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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

解决贫困
、

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

黄河中游黄

土高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

经历了约
5
000 年的
瓶

历史
。

在自
卿

人类活动的影响

下
,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60 万 k m
,

的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有 43 万 k m
,

存在程度不同

的水 土 流失
。

其 中年 水 土 流 失量达到 5 0 0 0

t/ k耐 以上 的面积 15 万 k耐
、
年水土流失总量

达到 16 亿 t
,

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

河流
。

剧烈的水土流失
,

使或河成为中国的心腹
之患

,

也严重影响了这一地 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

经过黄土高原七省 (区 ) 各级政脚租群众的
不懈努力

,

近数十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得

到了抑制
,

黄河泥沙有所减少
。

但是 目前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仍然不能适应这一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为了费省效宏地加快黄土高原的治理
,

向共
,

时促进这一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

1 9 8 5 年

提 出
“

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

的一个突破 口
”

的倡议
。

经过 10 年的发展
,

事实
.

证明
,

开发利用沙棘资源确实是加速黄土高原
·

治理 的一个 突破口
。

一
、

开发沙棘资源的效益

沙棘生态适应性
、

根萦性强
,

还具有固氮改

良土壤功能
,

造林后 3一 5 年即可形成茂密的植

被层
。

据甘肃
、

山西
、

陕西
、

辽宁等地的科研观

测
,

成林后的沙棘林地的减水减沙率均在 80 %

收稿 日期
:
2 9 9 6一 `) 5一 2 5

左右
,

使土壤侵蚀量降低到允许值以下
。

沙棘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

已知沙

棘含有生物活性物质超过 20 。种
。

其中
,

沙棘果

中的维再素g 含量高于绝大多数水果
。

较高的

营养价值使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一项有前

途的事业
。

种植沙棘的成本较低
,

治理 kI m
Z

的水土
流失面祺国家补助造林经费访多元

。

这一投

资强库拜是以修筑拦泥飒为主的水保工程措施
治理投资强度的 1 / 与一 1 / 6

。

农民种植沙棘可以获得直接的收益
。

据黄

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经济分析
,

种植沙棘林的内部 回收率 (I R R )为 13
.

5 %
,

包

含劳动力的内部凤收率为 53
·

5 %
·

加工利用沙棘资源可以获得较大的宏观经

济效益
。

据不完全统计
,

黄土高原地区 已建有沙

棘加工厂 (车间 )约 1 00 家
,

生产 的产品包括食

品
、

饮料
、

色素
、

医药
、

化妆品
、

保健品
、

化工原料

等共 2 00 余种
,

年产值上亿元
。

许多产品多次获
,

得各类博览会
、

展示会
、

展览会
、

食品节
、

保健品

节的金牌
、

金奖
,

在市场占有一定份额
,

畅销不

衰
。

由于市场销售旺盛
,

作为加工生产沙棘油原

料的沙棘种子供不应求
。

沙棘种子的经销市场

看好
,

带来了沙棘种子价格的持续上扬
。

1 9 9 4

年底
,

沙棘产地沙棘种子销售价已上涨至 9 0 0 0

元八左右
。

’

二
、

资源建设的成就

10 年来
,

黄土高原沙棘资源建设平均每年

以 5
.

3 万 h m
,

的速度发展
,

累计已种植各类沙

·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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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林5 3 万hm
,

左右
,

占这一地区水保林同期

种植面积的 10 %
,

占全 国沙棘年种植面积 的

8 0 %
。

1 9 9 4 年水利部加大投资力度
,

黄土高原

沙棘种植面积首次超过 6 万 h m
Z 。

大规模的沙
公

棘种植从黄土高原的腹地向邻近地 区扩展
。

1 9 9 4 年
,

沙棘种植区域扩大到西至 黄河源头

— 青藏高原的青海省
,

东到黄河河 口

— 濒

l洁渤海的山东省
。

沙棘种植已遍及大河上下
。

1 9 9 4 年黄土高原的沙棘资源建设 又有新

的突破
。

已正式签约生效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规划种植生态型和经济型

沙棘林数万公顷
,

已启动实施
。

1 9 94 年水利部拨出专款
,

由黄河水利委员

会沙棘办公室组织
,

在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上达

河源区的青海省
,

下至黄河人海 口的山东省的

不同水土流失和经济发展类型地区选择了 7 大

片
、

16 个县 (旗
、

市 )进行沙棘示范种植
,

计划在

5 年 内种植沙棘
`

10 万 h m
Z 。

这 7 片是
:

内蒙古砒

砂岩裸露地种植区
、

甘萧中东部半干旱残源丘

陵沟壑种植 区
、

晋西北沙棘放牧林种植区及沙

棘篱种植区
、

陕北盐碱滩地和风沙地种植区
、

青

海东部高寒山地种植区
、

宁夏南部半干旱黄土

丘陵种植区
、

黄河河 口种植区
。

经过 10 年的努力
,

黄王高原形成了一批沙

棘资源建设的先进典型
。

甘肃省陇东地区的镇原县
,

自然条件恶劣
,

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

是黄土高原贫困县之一
。

该

县武沟 乡在解放后 的 30 多年间
,

年年种树造

林
,

但由于树种选择不 当
,

仅保存下来 10 0 多

h m
, ,

而且都成了
“

小老树
” 。

后来在黄委会有哭

单位的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下
,

开展了沙棘造

林实验示范
,

到 1 9 9 0 年成功种植沙棘纯林和混

交林 4 0 0 0 多 h m
Z ,

占全乡总面积的 27 %
,

基本

上使荒山
、

荒沟得到绿化
,

不仅大大减轻了水土

流失危害
,

而且基本解决了长期制约生产发展

的饲料
、

燃料
、

肥料缺乏问题
,

粮食产量大幅度

提高
,

稳定地解决了温饱问题
。

镇原县推广武沟

乡经验
,

计划 5 年间发展 1
.

3 万 hm , ,

其后再发

展 1
.

3 万 hm
, ,

累计达到 2
.

7 万 h m
, ,

建成具有
’

一定规模的沙棘基地县
。

.

3 6
-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砒砂岩裸露区受严

酷的自然条件影响
,

加之过度的土地利用
,

植被

破坏殆尽
,

沙质和泥质基岩大面积裸露
,

土地沙

化严重
,

被称为
“

地球上的月球 ” 产环境癌症
” ,

、 老

每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达 3 万 t 以上
、
最高

超过 6 万 t
,

相当于每年流失表土 cZ m 以上
,

是

黄河中游风蚀和水蚀剧烈的多沙粗沙产区
。

这

里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不仅对黄河下游是一个很

大的威胁
,

而且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

大危害
。

长期以来
,

这一带许多地方由于土地的

质量下降和数量减少
,

致使当地群众无地可种
、

无草可牧
,

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
,

成了
“

环境

难民
” 。

为了治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
,

从 1 9 8 6

年开始黄委会沙棘办在这里与伊克昭盟水保部

门合作
,

开展了沙棘造林示范工作
。

1 9 9 0 年开

始
,

又增加投资力度
,

扩大种植范围
,

在砒砂岩

大量分布的准格尔旗
、

东胜市
、

达拉特旗的 8 个

乡规划 了一个大面积沙棘示范区
,

已累计种植

沙棘 2 万 hm
Z ,

早期种植的沙棘平均株高 已经

超过 1
.

s m
,

长势旺盛
,

有的地方 已形成了茂密

的沙棘灌丛
。

1 9 9 0 年伊盟遭受了特大旱灾
,

持

续 1 00 天无雨
,

一些树草大量死亡
,

农作物大幅

度减产
,

但当年种植的沙棘成夕舌率仍在 75 % 以

上
。

沙棘在伊盟砒砂岩地区大面积试种成功
,

改
气

造了砒砂岩裸露区的环境
,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

流失
,

使这里看到了绿色
,

看到了生机
,

看到 了

希望
,

获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三
、

开发利用沙棘资源的主要特点

(一 )领导皿视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取

得巨大 成就
,

与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领导重视

紧密相关
。

水利部历任主要领导分别主持了在

1 9 8 6
、

1 9 8 9
、

1 9 9 0
、

1 9 9 3 年召开的国际和全国性

沙棘会议
,

并作重要讲话
。

山西省在沙棘开发利

用初期
,

省领导和省水保局领导十分重视
,

亲 自

运作
,

使山西省的沙棘开发迅速发展
。

为了推广

山西省的经验
,

水利部
、

林业部和山西省共同主

持在太原召开了全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经验交

流会
,

对于促进全国
,

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的沙



棘资源开发利
.

