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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科学评定从俄罗斯引进的21个沙棘无性系果实油脂含量，于2016~2018年对辽宁、黑龙江、甘肃、

青海、新疆5地的引进沙棘果实取样后，采用索氏抽提法分析了干果肉、干籽和干全果3个油脂含量。引

进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总体平均值为16.59% (114个样品)，含量最低的也在10%以上，含量最高的

“201322”达到了23.50%。引进沙棘干果肉油脂含量为20.23% ± 6.13%，较干籽的19.26% ± 7.44%
大0.97%，果肉、籽两者间油脂含量相差较小。引进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较杂交沙棘的15.62% ± 5.05% 
(28个样品)高0.97%，引进与杂交两类沙棘间油脂含量差别也较小。引进沙棘定植后结实比较好的3地，

干全果油脂含量以新疆最高，达16.09% ± 5.70%，第二、第三分别为辽宁的14.50% ± 8.88%、黑龙江

的11.75% ± 8.71%，3地间干全果油脂含量的差距较大。引进沙棘连续3年取样测定干全果油脂含量，

2016年为10.63% ± 4.04%，2017年为21.90% ± 5.61，2018年为15.83% ± 1.83%，3年间的数值显现

出“小–大–小”的明显起伏现象。引进和杂交两类沙棘的油脂含量都较高，但具体品种间的差距还是

比较大的，可以选择油脂含量较高的品种，如“201322”“201308”“201313”等，在我国适生地

区建立以油用为主要目标的沙棘工业原料林来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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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oil content of 21 seabuckthorn clones introduced from Rus-
sia, 3 oil contents of dry pulp, dry seed and dry whole fruit were analyzed by Soxhlet extraction me-
thod after sampling the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fruits from Liaoning, Heilongjiang, Gansu, Qing-
hai and Xinjiang from 2016 to 2018. The overall average oil content of dried whole fruit of intro-
duced seabuckthorn was 16.59% (114 samples), the lowest content was more than 10%, and the 
highest content “201322” reached 23.50%. The oil content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dry pulp 
was 20.23% ± 6.13%, which was 0.97% higher than 19.26% ± 7.44% of dry seed.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oil content between pulp and seed. The oil content of dry whole fruit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was 16.59% ± 5.91%, which was 0.97% higher than 15.62% ± 5.05% (28 samples) 
of hybrid seabuckthorn. There was also little difference in oil content between introduced and hy-
brid seabuckthorn. The oil content of dry whole fruit in Xinjiang is the highest, up to 16.09% ± 
5.70%, the second and third was 14.50% ± 8.88% in Liaoning and 11.75% ± 8.71% in Heilongjiang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large gap in the oil content of dry whole fruit among the three places. 
Seabuckthorn was introduced and sampled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determine the oil con-
tent of dry whole fruit, which was 10.63% ± 4.04% in 2016, 21.90% ± 5.61% in 2017 and 15.83% 
± 1.83% in 2018. The oil contents of the dry whole fruit in the three years showed obvious fluctua-
tions of “small-large-small”. Though both the oil content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and hybrid 
seabuckthorn were very high, there were still large differences among specific varieties. The va-
rieties with high oil contents, such as “201322” “201308” “201313”, etc., could be selected for es-
tablishing seabuckthor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forest with oil as the main goal for 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the suitable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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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资源量占到全球 90%以上，不仅“三北”地区而且在西藏等西南地

区也建设了大量的人工资源[1] [2]；沙棘企业几乎遍布全国，开发的产品种类多且紧扣百姓生活，向美日

欧盟等出口创汇额逐年增加。生产实践中也注意到，虽然国内自然沙棘种、亚种虽然很多，但可用于种

植园建设的沙棘优良品种不多。因此，通过积极引进国外沙棘优良品种，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我国沙棘资

源建设所用优质品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合于工业加工良种的选育和培育，关乎我国沙棘产业

的整体发展水平，特别是还决定着我国在国际上的沙棘领导地位。国家 948 项目(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

技术项目)“俄罗斯第三代沙棘良种引进”(201216)于 2013 年至 2020 年在我国“三北”地区不同气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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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区的试验，成功引进了 21 种沙棘雌株优良无性系，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种植园建设中沙棘良种不足的问

