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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5年黄河中游沙棘开发
利用工作的形势和今后发展的建议

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公室

19 9 5年
,

在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中
,

沙棘资源建设仍 然是主旋律
;
开发利用出

现新的生长点
,

增加农民直接经济收入
;
科学研究在沙棘育种领域实现突破

,

为沙棘事业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技术推广与国际 合作为开拓新的领域和 市场发挥了作用

。

1 1 9 9 5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综述

1
.

1 沙棘资源建设

据青海
、

宁夏
、

甘肃
、

陕西
、

山西
、

内蒙古等省 (区 )水土保持局 (处 )上报统计数据
,

19 9 5

年黄河中游六省 (区 )共营造各类沙棘林 5
.

59 万 hm
Z ,

继续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

在总面积

中
,

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 (无定河
、

皇埔川
、

三川河
、

定西县 ) 种植 1
.

33 万 h m
, ,

面上 种植

1
.

9 4 万 hm Z 。

青海省在水土保持中重视沙棘造林
,

目前已成为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设大

省
,

1 9 9 5年种植 1
,

22 万 h m
, ,

占全 省水土保持造林面积 36 %
。

甘肃省在华家岭林带改建

工程中重视沙棘混交林的营造
,

取得了好成绩
。

华家岭位于甘肃省定西地区
,

海拔较高
,

气

候干旱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自然灾害频繁
。

从 19 7 1年开始按山系大面积营造
“

华家岭林带
” 。

建成纵贯西兰公路 1 1 k5 m
2

长的规模林带
。

主林带 1 条
,

支林带 10 条
,

形

成宽 1 00 m
,

全长 3。。k m 的
“
支干型

”
防护林体系

。

林带共种植杨树 1
.

8 亿多株
,

针叶树 1 10

多万株
,

面积 5 8 7 k0 m
2 。

由于林带树种单一
,

密度过大
,

抚育间伐工作跟不上
,

以及不利的

自然条件影 响
,

林带病虫害严重
,

林木生长 不良
,

主要树种小叶杨大部分早期黄化叶
,

呈
“

小老树
”

状
。

在专家的建议下
,

进行林带改造
。

改造试验成果证明
,

在同一立地条件下
,

与

沙棘混交的小叶杨较小叶杨纯林树高增加 16
.

28 %
,

胸径增加 82
.

85 % ; 与沙棘混交的 9

年生云杉 比云杉纯林树高增长 53
.

47 %
,

当年高生长新梢增长 16
.

12 %
。

改造工程取得了

显著成效
。

由水利部投资
,

黄委中游局组织实施的黄河中游沙棘示 范区建设工程项 目在黄河中

游沙棘资源建设中继续扮演
“
国家队

”

的角色
,

1 9 9 5 年完成沙棘造林 2
.

32 万 h m
Z ,

占当年

黄河中游统计沙棘造林面积的 41
.

6绒
。

同年根据水利部领导的意图
,

增加了黄河宁蒙河

段南侧的毛不拉沟和北侧的昆都伦水库上游
,

以及和林格尔县三个新点
。

其中毛不拉沟流

域面积 1 2 6k2 m
, ,

土地沙化严重
,

库布其沙漠横跨在流域中部
,

风蚀水蚀均较严重
,

侵蚀模

数在 1
.

6 ~ 1
.

8 万 t k/ m
Z · a 以上

,

年输沙量 21 0 万 t
,

每遇汛期
,

洪水奔腾而下
,

对下游和

黄河干流造成很大危害
。

1 9 8 9年 7 月 21 日
,

h6 降雨 1 00 余 m m
,

爆发特大山洪
,

洪峰流量

本 文系李徽同志执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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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5 5o 9m
,

s/
,

水毁房屋 1 1 8 0 间
,

冲倒棚圈 21 3 处
,

死亡牲畜 24 1 头 (只 )
,

毁坏各类水井

2 21 眼
,

冲垮小塘坝
、

淤地坝
、

谷坊 6 79 处
,

1 4 9h0 m
,

农田及饲草料地绝收
,

直接经济损失
12 0 7 万元

,

受灾群众 8 4 61 人
。

1 9 94 年 8 月 4 日毛不拉沟爆发洪水
,

泥沙将黄河主河槽阻

断
,

迫使黄河水位上涨
,

主流北移
,

淹没阶地农田
,

冲刷北岸河堤
,

威胁包兰铁路和宁蒙灌

渠
。

为了治理这里的水土流失
,

减少入黄泥沙
,

1 9 9 5 年经考察论证和科学规划
,

将其列入

沙棘示范区建设
,

并做到当年规划
,

当年投入实施
。

为了搞好砒砂岩地区的沙棘种植
,

1 9 9 5 年黄委中游局主要领导多次深入砒砂岩裸露

区现场考察
,

与当地水保部门商定在准格尔旗的三个乡实施利用沙棘规模治理砒砂岩沟

道工程
,

以便尽快拿出样板
,

推动全面工作
。

当年 8 月进行野外调查
,

9 月完成规划报告
。

9

月下旬
,

黄委沙棘办主任
、

中游局副局长于淖德同志带领 10 余名工程技术人员赴伊克昭

盟开展工作
。

在当地各级政府和水保部门的大力配合下
,

技术人员包乡包村
,

精心组织
,

与

广大群众同甘共苦
,

历时近一个 月
,

投劳 1
.

