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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6年黄河中游沙棘开发工作之回顾

李 敏

(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公室
·

西安 1 7 04 03 )

1 9 96年是我国
“

九五
”

计划的第一年
.

这一年
,

国家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人民治黄赢得了 50 年

安澜的成就 ,《水土保持法 》颁布 5周年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 60 周年
.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对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产生了影响
,

促进了沙棘事业的发展
。

1 沙棘资源建设的新进展

1 9 9 6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设的成就得到了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的重视
,

提出了一些新的指示和

意见
,

从而推动了沙棘资源建设的发展
。

1
.

1 1 9 9 6年迎来了人民治黄 50 年安澜的巨大成就
,

但是
,

黄河防御大洪水的能力继续处在较低的

水平
。

1 9 9 6年 8月郑 州花 园口 站发生 7 6 0 0 m 3
/

s

的洪水
,

相 应水位 9 4
.

7 8 m
,

比 1 9 5 8年花 园口 站

22 3 0m ,
s/ 相应水位高出 。

.

92 m
.

据考证和调查
,
1 9 9 6年 8 月洪水是 10 0 多年来出现的最高洪水位

。
1 9 9 6

年全国水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2 200 亿元人 民币
,

大江大河的水患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

抬理黄河

的泥沙水患得到中央政府的特别重视
,

沙棘又一次被国家总理提到了治理黄河的议事日程上
.

《中国水

利报 》1 9 9 6 年发表了李鹏总理关于
“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

.

施和基础产业
”
的讲话

。

李鹏总理在讲话

中指出
,

治理黄河的关键是中上游的水土保持
。

他说
: “

中上游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

水土保

持的目的是减少泥沙进入黄河
,

同
’

时也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水土保持的重要手段是改善

植被
.

耘本改善黄土高原的植被状况
,

估计还要半个世纪 以上的时间
,

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

不管需

要多少对间
,

从现在起就要抓紧做
。

我们要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

黄河中上游降水少
,

有

些地丈有时早情非常严重
,

草必须根系很深才能生长
,

但也可以种植多年生的柠条
、

沙棘
. ”

1
.

2 沙棘治理砒砂岩工程引起国家领导的重视
。

沙棘治理砒砂岩工程发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

产

生了巨大的示范辐射效应
,

被广大干部群众普遍接受
,

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
。

有关部门通知
,

全

国人大常委会王丙乾
、

布赫两位副委员长即将率团来工程区实地考察沙棘治理砒砂岩的成就
.

为了扩大

沙棘治理砒砂岩的成果
,

” 96 年又开展了砒砂岩千条沟治理二期工程
,

年内完成沙棘造林 3 3 3h3 m , .

水

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和黄委沙棘办 1 9 9 6年多次到砒砂岩地区考察
,

论证利用外资促进沙棘治理砒砂

岩事业的大发展
。

1
.

3 延安市王瑶水库是 1 9 7 2年建成的超过 2亿 m 3

库容的大型水库
,

担负着下游革命圣地延安
、

延长油矿
、
4 33 流 m ,

耕地和 18 万人口 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洪任务
,

同时兼顾供水
、

发电
、

灌溉等
。

其中
,

王

瑶水库作为延安唯一可靠的水源
,

规划每年给延安市供水 2 0 00 万 m , ,

占年径流总量的 50 肠
。

由于王瑶

水库上游水土流失严重
,

年输水总量 79 0 万 m 3 ,

每年淤积库容 4 00 万 m , ,

现已损失库容 50 写
。

1 9 9 6 年 4

月水利部钮茂生部长 在王瑶水库管理处对在库 区种植沙棘
、

控制水库上游的水土流失作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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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

