p f r o m t h e P r a e t i e e a r e : t o p a y m o r e a t t e n t i o n t o t h e

r e s e a r e h w o r k a n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s t r e n g t h e n e o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i n f o r m a t i o n e x e h a n g e ,

w i d e n e o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t i e s b e t w e e n t h e p l a n t a t i o n s a n d p r o e e s s i n g i n t e r p r i s e s a n d

m a k e t h e r e s o u r e e s i n e r e a s i n g b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n e w g o o d s a n d P r o e e s s i n g
.

T h e

a u t h o r s a l s o p r e s e n t i n t h i s P a P e r t h e i r o P i n i n s t o e o p e w i t h t h e e x i s t i n g p r o b l e m s
.

( 上接 15 页 )

企业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

在积极争取国家扶持的同时
,

加强
、

扩大

毗邻地区的合作
。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民族区

域 自治政策的要求
,

根据优势 互 补
,

自愿 互

利
,

利益均沾
,

风险共担
,

合理分工
,

优化布

局的原则
,

在资金
、

技术
、

人才等方面实行合

理流动
,

以求发挥整体优势
,

提高宏观效益
。

本地带的开发建设还要与贯彻实施民族区

域 自治法紧密结合起来
,

以促进地带的开发建

设
。

此外
,

要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 保 护 与 建

设
,

使农田
、

草场不遭到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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