用起了积极的作用
。

陕西省主管

副省长和科委
、

水利水保部门的领导高度认识

开发沙棘对治理陕北黄土高原
、

发展老区经济
的重要作用

,

率先成立了沙翩
研开发中心 ;于

1 9 8 9 年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沙棘学术交

流会
。

甘肃省领导为了促进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事业 的发展
,

1 9 8 6 年筹集资金
,

选定 16 个课

题
,

在全省进行公开招标
,

确定承担单位和课题

主持人
,

保证了科研质量
,

在沙棘分类
、

良种选

育
、

产品开发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

(二 )加强宣传推广

为使世人了解沙棘
,

使消费市场接受沙棘
.

我们除创力
、

刊物
、

召开各种会议外
,

还充分利用

现代宣传手段
,

编制电视片
、

制作电视广告
,

举

办产品展销会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首先农民群众

了解了沙棘增加了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

内蒙古
东胜市一户农民几年来在荒山秃岭上种植秒棘

6 h7 m
2

得到了地方政府和 全国沙棘办的表彰
。

广大消费者了解了沙棘的营养价值
,

沙棘产品

市场不断扩大
,

某些产品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

程度
。

经过大量的宣传
,

沙棘产品在国外的影响

不断扩大
,

一些沙棘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
。

(三 )增加科研投人
,

提高科技含量

1。 年开发沙棘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

首先是由于科学研究发挥 了第一生产力的重要

作用
。

在沙棘栽培育种方面
,

基本摸清了沙棘种

质资源数量
,

为开发利用和选育优 良品种提供

了基础
。

沙棘分类建立了新的体系
,

使我国的良

种选育有了科学的依据
。

经过育种科学工作者

的辛勤工作
,

我国第一代沙棘优 良品种 已经诞

生
,

有的已通过专家鉴定
。

为了尽快使科研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
,

产生经济效益
,

在北京召开的全

国沙棘育种土作研讨会
,

就加快沙棘良种的繁

殖
、

建立全国沙棘育种协作网等事项进行了讨

论
。

1 9 9 4 年 、黄委会沙棘办邀请国内林木育种

专家论证
,

增拨专款列项
,

开展了快速繁殖沙棘

育种和继续培育第二代优 良品种的土作
。

沙棘造林技术也基本成熟
,

提出了一整套

适合不同类型地区和不 同种植要 求的技术成

果
,

为大规模发展沙棘资源
、

更新低效益沙棘林

打下了基础
。

在产品加工方面
,

沙棘医药研究取得实质

性进展
,

为沙棘产品的更新换代
、

提高经济效益

和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
。

1 9 9 4 年在西安市召开

了
“

全国沙棘油质量标准科研验收及《全国沙棘

油行业标准 》审定会
” ,

提出了全国沙棘油行业

标准
,

对统一全国沙棘油的质量标准
,

推动沙棘

开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为了配合砒砂岩沙棘示范区建设
,

提高治

理效益
,

降低治理成本
,

1 9 9 4 年开始研究在砒

砂岩裸露区的沟道中种植沙棘
,

建造植物柔性
坝

,

拦蓄沟底的泥沙
。

这对探索长期以来难以解

决的黄河中游侵蚀沟治理 问题有重大意义
。

(四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

年 内取得重大成就
,

与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之

初
,

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紧密相关
。

目前我们已

与俄罗斯
、

芬兰
、

美国
、

加拿大
、

印度
、

尼泊尔等

国家和世界银行
、

国际山地开发中心等国际组

织 建立了联系 ; 各省 (区 )
、

各部 门组团赴前苏

联
、

芬兰
、

蒙古
、

日本
、

德国
、

尼泊尔
、

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考察访问
、

展销产品 ,接待了国际山地综

合发展中心
、

世界银行及一些国家和地 区的官

员和专家学者
。

1 9 8 9年在西安召开 了
“

第一届

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
” 。

1 9 9 3年组团前往俄罗

斯参加了
“

第二届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
” 。

1 9 9 2
、

1 9 9 5年两次接待了国际 山地中心组织的沙棘

考察团
。

黄土高原沙棘资源开发利 用事业经过 10

年的发展
,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为加快水土保持

的步伐
,

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环境治理和经济

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今天
,

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事业 以其巨大的生态作用
、

显著的经

济效 益
、

良好的社 会功能
,

已经为市场
、

为社会

所接受
,

只要 各级 领导重视支持
,

加强宣 传推

广
,

继续增加投入
,

搞好系统服务
,

沙棘资源建

设及开发利用事业
,

一定能在黄土高原及其毗

邻地 区得到更大的发展
。

(本栏责任编辑 张培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