钮茂生部长指示
: “

水源水库的性质一旦确定
,

就要严格保护水质
。

可以在库区大上包括沙棘的林

草措施
,

既能净化水源
,

减少入库泥沙
、

延长水库寿命
;又有可观的经济收入

,

促进行业 自身建设
。 ” 9 月

黄委茶连安主任又在延安对在王 瑶水库建立沙棘示范基地提出了具体意见
。

茶连安主任指出
,

从王瑶水

库库区的实际情况看
,

应大力发展以沙棘为主的水土保持林
。

这样
,

一可以较快地增加库区植被
,

减少入

库泥沙
,

延长水库寿命
;
二可以保护延安供水水源

,

净化水质
;
三可 以促进行业自身建设

,

改善水库管理

单位经营状况
。

可以王瑶水库管理单位为龙头
,

搞成几个沙棘示范基地
,

逐步扩大
,

三五年内在整个库区

形成规模
。

根据水利部和黄委领导的指示精神
,

黄河上 中游管理局 1 9 9 6年已拨出专项经费在 王瑶水库上游的

志丹县规划出种植区
,

大面积种植沙棘
。

同时
,

还要求延安地区在王瑶水库上游 7 80k m
,

的面积上全面考

虑沙棘种植和开发问题
,

既要重视水保效益
,

又要注重经济效益
,
沙棘种植要集中连片

,

形成规模
;
结合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力争在
“

九五
”

期间种植 2万 h m Z

沙棘防护林
,

每年减少入库泥沙 15 0 万 t ,

加上其他

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沙作用
,

使王瑶水库在 5 年~ 10 年内达到不淤或少淤
;
同时利用沙棘林放牧牛羊

,

发

展畜牧业
,

在为延安市提供可靠的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
,

促进老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1
.

4 吴旗县周湾乡水泉村过去是一个三料俱缺的贫困 山村
,

每年有大量的作物秸秆作为燃料烧

掉
,

平均每户每年甩于燃料的作物秸秆达 4 。。。 k g
,

相当烧掉了 304 只羊的饲草
,

减少经济收入 800 余

元
。

在影响畜牧业发展的同时
,

使土地有机肥施用量极少
,

许多边远耕地成为不施肥的
“

卫生 田
” ,

从而使

农业产量低下
。

经调查
,

3 只 ~ 4 只羊的粪便可施 0
.

hl m
Z

耕地
,

一般可增产玉米 35 0k g 左右
,

产值 500

元
。

4 。。 ok g 秸秆带来的产值为 1 300 元
。

也就是说
,

每年每户有相当于 1 300 元的钞票填到坑灶里烧掉

了
。

自从 80 年代末开始
,

该村结合无定河重点治理
,

利用荒山荒坡种植了大面积的沙棘
,

不仅解决了该

村的燃料问题
,

而且畜牧业和农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

目前
,

该村已通了电
,

引来了自来水
,

人均收入也

达到了千元
,

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

村长向前来参观考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说
: “

我们对沙棘林都很珍

爱
,

它是老乡的宝贝
,

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

每年砍柴都有专人管理
,

分期分片轮流砍伐
,

这样不会影响

以后的产柴量
。

”

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主任孙振华同志 9 月考察延安时指出
,

黄土高原是我国沙棘的集中分布

区
,

占我国沙棘总面积的 80 %
。

延安是养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圣地
,

解放几十年了
,

这一地区还未

脱贫
。

我们要探讨一些切实可行帅方法
,

使革命圣地能够在不长的时期内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
。

延安地

区许多地方人少地多
,

荒山面积很大
,

如何把这些荒山利用起来
,

给人 民带来实惠
,

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

只要这个间题解决了
,

贫困的面貌一定会得到改变
。

沙棘自身的多种价值
,

是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有力

武器
。

延安地区有着发展沙棘的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
。

延安地区有农户 35 万户
,

其中缺柴户占 20 万户
。

这 20 万户主要分布在延安地区最贫困的西部和北部山区
。

推广水泉村的经验
,

大力种植沙棘
,

一方面可

以实现荒山的绿化
,

另一方面可以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

1
.

