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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中国的沙棘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
、

华北
、

东北
.

以 及西南的部分省 (区 )
,

涉及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西藏
、

内蒙古
、

四 川
、

辽宁等省 ( 区 )
。

其中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是中国

沙棘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

沙棘分布地区远 离海洋
,

地处内陆
.

多为大陆性气候
、

降雨量较

少
,

水资源缺乏
。

其中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五省 ( 区 )年降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 7 % ;单位面积地表水平均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4
.

4 叮
, 。

沙棘分布 区所涉及的

行政区总面积超过 40 0 万 k m
, .

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
。

但土地质量不高
。

在总土地面积中
.

包含了全国沙地的 98 %
,

裸地的 4 0写
,

戈壁的 83 %
.

沼泽的 3 9 %
.

以及待开发土地资源的

4 7 % 〔表 1 )
。

全区有林地 30
.

46 万 k m
, ,

占总土地面积的 7
. `

4州
.

远低于全国 1 3
.

4 醉么的平均

水平
。

其中西北五省 (区 ) 林地面积仅占 4 %
,

草地也 多为干草原
。

中国沙棘分布最 集中的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
,

也是全国最严重的土壤侵蚀 区
,

全 区 60 万 k m
之

总面 积中
,

水土

流失面积达到 43 万 k m
2 .

每年每 k m
,

土壤侵蚀量在 SOo ot 以上的面积达 巧 万 k m
, ,

最严

重地区每年每 k m
:

土壤侵蚀量超过 2 万 t
。

每年从黄土高原流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达 16 亿

t
,

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

因此
,

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区
.

气候干旱
,

植被稀

少
.

土壤侵蚀严重
.

土地沙漠化面积较大
。

表 l 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区土地资源指标 万 k m Z

主要沙棘分布区 4 1 3
.

5 0 1 5
.

6 4 3 0
.

4 6 1 2 6
.

7 8 5 8
.

5 4 3
.

5 8 6 1
.

1 5 一 2 6 5 2 0
.

2 1

全 国 9 5 3
.

3 9 1 4 3 5
.

0 9 19 2
.

2 2 2 6 7
.

9 2 6 0
.

0 2 8
.

8 6 7 3
.

9 5 3
.

2 0 1 10 9
.

5 0

占全国比重 ( % ) 4 3 1 16 4 7 9 8 4 0 8 3 3 9 毛7

引自《中国西部地区 开发年鉴一 1 9 , 3 夕改革出版 社

历史上
.

沙棘分布最集中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曾经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

在历史

时期达到了很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因此有了汉朝和唐朝的兴盛
。

纂后由丁气候的变迁

和长期不合理开发的共同作 用
、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

影响了区域经济
,

特别是农村经济的

持续发展 (表 2 )
。

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 l)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农村产业结构基本以农业经济为主
。

农业经济中
.

又以种

植业为主
,

结构较为单一
。

( 2 )农业基础薄弱
.

发展后劲不足
。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农扣综合生产力水平

低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部分省 `区 )粮食至今不能完全自给
:
二是农牧区 抵御 自终灾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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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强
,

农牧业生产尚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夭收的局面
; 三是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

导

致森林
、

草地资源退化
,

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

土地沙化
、

盐碱化
、

荒漠化不断扩大
,

地力明显

下降
,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 3) 农村工业化程度低
,

乡镇企业发展滞后
,

产后服务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

表 2 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区社会经济指标 ( 1 , 94 年 )

农村人 口
粮食产盈

指 标

沙棘主要分布区

全 国

占全国 比重 ( % )

(万人 )

1 1 7 5 4

9 1 5 2 6

1 2 8

生产总值
(亿元 )

6 2 3 0
.

2

4 5 0 0 5
.

8

1 3
.

8

总产值
(亿元 )

2 0 0 9
.

5 9

1 5 7 5 0
.

4 7

1 2
.

8

(万 t )

5 7 2 1
.

2

4 4 5 1 0
.

1

1 2
.

9

肉类产量
(万 t )

4 3 4
.

7

3 6 9 2
.

7

1 1
.

8

人均纯收入
(元 )

9 5 6
.

0 7

1 2 2 0
,

9 8

7 8
.

3

- 一 弓百 《中国统计年鉴一 19 9 5) 中国统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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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综上所述

,

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地 区存在的主要向题是
:

水的间题
、

植被建设问题和农

业持续发展问题
,

其中也包含了该地区农村人口的贫困间题
。

其中植被建设和农业持续发

展问题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最终得到解决
。

经过长期的探索
,

发现沙棘具有极强的抗逆性和广泛的生态适应性
,

同时
,

已发现沙

棘含有 2 00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
,

具备经济开发的巨大潜力
。

开发利用沙棘资

源可以融植被建设
、

环境治理和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为一体
。

因此
,

从 1 9 85

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

10 年来中国沙棘资源面积增加了一倍
,

增加了一些地 区农 民的收入
,

使他们摆脱了贫困
,

同时形成了新的产业雏形
,

增加了地方

财政收入
,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门路
.