题[3]。 
目前，随着《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相继提

出并开展实施[4]，我国居民的健康要求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有关研究表明，沙棘油是一种营养十

分丰富，开发潜力很大的植物油脂[5]，具有抗炎、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等药理功能[6]。果肉、籽和全果

3 类沙棘油对 GSH-Px 基因的表达有极显著的上调作用；而对于 SOD 基因，果肉油和全果油也表现出了

极显著的上调作用，显示出其有一定的延缓衰老作用[7]。沙棘果油可提高慢性疲劳综合症(CFS)大鼠 NK
细胞杀伤活性[8]。沙棘油治疗急性口服药物中毒所致的上消化道烧伤疾病，疗效显著，且无不良反应[9]。
用沙棘油参与配制的牙膏，也具有较好的体内抗炎和止血、体外修复的功用[10]。本文即是对前述引进沙

棘果实油脂含量的相关研究，以期科学评价不同品种、不同产地间的差异，为有序利用引进沙棘提供有

关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引进沙棘定植在 5 地(表 1)。2016 年沙棘果实材料来源于已有结实的 3 地，包括位于华北土石山区的

辽宁建平、东北黑土区的黑龙江绥棱、西北戈壁滩的新疆额敏；2017 年取样果实材料来源于全部 5 处定

植地，除了前述 3 地外，还有黄土高塬沟壑区的甘肃庆阳、祁连山南麓的青海大通；2018 年取样果实材

料只来自黑龙江绥棱 1 地，出于延长年度间比较序列的需要。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5 test localities 
表 1. 引种试验 5 地基本情况 

项目 辽宁朝阳 黑龙江绥棱 甘肃庆阳 青海大通 新疆额敏 

东经 120˚21'52'' 127˚3'36'' 107˚32'13'' 101˚33'16'' 84˚36'45'' 

北纬 41˚29'08'' 47˚8'28'' 35˚42'5'' 37˚02'55'' 47˚19'32'' 

海拔高度(m) 186 200 1030 2573 650 

日照时数(h) 2752 2822 3060 2671 2941 

年均气温(℃) 8.3 2.0 8.3 2.0 4.1 

极端最高气温(℃) 43.3 37.7 39.6 29.0 41.1 

极端最低气温(℃) −34.4 −42.4 −22.6 −33.0 −42.0 

≥10℃积温(℃) 3500 2460 3000 1510 2673 

无霜期(d) 155 127 162 100 135 

年均降水量(mm) 450 570 562 510 200 

年均蒸发量(mm) 2000 1242 1475 1800 2300 

土壤 潮土 黑土 灌淤土 潮土 灌漠土 

2.1.1. 引进沙棘 
引进沙棘指于 2013 年底从俄罗斯引进的第三代沙棘雌株 21 个无性系果实材料，其中： 
2016 年：辽 宁 朝 阳有 6 个无 性 系“201301”“201302”“201304”“201305”“201308” 

“201309”；黑龙江绥棱有“201301”至“201322”的全部 21 个雌株无性系(不包括“201306”雄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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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额敏有 17 个雌株无性系，比绥枝点少 4 个无性系“201310”“201313”“201315”“201319”。 
2017 年：辽宁朝阳有 8 个无性系，除了上一年的 6 个外，新增加了“201303”“201307”2 个无性

系；黑龙江绥棱有 19 个无性系，较上一年少了“201302”“201316”2 个无性系；甘肃庆阳有

“201304”“201305”2 个无性系；青海大通有“201301”“201302”“201304”“201305”“201308” 

5 个无性系；新疆额敏有“201301”至“201322”的全部 21 个雌株无性系(不包括“201306”雄株)。 
2018 年：黑龙江绥棱有除“201302”“201314”“201321”之外的其余 18 个雌株无性系。 

2.1.2. 对照沙棘 
用于引进沙棘对照的是蒙中杂雌沙棘无性系，包括“杂雌优 1 号”“杂雌优 10 号”“杂雌优 12

号”“杂雌优 54 号”，由于挂果有无致使年度间取样沙棘品种并不完全相同，其中： 
2016 年：黑龙江绥棱有“杂雌优 10 号”“杂雌优 12 号”“杂雌优 54 号”3 个无性系，新疆额敏只