5 甘肃
、

青海
、

山西等省在水保局成立了沙棘管理或学术机构
,

山西
、

陕西
、

宁夏等省 ( 区 )在全省

(区 )水保会议上宣传和强调种植沙棘的重要性
。

其中
,

山西省在全省第六次小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上
,

专

门考察了右玉县苍头河的沙棘生物护岸林
。

省委副书记郑发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在水土保持治理

中唱好种植沙棘等灌木的主旋律
.

10 月在山西省召开的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的会议上
,

水利厅领导

提出山西沙棘科研不能只搞开发
,

也要进行沙棘良种的培育研究
。

甘肃省在抓好黄河中游沙棘示范区建

设的同时
,

以镇原县示范区为基础
,

编制上报了申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资金的项目工作大纲
。

据各

嘟 区 )水土保持部 门统计 1 9 9 6年黄河中游各省 ( 区 )共完成沙棘种植面积 4 7 4 8 7 hm , (其中陕西

7 6 6
.

7 h m
Z 、

内蒙古 1 0 2 6 7 h m 2 、

青海 1 0 o o oh m
Z

、

LIJ 西 6 Zo o h m
Z 、

甘肃 1 1 3 3 3 h m , 、

宁夏 2 o Zo hm
,

)
。

黄河中游沙棘示范区建设在规范化
、

制度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

制定并下发了《沙棘造林施工

设计的编制要求》和 《黄河流域沙棘造林检查验收规定 》
,

并派员实地检查督促落实
,

先后抽查验收了 13



第 3期 李 敏
:1 9 9 6年黄河中游沙棘开发工作之回顾

户 示范县 的沙棘造林面积
。

验收结果表明
,
1 9 9 5年下达的示范任务和 1 9 9 4年 的遗 留任务完成

15 3 3h3 m 2 ,

为任务总量的 10 1%
。

1 9 9 6 年造林的质量和成活率普遍好于去年
,

13 个示范县的造林工程

合格率已达 91
.

5%
,

成活率也在 90 % 以上
。

仅秋季就营造沙棘林 4 3 3h3 m 2 。

据统计示范区年内沙棘育

苗面积 s s hm , ,

可栽植沙棘林 1 5 o o o h m Z 。

2 沙棘产业化的发展

2
.

1 根据 10 年来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
,

沙棘放牧林较退化干草原载畜量提高 10 倍以上 ;新培育

的高产经济型良种单株果实产量达到 4 5k g
,

鲜果含油率超过 4 %
。

在我国北部
,

主要是西北地区有数亿

公顷的宜林荒地和低产草原
,

在这些地方大面积种植沙棘将产生 巨大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将对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
、

粮食问题和老少边贫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

1 9 9 6 年 6 月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李济生同志对建立沙棘产业提出了要求
.

他说
: “

黄河上中游管

理局应当紧紧抓住沙棘不放
。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搞沙棘开发有条件
、

有技术
、

有资金
、

有人员
,

要紧紧抓

住沙棘开发
,

使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经济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

至少局机关要通过开发沙棘增加职工收

入
,

这是发展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经济的一个突破 口
。 ”