4 万个工 日
,

栽 植沙 棘苗 5 0 5
.

5万 株
,

造林
0

.

57 万 h m
Z ,

治理沟道 4% 条
,

高质量地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建设任务
。

这项工程从规划到

实施紧紧抓住了该地区发生水土流失的关键部位
,

突击沟道重点
,

实行集中治理
,

体现了

规模治理的特点
.

L Z 沙棘开发利用

黄河中游是我国沙棘加工利用的主要地区
。

在 19 9 5 年成立的全国沙棘企业联谊会的

27 家创始会员企业 中
,

黄河中游各省 (区 )占 14 家
,

超过 50 % ;
在 16 家理事会员 中

,

黄河

中游各省 (区 )占 8 家
,

其 中陕西有 5家
。

据不完全统计
,

1 9 9 5 年黄河中游各省 ( 区 )沙棘加

工业总产值继续超过亿元
。

陕西省仍然是沙棘加工利用的大省
。

该省艾康沙棘制药有限公司
、

长庆药用沙棘油

厂
、

解放军零五现代保健品厂
、

旬 邑县华旬沙棘实业有限公司等是陕西省沙棘加工生产大

厂
。

其中
,

艾康沙棘制药有限公司 19 9 5 年总产值 26 0 万元
,

税利 51 万元
,

产品销售到全国

2 0 多个省
、

市
.

该厂开发的沙棘油口服液已报卫生部
,

申请做二期临床实验
。

在卫生部召

开的新药审评会上
,

专家认为该产品适应症广泛
,

很有开发前景
.

华旬沙棘实业有限公司

除生产沙棘种子油
、

沙棘果油等 8 种产品外
,

还正在引进沙棘黄酮提取工艺
;
各种产品年

产量 2 04 t ,

总产值 1 3 5。万元
。

这些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
,

一部分远销英国
、

日本
、

新加坡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

甘肃省也是沙棘加工大省
,

一 些重点企业 1 9 9 5 年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

清水酒厂当年

生产沙棘油等 12 种产品
,

产量 2 O 0 0t
,

产值 63 。 万元 ;
天水正辉加工厂生产沙棘冲剂产值

超过 2 0 0 0 万元
。

1 9 9 5 年青海省沙棘加工企 业已增加到 6 个
,

共生产神仙果茶
、

果蜜
、

沙棘汁 等饮料

100 0t
,

沙棘油 1t
,

总产值 2 10 万元
,

创税利 25 万元
。

部分产品销往四川
、

西藏
、

广东
、

北京
、

上海等地
。

除了沙棘果实的加工利用
,

沙棘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在发展
,

为农民带来了直接的

和可观的经济收入
。

山西省奇岚县利用现有 2
.

53 万 hm Z
沙棘林大力发展畜牧业

,

全县养

羊 31 万只
,

年产羊毛 14 4
.

4t
、

羊绒 53 t
,

农民户均养羊 18 只
,

人均养羊 4
.

7 只
,

户均
、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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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
、

羊绒产量均位居山西省之首
。

9 19 5年全县农民人均畜牧业纯收入 56 3元
,

占人均纯

收入的 80 %
,

成 为山西省
“
骑在羊背上的县

” 。

全县靠羊先后有 61 个村
、

3 5。。 户
、

1
.

58 万

特困人 口 脱了贫
。

该县农民田白白自种沙棘 8 6
.

h7 m
Z ,

养 500 多只羊
,

年收入 3 万元
,

现有

50 万元家产
。

内蒙古东胜市农民王维柱多年来种植沙棘 “
.

h7 m
, ,

养羊 70 多只
,

成为当

地种植沙棘发展畜牧的典型
。

1
.