有“杂雌优 54 号”1 个无性系。 
2017 年：辽宁朝阳、黑龙江绥棱、甘肃庆阳和新疆额敏有全部 4 个无性系；青海大通只有“杂雌优

01 号”“杂雌优 10 号”2 个无性系。 
2018 年：黑龙江绥棱有全部 4 个无性系。 

2.2. 方法 

沙棘果实按照有关标准[11]及相关文献[12]，采用索氏抽提法分析计算干果肉、干籽和干全果 3 个油

脂含量。所用主要仪器包括索式提取器、蒸馏瓶、旋转蒸发仪等。 
取适量沙棘全果，将果肉与籽分离，分别烘干研碎，准确称重。分别用滤纸包好，放入抽提瓶中安

装好索式提取器，蒸馏瓶中加入正己烷至三分之二处，加热水浴锅，将温度控制在 70℃，回流提取 60 min。
提取完成后，将蒸馏瓶取下，在旋转蒸发仪上去正己烷，即得沙棘鲜果、干果的果肉油和籽油数据，再

计算得沙棘湿基和干基的果肉、籽和全果的油脂含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引进沙棘不同无性系的全果油脂含量对比 

引进沙棘共 21 个雌株无性系，2016 年在辽宁、黑龙江、新疆 3 地结实取样的为全部 21 个无性系的

44 个样品；2017 年取样的为全部 5 地 21 个无性系的 52 个样品；2018 年取样的仅为黑龙江的 18 个无性

系样品。3 年间，引进沙棘共计取样 21 个无性系、117 个样品，剔除了 3 个测定值异常的样品后，实际

用于分析的样品共 114 个。对于这些分析样品，按 21 个无性系计算得干全果油脂含量有关数据详见表

2，表中按均值从小到大依次排列。 
 
Table 2. Oil contents of dried whole fruits among different clones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 
表 2. 引进沙棘不同无性系干全果油脂含量(%) 

无性系编号 样品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95%置信区间 

极小值 极大值 
下限 上限 

201307 6 10.83 6.47 2.64 4.04 17.62 3.46 20.93 

201309 7 12.01 7.10 2.69 5.44 18.58 4.03 23.95 

201301 7 12.12 7.69 2.90 5.01 19.23 5.03 26.92 

201316 4 13.39 3.96 1.98 7.09 19.69 7.59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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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314 3 13.62 4.53 2.62 2.36 24.88 9.46 18.45 

201319 4 13.78 8.50 4.25 0.25 27.30 4.95 25.03 

201302 6 14.28 9.99 4.08 3.80 24.76 3.39 25.06 

201310 4 15.29 4.44 2.22 8.22 22.37 10.24 20.97 

201320 5 16.35 3.6 1.61 11.87 20.82 12.21 22.13 

201305 8 16.46 6.54 2.31 10.99 21.94 6.55 25.53 

201303 6 16.88 6.09 2.48 10.49 23.26 7.47 25.93 

201312 5 17.38 7.59 3.39 7.96 26.8 9.98 29.81 

201318 5 17.45 6.83 3.05 8.97 25.93 12.34 29.29 

201304 9 17.69 8.37 2.79 11.26 24.13 3.20 29.03 

201311 5 18.08 5.73 2.56 10.97 25.19 10.85 25.61 

201317 5 19.16 3.90 1.75 14.32 24.01 16.3 25.08 

201321 4 19.40 10.33 5.17 2.96 35.84 9.88 34.1 

201315 4 19.70 10.13 5.06 3.58 35.81 10.29 34.07 

201313 4 20.21 9.37 4.69 5.29 35.12 10.10 30.23 

201308 8 21.56 10.57 3.74 12.73 30.40 5.65 34.09 

201322 5 23.50 5.16 2.31 17.10 29.91 18.04 29.29 

合计或平均 114 16.59 7.56 0.71 15.19 18.00 3.20 34.10 

 
从引进沙棘 21 个无性系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来看，114 个样品的总体平均值为 16.59%；21 个无

性系间测定结果平均值相差很大，从平均值最小的“201307”的 10.83%，到最大的“201322”的 23.50%，

两者间相差 12.67 个百分点，后者是前者的 2.17 倍。如果将干全果油脂含量按<10%、10%~15%、

15%~20%、>20%人为划分为 4 类，则可发现，引进沙棘无<10%这类低油脂含量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