根据以上设想和要求
,

黄委沙棘办和北京江河沙棘集团公司作了初步的尝试
。

经多次考察论证
,

黄

委东胜沙棘基地 4 3h3 m ,

土地租用合同于 1 9 9 6 年 4 月签订
,

土地租用期 50 年
,

将建立生产与示范相结

合的沙棘 良种种植园
。

基地位于黄河中游多沙粗沙支流窟野河上游
,

神府
、

东胜煤 田主要分布在这一区

域
,

毛乌素沙漠横穿该流域中游
。

窟野河是尚未列入国家项目的治理难度较大的黄河一级支流
,

在这里

建立基地的目的和意义
,

首先是探索位于沙区和能源开发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其次
,

沙棘良种的推

广需要通过 中试和示范
,

基地是连接科研和推广的中间桥梁 ,第三
,

沙棘资源的产业化问题是必须探索

的重大间题之一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除了沙棘加工要走产业化的道路
,

资源建设同样

也要形成产业
,

走产业化的道路
,

因此
,

建立示范种植基地是十分必要的
。

初步计划
,

东胜基地近期将分

区种植我国已培育出的经济型
、

生态经济型
、

放牧型等良种 ,远景规划将达到 6 6 6h7 m ,
以上

。

由于东胜

基地地处偏远
,

土地使用权租用费低
,

平均每年每公顷不到 3 元
。

北京江河沙棘集团公司在山西省奇岚县和内蒙古凉城县建立沙棘种植开发示范区
,

采用
“

公司十农

户 + 政府行为
”
的运作方式

,

目前已经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
,

完成了土地总体规划和单项规划
,

示

范区工作正式启动
。

计划 1 9 9 7 年采用国外良种种植 9 3 h3 m ,

人工沙棘园
。

示范区采取
“
适度治理

,

重在效

益
”

的原则
.

重点放在良种繁育
、

节水灌溉等新技术的应用
,

在提高沙棘园技术含量的同时
,

获得高产出
.

2
.

2 我国沙棘加工厂约 20 。家
,

数量不少
,

但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
,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
,

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

继 1 9 9 5 年 12 月全国沙棘企业联谊会成立后
,
1 9 9 6 年 4 月陕西省沙棘办公室召

开
“

陕西沙棘企业联谊会
” ,

来自陕西 6 个沙棘重点企业和黄委沙棘办公室
、

陕西省卫生厅
、

内贸部西安

油脂研究院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

会议交流了沙棘开发的信息
、

研讨了沙棘发展形势
。

陕西沙棘加

工企业在全国仍占重要地位
,

有力地推动了陕西乃至全国沙棘开发利用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

经过研讨
,

拟成立陕西省沙棘企业协会
,

在陕西省沙棘办公室统一领导下
,

以民间组织形式出面组织
、

协调全省有

关企业的联合宣传
、

联合销售
、

联合开发等事宜
,

协调协会会员单位的共同行为
,

为进一步促进更深层次

的联合打好基础
。

甘肃省为全国沙棘资源大省
,

当前正在实施水利部
“

黄河流域沙棘资源建设开发示范区
”
项 目

,

并确

立了在全省
“

推进沙棘产业化
,

建立扶贫和行业支柱产业
”

的目标
。

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
,

甘肃

省水土保持综合开发公司计划筹建
“
北京沙棘技术产品经营部兰州分部

” ,

对全国和甘肃省有代表性的

产品进行展示
、

宣传
、

销售
,

同时进行信息
、

科技的咨询服务
。

甘肃省水利厅在 1 9 9 6年北京国际水展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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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宣传材料中明确表示
:

热诚欢迎国内外的团体或个人前来优选项 目
,

不拘一格
,

开发沙棘资源
,

共同为

实现
“
多功能

,

大产业
”
而携手合作

。

2
.

3 沙棘开发企业在生产和市场开 拓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

甘肃大明制药厂生产的
“

准字号
”

药物
,

“

施康元
”
沙棘冲剂 (批准文号为甘卫药准字 ( 9 4 ) 5 9 5一 2 3 )

,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

该冲剂在治疗神经衰弱

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

该企业 1 9 9 6 年 10 月出资 70 万元与国家科委共国举办
“
国际乒乓球元老杯 比

赛
”

。

1 9 9 6 年 8 月 22 日《人民 日报 》刊发
“

定西天水农村又添致富
`

宝 ” , ,

报道甘肃大明制药厂研制出的
“

施康元
”
沙棘冲剂

,
1 9 9 5年销售收入 3 15 。万元

,

实现税利 700 多万元
,
1 9 9 6年上半年销售额 2 0 00 万

元
。

使沙棘果价格由原来的每公斤 。
.