3 科学研究

黄河中游沙棘科研在 1 9 9 5年主要代表性的成果是沙棘 良种选育和新产品研制
,

这些

研究成果为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了新的曙光
,

注入了新的活力
。

经过 10 年的历程
,

由中国林科院
、

黄委沙棘办
、

陕西水保所等单位共 同实施的
“

沙棘

遗传改 良系统研究
”

课题已基本结束
。

19 9 5年 5 月林业部主持在中国林科院召开了
“

沙棘

遗传改良系统研究
”

课题鉴定会
。

提交鉴定的成果包括沙棘遗传改良系统研究的理论
、

方

法和在这些理论和方法指导下选育出的经济型
、

生态经济型
、

观赏型等 9 个新品种
。

经过

评委的认真评议
,

认为该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目前这些新品种已经进行无性繁殖
,

共获得苗木 4 万多株
,

1 9 9 6 年可建立采穗圃
,

进行初步推广应用
。

为了加快沙棘良种的繁

育
,

经过反复考察论证
,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在内蒙古澄口县和东胜市建立了两个沙棘良种

繁育基地
。

由黄委天水水保站承担的
“

沙棘组织培养试验
”

取得进展
,

试管 中沙棘生根率由 22 %

提高到 60 %
,

生根时间由 2 d0 缩短到 10 d
。

1 9 9 5 年 3 月 由 1 9 9 4 年国家级星火计划承担单位 山西通宝生物技术产业公司开发研

制的
,

以沙棘黄酮为主要成分并配以红花
、

甘草提取物
,

经先进工艺精制而成的
“

中华爱心

宝沙棘黄酮 口服液
”

在 山西太原通过了由省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
。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在平

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利用沙棘进行工矿 区弃土弃渣植被恢复研究 已取得预期效果
。

青藏高原夭然资源开发研究所开发研制的沙棘果茶
、

果蜜
、

S O D 口服液等
,

199 5 年已

投产
,

市场尚待进一步开发
。

1
.

4 技术推广与国际合作

1 9 9 5 年黄河中游沙棘开发在技术推广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
。

3 月上旬在陕西临渔举办了沙棘 良种繁育研讨班
.

推广普及沙棘良种选育和种苗繁

殖技术
,

我国 10 余位沙棘著名专家教授做了专题讲座
,

系统详细地讲授了从选种
、

育种
,

到繁殖栽培等各个环节的理论
、

方法和具体技术
。

来自全国 10 省 (区 )的 60 多名技术人员

参加了培训
。

黑龙江齐齐哈尔园艺研究所提供的大果沙棘种子 由参加培训人员带回
,

在全

国 1。 省 (区 )的 20 多个县试种
。

本次研讨班是我国开发沙棘以来举办的最大的一次专题

技术推广活动
。

5 月中旬黄委沙棘办公室与水利部沙棘办公室就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费
,

在黄

河中游开展沙棘种植开发示范工程项 目
,

进行了前期考察选点
。

5 月下旬在西宁 召开了全国沙棘学术讨论会
.

来 自全国 16 个省 (市
、

区 )和 中央有关

部委的 1 00 余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
。

有 20 多位代表在大会作了学术报告
,

内容涉及沙棘分

类
、

育种
、

育苗
、

种植
、

医药
、

食品
、

管理
、

情报
、

国际合作等方面
。

其中
,

青海省藏医专家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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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在藏医药中的应用作了专题发言
,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一千多年来藏医对沙棘药用价值

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成果
;
青藏高原天然资源开发研究所等 6 个企事业单位联合提出了《关

于组建中国沙棘集团
、

建立科工贸一体化沙棘开发基地的构思与建议 》
,

得到了与会代表

的重视
。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多次不同类型的专题会议
,

具体探讨沙棘种植
、

开发利用
、

国际

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
会议还组织参观了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的沙棘引种

、

育苗和

种植试验基地
。

7 月接待了国际山地中心沙棘考察团
。

客人先后参观考察了陕西艾康沙棘制药有限

公司
、

长庆油田长庆药用沙棘油厂
、

永寿县沙棘加工企业
、

陕西省永寿沙棘育种基地
,

听取

了陕西省发展沙棘的情况介绍
,

并到黄河中游局参观了图片和实物展览
,

了解了黄河中游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成就和经验
,

交流了各方面的信息
。

考察团团长帕塔博士对参观

考察表示满意
,

并表示将进一步学习中国开发沙棘的经验
,

继续开展沙棘合作
。

10 月林业部在山西右玉召开了全国沙棘工作会议
。

来自全国 18 个省 (市
、

自治区 )林

业 (农林 )厅 〔局 )和沙棘产业重点县的负责同志
、

有关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部分沙

棘加工企业的代表 1 48 人出席了会议
.

这次会议对全 国沙棘产业的规划和发展作了部署

和安排
,

必将对中国的沙棘开发利用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

2 1 9 9 5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主要特点

2
.