全部都在 10%以上。 
干全果油脂含量 10%~15%的无性系：7 个，按平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201307”“201309”“201301” 

“201316”“201314”“201319”“201302”，可以认为是中油脂含量沙棘。 
干全果油脂含量 15%~20%的无性系：11 个，按平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201310”“201320” 

“201305”“201303”“201312”“201318”“201304”“201311”“201317”“201321”“201315”，

可以认为是较高油脂含量沙棘。 
干全果油脂含量>20%的无性系：3 个，按平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201313”“201308”“201322”，

可以认为是高油脂含量沙棘。 

3.2. 引进沙棘果实不同部位的油脂含量对比 

我国对沙棘油的提取，事实上是对果肉油(或称果油)和籽油(也称种子油)一前一后，前者采用物理方

法、后者采用“萃取法”的不同技术分别提取的。因此，对于引进沙棘 2017 年和 2018 年所取样品(2016
年测了全果，未分别测果肉和籽)，也分别测定了果肉和籽的油脂含量，并计算得全果油脂含量，详见表

3，表中所列数据为干基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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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il contents of dried whole fruits, pulps and seeds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clones 
表 3. 引进沙棘无性系干全果、果肉和籽的油脂含量 

年份 
油脂含量(%) 

备注 
干全果 干果肉 干籽 

2016 年 10.18 ± 4.16 - - 3 地 44 个样品 

2017 年 21.90 ± 5.61 22.07 ± 6.26 20.44 ± 8.84 所有 5 地 52 个样品 

2018 年 15.83 ± 1.83 14.93 ± 1.89 15.83 ± 1.83 黑龙江 18 个样品 

平均 20.35 ± 5.47 20.23 ± 6.13 19.26 ± 7.44 5 地 2017~2018 年 70 个样品 
 

2017 年测定数据表明，5 地 52 个引进沙棘无性系果实样品的干果肉油脂含量为 22.07% ± 6.26%，较

干籽油脂含量 20.44% ± 8.84%高了 1.63%；2018 年的数据只是黑龙江 1 地取样测得，果肉、籽含量与 2017
年趋势相反，干籽油脂含量 15.83% ± 1.83%，较干果肉的 14.93% ± 1.89%高了 0.9%，差别较小。 

综合 2 年(2017 年至 2018 年)的测定值，所有 5 地 73 个引进沙棘无性系果实样品的干果肉油脂含量

平均值为 20.23% ± 6.13%，较干籽的 19.26% ± 7.44%大了 0.97%。这一综合数据与 2017 年的趋势一致，

也比较合理可信，因为 2017 年的数据反映了所有 5 地的情况，而 2018 年只是黑龙江 1 地的情况。 

3.3. 引进沙棘与杂交沙棘间的果实油脂含量对比 

作为引进沙棘的对照，4 个杂交沙棘无性系于 2016~2018 年也同步取样测定了有关数据。表 4 所列

为参试 2 类沙棘无性系的全果油脂含量测定结果的统计值，全果又按湿基、干基分别计算了 2 类指标。 
 
Table 4. Oil contents of whole fruits between clones of both introduced and hybrid seabuckthorn 
表 4. 引进与杂交沙棘 2 类无性系的全果油脂含量 

沙棘类别 取样年份 鲜全果油脂含量(%) 干全果油脂含量(%) 备注 

引进沙棘 

2016 年 2.05 ± 0.72 10.18 ± 4.16 辽、黑、新 3 地 44 个样品 

2017 年 3.80 ± 0.99 21.90 ± 5.61 所有 5 地 52 个样品 

2018 年 2.20 ± 0.30 15.83 ± 1.83 黑龙江 18 个样品 

平均 3.01 ± 1.13 16.59 ± 5.91 所有 5 地 114 个样品 

杂交沙棘 

2016 年 2.17 ± 0.45 9.50 ± 2.41 辽、黑、新 3 地 4 个样品 

2017 年 3.13 ± 0.77 17.70 ± 4.64 所有 5 地 20 个样品 

2018 年 1.83 ± 0.27 11.36 ± 2.27 黑龙江 4 个样品 

平均 2.81 ± 0.83 15.62 ± 5.05 所有 5 地 28 个样品 
 

表 4 中所列统计值，除了杂交沙棘 2016 年鲜全果油脂含量这一指标外，其余各指标均以引进沙棘测

定数据为大。 
来自所有 5 地 3 年(2016 年至 2018 年)114 个样品的引进沙棘鲜全果和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3.01% ± 1.13%、16.59% ± 5.91%，较 28 个样品的杂交沙棘的平均值 2.81% ± 0.83%、15.62% ± 5.05%，分