6 元提高到 1
.

3 元
。

1 9 9 5年天水
、

定西等八县农民销售鲜果 1 万 t ,

收入 500 万元
,

成为致富的新
“

宝
” 。

《人民 日报 》为此专门配发了题为
“

召唤企业
”

的编后语
。

指出
,

定西天

水一带抓沙棘开发利用
,

获得了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大效益
。

沙棘经过深加工增值
,

价格翻番
,

对农民大有

好处
。

工商企业起了关键性作用
。

类似
“

施康元
”

这样的产品
,

农民是欢迎的
。

大西北广大农村召唤更多

的企业到那儿去
。

陕西旬邑有天然沙棘 14 6 6h7 m , ,

年产沙棘果 6 6 O 0t
。

该县华旬沙棘实业有限公司是由咸阳市沙棘

保健饮料厂
、

内贸部西安油脂科学研究设计院
、

陕西省老年基金会千里科技发展公司联合兴办的以沙棘

保健品
、

药品
、

饮品为主的科研
、

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
。

其产品多次荣获全国和陕西省博览

会
、

医药保健节大奖
。

1 9 9 5 年获全国工业技术进步成就展荣誉奖
。

该公司与美国 J
.

R 国际有限公司于

1 9 9 6 年 1 月在上海签订了 10 万美元的沙棘油出口合同
,

首次发货 10 件
,

创汇 2 000 美元
,

这是继华旬

牌沙棘浓缩汁出 口新加坡
、

沙棘原粉出 口英国之后
,

在沙棘系列产品出口创汇方面的又一重大进展
.

西安麦迪森医药科技公司研制生产了沙棘纹股蓝系列保健食品
“
沙蓝羹

” 。

其最大特点在于沙棘
、

绞

股蓝并用
,

可以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
,

有营养滋补旧 常保健
、

养颜美容
、

预防治疗等作用
。

山西爱心生物技术开发中心采用超临界 二氧化碳萃取技术生产沙棘油
、

沙棘黄酮 口服液及沙棘黄

酮粉等产品
.

沙棘黄酮口服液 1 9 9 5年获得中国老年十佳保健品金杯奖和第一届中国国际医药保健科技

精品博览会金奖
。

该中心年产值近千万元
,

税后利润 200 多万元
。 “

中华爱心宝沙棘黄酮 口服液
”
项目

1 9 9 6 年被评为
“

全国十年星火优秀项目
” ,

该产品与印尼签订了 3年供货合同
。

山西爱心生物技术开发

中心 1 9 9 7 年开始资助 山西奇岚县失学儿童
,

计划到 1 9 9 7 年底资助奇岚县全部失学儿童复学到小学毕

业
。

3 沙棘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

3
.

1 由国际山地中心资助的巴基斯坦沙棘考察团一行 4 人
,

在团长巴基斯坦食品
、

农业和畜牧部

秘书 Z
·

阿尔塔夫博士的率领下
,

于 1 9 9 6 年 9 月下旬到陕西参观考察了陕西艾康沙棘制药有限公司和

陕西省沙棘食品实验厂
。

通过考察
,

巴基斯坦方面对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状况和在治理生态环境
,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增加农民收人中的作用有了深人的了解
。

考察团希望同中国通过合资

办厂及提供咨询
、

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
,

帮助巴基斯坦搞好沙棘产品加工与销售
。

3
.