2 沙棘林放牧经济效益分析

沙棘放牧林是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西部地区尽管有 2 19 万 k m
“

草

地
,
但相当大的部分为干草原

,

产草量不高
,

而且极易退化
、

沙化
。

据研究
,

沙棘叶和嫩枝营

养价值较高 (表 3 )
,

生物量较大 (表 4
、

表 5)
,

加之沙棘耐瘩薄
、

盐碱和干旱
,

因此在青海东

部
、

甘肃中部
、

陕西北部
、

山西西部和 内蒙古中部等地区已经作为饲料林开发利用
。

表 3 沙棘叶曹养成分统计表 %

粗蛋白

1 7
.

2 0

粗脂肪 粗纤维 无氮浸出物 粗灰分 钙 磷

沙棘叶

曹猎干草

农 4 沙棘林嫩枝叶产 t k g / hm ,

3 4
.

9 2
.

6 3 0
.

0 1

1 8
.

6 1
.

4 9 0
.

2 0

裹 5 单株沙棘叶
、

擞枝生物 t 统计农

:
亡J内̀尸0工J点O以咤

:
月O,

.,上,口

地 点 树龄 ( a ) 叶 ( g ) 嫩枝 ( g )

3 25

9 5 0

1 2 5 0

9 6盼
3 9 5 0

8 4 3

1 7 9 6

0
od一列5(东)5以东刀

J

地点 天然沙棘林 人工沙棘林

山西 2 2 5 0 ~ 3 0 0 0 4 5 0 0 ~ 6 0 0 0

甘肃 3 2 4 0 ~ 9 1 3 5 9 6 6 0

典型调查表明
,

沙棘林作为饲料开发利

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从宏观上看
,

中国

现有的 1 3 7 万 h m零
沙棘林中

,

6 8 万 h m
Z

人

青海东部

辽宁朝阳

内蒙古凉城

甘肃西峰

陕西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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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沙棘林和 03 %的夭然沙棘林 ( 12 万 h m
’ )可以 用干放牧

。

按 少
、

工沙棘林 s 0 0 0 k g h/ m
二

鲜

枝叶量
、

天然沙棘林 3 0 0 0k g h/ m
Z

鲜枝叶量
,

利 用率 5 0 %计算
.

每年总产量为 4 0 3 0 0 0 万

k g 鲜枝叶
,

每 k g 0
.

04 元计价
.

枝叶产值为 1 6 1 2 0 万元
。

1 个羊单位 d1 需 l o k g 鲜草一年
4 0 0 o k g 鲜草计算

,

共计可放牧 1。。
.

8 万个羊单位
,

每个羊单位价值 3。。 元
,

产值为 3 0 2 25

万元
.

扣除 8 0纬的生产成本 (包括购买小羊
、

防疫等 )
,

纯收入为 60 4 5 万元
。

山西省奇岚县有 7
.

4 万人
.

每 k m :

平均 37 人
。

有沙棘林 2
.

53 万 h m :
.

近年来通过养

羊
,

对沙棘资源进行了利用
。

到 1 9 9 4 年底
、

全县羊 只的饲养量达到了 26
.

74 万 只
,

农业人

口 户均 16 只
、

人均 4 只
.

居山西省之首
。

该县 18 个乡镇
、

2 5 2 个行政村中
,

有万 只羊的乡

14 个
、

千 只羊的村 86 个
,

百只羊的户 3 84 户
,

50 只羊的户 1 0 6 2 户
。

其他食草动物也有了

相应发展
。

1 9 9 4 年全县出栏羊 6
.

1 万 只
.

肉类总产量 1 5 3 0t
.

产羊绒 35
.

8t
、

羊毛 1 1 3t
、

羊皮

6 万多 张
,

畜牧业 养殖 收入 2 9 0 8 万元
,

人均 4 3 4元
.

在 农村经 济总收 入 中 比 重 达到

2 9
.

6 %
·

比开发沙棘前的 19 8 5 年增长了 86
.

2 几石
,

畜牧业已成为全县农村经济的 一项支柱

产业
。

沙棘面积的扩大和畜牧业的发展为农业提 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料
·

促进了农 业的发

展
。

耕作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 0
.

7 %
,

比 19 8 。 年提高了 1 5 %
。

近 10 年全县的粮食平均

年总产量 2 2 1 9 万 k g
,

油料平均年总产量 4 18 万 k g
,

分别比 1 9 80 年前 4 年的平均产量增

长 1 4 %和 2
.

6 倍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
,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

也为

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动力
。

奇岚县 已投产两个沙棘饮料厂
.

建成了畜产品加工厂
、

绒毛

厂
、

皮革厂
、

地毯厂
、

肉类加工厂
、

冷库等生产企业
.

形成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在现实条件下
、

通过放牧利用
.

全国沙棘产区农民和乡

镇总计可以获得产值 3 0 2 2 5 万元
,

扣除成本
,

农 民可获得纯收入 6 0 4 5 万元
。

沙棘产区约

3。。 万人
,

人均可获得纯收入 2 0 元
。

而且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畜牧

业和食品加工业的比较利益将会有较大的提高
.

这将会促进沙棘林放牧经济活动的发展
,

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不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

实践证明
,

发展和开发利用沙棘资源对于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

的作用
。

建议在中国以及世界温带半干旱的土壤侵蚀和沙漠化严重的资源贫乏的贫困地

区以沙棘为先锋树种
,

大力发展沙棘资源面积并进行全方位的综 合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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