1 领导重视
,

建立健全管理机构
1 9 9 5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能够取得新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

是各地水利水

土保持部门的领导重视
,

建立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
,

加强了对沙棘工作的领导
。

黄河水利

委员会主要领导重视沙棘工作
,

亲自题词
“

中华沙棘生生不息
,

保持水土秘密武器
” ,

鼓舞

了从事沙棘工作的领导和技术人员
,

推动了黄委沙棘事业的发展
。

黄委上 中游管理局

1 9 9 5 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
,

增加人员编制
,

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

内蒙古水利厅领导亲

自抓沙棘
,

与黄委 中游局同志到县 (旗 )调查沙棘
;
青海省与甘肃省水土保持局分别成立了

沙棘办公室
; 一些沙棘重点县也成立了管理机构或明确专人负责

。

由于加强了领导
,

落实

了责任
,

促进 了沙棘工作
。

陕西省志丹县的沙棘种植在沙棘基地示范区建设指挥部的领导

下
,

县
、

乡
、

村层层落实责任
,

1 9 9 5年完成沙棘造林 9 5 3
.

33 h m
2 ,

超额完成了任务
。

2
.

2 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投人

1 99 5 年黄委沙棘办根据沙棘示范区建设工作需要
,

制定了《沙棘造林施工设计方案

的编制要求 》
、

《沙棘种苗标准 》
、

《示范区档案工作规范 》和 《示范区检查验收和评比办法 》
。

甘肃省依靠科技和教育
,

采取多种方式
,

搞好示范区建设和推进产业化
。

具体做法一是水

保研究所与示范县结对子
、

立课题
,

二是对 良种和新产品等同省内外相关单位和专家建立

协作关系
,

三是积极组织水保科研单位和示范县有关人员参加培训和学术会议
,

收到了多

方面的效益
。

2
.

3 重视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仍然是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重要环节
。

黄委沙棘办公室组织编

印了黄河流域沙棘示范区建设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作会议文件汇编
、

全国沙棘 良种繁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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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班材料汇编
,

编发了 《沙棘简报 》
,

与水利部沙棘办公室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沙棘开发

利用 ( 1 9 8 5 ~ 1 9 9 5 ) 》一书
。

内蒙古水保部门在全区水保会议上进行沙棘宣传
; 山西省在《 山

西日报 》报道了右玉县近几年沙棘资源建设与开发情况
,

宣 传了沙棘在水土保持
、

环境整

治
、

促进群众脱贫致富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
陕西省旬 邑县的华旬公司

,

在东北三省
、

陕西和

北京
、

武汉
、

福州等省 (市 )用电视
、

报刊
、

杂志等作广告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3 今后发展建议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在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的方针指引下
,

按照市场经济发

展规律
,

形成了新的产业
。

在一些贫困地 区和水利水保部门成为脱贫致富
、

行业发展的新

兴产业
,

被誉为
“

超级农作物
” 、 “

第二农业
” 。

实践证明
,

沙棘确实是加速黄土高原
,

乃至我

国北方水土流失区治理的一个突破 口
。

为了进一步发展沙棘事业
,

建议
:

( l) 进一步充实和健全沙棘管理机构
,

加强对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

( 2) 各地各级水利水土保持部门应建设一处沙棘基地
,

建立一个沙棘企业
,

开展一项

科学研究
,

形成水利水保的产业
,

切实将沙棘事业推向前进
。

( 3) 科学幕结 10 年来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就和经验
,

使沙棘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

为环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

黄河中游沙棘育种高级研讨会在内蒙古瞪口县召开
19 9 6 年 3 月 20 ~ 31 日

,

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公室在内蒙古瞪 口县举办了
“

沙棘育

种高级研讨会
” 。

来 自北京
、

内蒙古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辽宁等 6 省 (区 )的 30 多位直接从事

沙棘育种研究及生产管理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研讨
。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 目的是培养

沙棘育种工作的技术骨干
,

提高沙棘栽培的经济效益
,

以加快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
,

推动中国沙棘事业的持续发展
。

水利部沙棘办公室主任孙振华同志到会并作了讲话
,

黄委沙棘办公室主任于淖德同

志向大会传达
“
第三次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

”

工作会议的精神及上级领导对沙棘

工作的有关指示
,

给与会代表很大的鼓舞
。

这次研讨会
,

由中国林科院研究员
、

黄委沙棘开发领导小组高级技术顾问黄锉先生主

讲
。

他围绕有关林木育种的基本理论
、

基本技术及林木育种的国家技术标准
,

国 内外林木

育种的基本情况与基本经验
,

沙棘育种的策略
、

技术方案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讲解
,

并总

结了 10 年来中国沙棘育种工作的经验
,

给与会代表以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

这次研讨会还组织参观了磁口 沙棘良种繁育基地
,

现场交流和讨论了各沙棘良种基

地在科研中遇到的有关技术问题
。

通过这次研讨会
,

使各位代表全面了解了林木育种知识
,

掌握了国内外沙棘育种的基

本情况与育种基本技术
,

增强了搞好沙棘育种工作的信心
,

达到 了预期的目的
。

大家一致

认为
,

这次研讨会将在中国沙棘育种事业的发展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

(黄委沙棘办 史玲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