2 应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邀诸
,

俄罗斯西伯利亚细胞遗传研究所索洛年科和基谢廖瓦二位沙

棘专家 10 月中旬来华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
。

俄罗斯专家带来了新培育出的沙棘 良种
,

介绍了沙棘育种

技术和新产品加工工艺
。

中俄专家签订了进一步合作的意向书
。

在陕期间
,

俄罗斯专家先后考察了位于

陕北的西北水保所安塞沙棘引种基地
、

吴旗沙棘飞播和人工造林基地
、

陕西华珍野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
、

永寿沙棘制药厂
、

永寿沙棘育种基地等单位
,

访间了武功农科中心和西北林学院
。

10 月 21 日访问黄

河中游局
。

在中游局
,

黄委沙棘办负责人首先介绍了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
,

然后就沙棘良

种选育专题进行了座谈
。

通过座谈
,

了解了俄罗斯沙棘育种的有关信息
:

细胞遗传研究所 60 年代后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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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研究沙棘
,

主要通过物理诱变与化学诱变相结合的方法改良沙棘的遗传性状
。

采用这种方法
,

培育出

了大果高产的品种
。

该品种鲜果百粒重 8 0 9
、

果肉含油率 5%
,

在灌溉条件下 hl m Z
产量达到 3 0t

。

另一个

新品种果肉含油率达到 8% ~ 9环
。

俄罗斯专家指出
,

中国沙棘果实中干物质含量比俄罗斯沙棘高 1 倍~

2倍 ,同时指出
,

她们看到俄罗斯的大果品种在中国黄土高原无灌溉条件下
,

长了一些刺
,

有些变异
,

建

议在选育和引进新品种时要注意父本的选育和引进
。

3
.

3 由丹麦政府资助的尼泊尔沙棘考察团一行 10 人
,

在林业部秘书泰瓦瑞先生率领下 n 月底考

察了陕西沙棘育种科研
、

沙棘造林
、

沙棘加工项目
,

与黄委沙棘办进行了座谈
,

听取了黄土高原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的情况介绍
,

了解了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关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

3
.

4 印度尼西亚客商 1 9 9 6 年三次来陕西与艾康沙棘制药有限公司洽谈沙棘产品经销事宜
,

已签

订了购销意向协议
,

计划 1 9 9 7 年~ 1 9 9 9年出口价值 800 万元人民币的沙棘制品
.

目前国内的所有出口

手续已办理完毕
,

对方正在印尼办理进 口手续
,

预计 1 9 9 7 年上半年可正式签订购销合同
.

`

篆

4 继续重视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4
.

1 西北林学院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中国沙棘亚种的选 优
,

共选出经济性状 良好的沙棘优良

无性系 30 个
,

其中包括 29 个丰产优良无性系
,
1个大果型优良无性系 ;开展了沙棘扦插育苗技术研究

。

选优和扦插育苗技术分别于 1 9 8 7 年
、
1 9 88 年通过专家鉴定

。

为了使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国家科

委 1 9 9 6 年 9 月批准西北林学院的
“

沙棘优 良无性系及扦擂育苗技术
”

为《 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

划 》项目
,

西北林学院为该项 目的技术依托单位
。

1 9 9 6 年底该项目负责人到黄委中游局商谈推广问题
,

初步决定由中游局选择种植区域
,

由西北林学院提供其优良无性系苗木和栽培技术
,

先小规模试种
,

进

一步观测这些优 良无性系在荒山造林中的表现
,

为大规模推广提供依据
。

4
.

2 针对 目前中国沙棘育种力量基本不足
,

水保部门这方面的力量更不足的状况
,

黄委会沙棘办

公室于 3 月 20 日~ 30 日在内蒙古橙 口县召开
“

黄河中游沙棘育种高级研讨会
” 。

来 自黄委天水水保站
、

西峰水保站
、

陕西省水保所
、

甘肃省水保所
、

定西水保所
、

平凉水保所
,

以及内蒙古
、

宁夏
、

辽宁等省 (区 )

沙棘育种和种植单位的 30 余名技术人员参加了研讨
。

研讨会由我国沙棘育种专家黄锉研究员主讲
,

结

合参观考察橙 口沙棘育种基地
,

使与会人员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林木育种的基本理论
、

基本技术
、

技术标

准
、

主要经验和沙棘育种的策略与技术方案
。

举办这次研讨会培训了沙棘育种技术骨干
,

为把中国沙棘

育种持续搞下去作出了贡献
。

4
.

3 由黄委会沙棘办
、

陕西省水保所
、

伊盟水保所
、

中国林科院等单位承担的水利部水利技术开发

基金项 目
“

内蒙古砒砂岩地区沙棘育种研究
”
和陕西省科委项 目

“

沙棘良种选育研究
”
已完成预定计划

,

提交鉴定
.

两项研究共选出优良品种 5个
,

可将天然林的经济效益提高 2倍以上
.

4
.

4 沙棘组培研究有新进展
,

丛生芽形成率达 90 写以上
,

生根率达 60 %以上
,

培养出了完整的试

管沙棘苗
,

并进行了第一次移栽试验
,

探索试管沙棘苗从
“
异养

”
到

“
自养

”
转变过程的变化和需要的条

件
。

4
.

5 石比砂岩沙棘柔性坝试验取得了进展
。

初步确定了建造柔性坝的沙棘苗龄及种植方式
,
对柔性

坝的坝型进行初步选型设计 ;布设两年的沙棘柔性坝已形成淤积体
,

该项 目对砒砂岩地区沟道的生态恢

复和泥沙就地拦淤提供了成套技术和成功的经验
。

4
.

` 青海省林科所和青海省水保局联合实施的
“

中国沙棘嫩枝扦插容器育苗技术研究
”

通过省级

成果鉴定
,

生根成活率达 95 %~ 10 0 %
。

瞪 口育种基地年内共繁育苗木 10 万多株
,

除提供黄河中游各育

种试验点进行比较试验外
,

可小规模的用于生产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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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题和对策

1 9 9 6年沙棘开发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沙棘开发发展的间题
,

归纳起来主要是
:

良种推广缓慢
,

产品

开发滞后
,

企业协调欠缺
,

市场开拓不足
。

5 1 截至 1 9 9 6年底我国通过鉴定的沙棘 良种有 9 个
,

准备鉴定的良种有 5 个
,

引进的国外良种近

20 个
,

各地从中国沙棘育种中选出的优良类型数十个
;

第二代沙棘良种也正在选育中
, “
九五

”
期间第二

代良种可望问世
.

但 目前良种推广进度缓慢
,

是影响沙棘开发进程的
“

瓶颈
” 。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

初步计

划 1 9 9 7 年在黄河中游各省 (区 )
、

各沙棘示范县
、

有条件的水保试验站 (所 )建立良种种植区
,

扩大已有 良

种的种植区域
,

进行 良种的中间试验
,

加快良种推广
。

5
.

2 沙棘开发 10 年
,

生产的产品百余种
,

其中虽然有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沙棘药品
,

但全部是省

级的
“
准

”
字批号

,

尚无国家级的
“

准
”
字号药物

。

根据 1 9 9 6 年 12 月 召开的
“

全国沙棘工作会议
”
精神

,

建

立沙棘科研基金
,

用于沙棘基础研究和沙棘新产品开发是重要途径
。

同时
,

开发质量较高
、

工艺简单
、

适

销对路的传统沙棘产品也是沙棘开发走出困境的重要道路
。

5
.

3 进入 90 年代
,

新建了一批沙棘油加工企业
,

其中较大的沙棘油生产企业有数十家
,

仅《中国沙

棘开发企业简介 》中介绍的 i6 家沙棘企业里就有 n 家生产沙棘油
,

年生产能力超过 Z o ot
。

1 9 9 6 年沙棘

油市场竞争激烈
,

一些厂家竞相削价
,

以图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
,

对沙棘油市场产生了不良影响
。

为

此
,
1 9 9 7 年应加强全国和各地的企业家联谊会的组织协调作用

,

同时筹备建立沙棘油等专项产品的生

产销售组织 (团体 )
,

协调各企业在生产销售上的利益
,

规整和开发沙棘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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