别高 0.20%、0.97%。引进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较杂交沙棘约高 1%，反映了引进沙棘较杂交沙棘油脂含

量略高、但差别不大的实际情况。 

3.4. 不同产地间引进沙棘果实油脂含量对比 

引进沙棘定植在我国从东到西的黑龙江、辽宁、甘肃、青海和新疆 5 地。自然条件和人为栽培措施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2.112013


胡建忠 等 
 

 

DOI: 10.12677/hjfns.2022.112013 109 食品与营养科学 
 

的综合影响，反映在 5 地引进沙棘无性系果实的油脂含量上。利用 2016 年至 2017 年在 5 地采到的 114
个果实样品测定数据，整理的 5 地引进沙棘无性系鲜全果、干全果油脂含量统计值列于表 5 中。 
 
Table 5. Oil contents of whole fruits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clones in different test localities 
表 5. 不同产地引进沙棘无性系全果油脂含量对比 

产地 鲜全果油脂含量(%) 干全果油脂含量(%) 备注 

辽宁 2.45 ± 1.24 14.50 ± 8.88 2016~2017 年 14 个样品 

黑龙江 2.08 ± 1.49 11.75 ± 8.71 2016~2018 年 56 个样品 

甘肃 4.46 ± 0.34 24.43 ± 1.91 只有 2017 年 2 个样品 

青海 4.26 ± 0.52 22.11 ± 3.03 只有 2017 年 4 个样品 

新疆 3.36 ± 1.21 16.09 ± 5.70 2016~2017 年 38 个样品 

 
表 5 中虽然列出了甘肃、青海的统计数据，但由于这两个点只有 2017 年的资料，而且样品数仅分别

有 2 个和 4 个，因此其代表性太差，故在下面不参与与其他 3 地的对比。 
从辽宁、黑龙江和新疆 3 地的测定情况来看，黑龙江的取样年份有 2016~2018 年 3 年，而辽宁和新

疆只有 2016~2017 年 2 年；辽宁的样品数量明显少于黑龙江和新疆 2 地(辽宁分配到引进品种数较少)。
这是看 3 地统计值的前提。 

3 地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以新疆最高，达 16.09% ± 5.70%，其次为辽宁，为 14.50% ± 8.88%，黑

龙江名列第三，为 11.75% ± 8.71%。这一值新疆较辽宁高 1.59%，较黑龙江高 4.34%；辽宁较黑龙江高

2.75%，3 地间的差距，远较引进与杂交两类沙棘间的差距为大。 

3.5. 不同年份间引进沙棘全果油脂含量对比 

引进沙棘于 2016 年至 2018 年在 5 地取样测定油脂含量，故按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分别统计

了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详见表 6。 
 
Table 6. Oil contents of whole fruits of introduced seabuckthorn clones in different test years 
表 6. 不同年份引进沙棘无性系全果油脂含量 

取样年份 产地 
全果油脂含量(%) 

备注 
鲜果 干果 

2016 年 

辽宁 1.18 ± 0.20 4.87 ± 0.91 6 个样品 

黑龙江 2.18 ± 0.48 11.81 ± 3.24 21 个样品 

新疆 2.44 ± 0.79 11.21 ± 4.43 17 个样品 

平均 2.14 ± 0.68 10.63 ± 4.04 辽、黑、新 3 地 44 个样品 

2017 年 

辽宁 3.40 ± 0.85 21.72 ± 5.04 8 个样品 

黑龙江 4.15 ± 1.08 23.94 ± 5.39 17 个样品(剔除了 2 个异样样品) 

甘肃 4.46 ± 0.34 24.43 ± 1.91 2 个样品 

青海 4.26 ± 0.52 22.11 ± 3.03 4 个样品(剔除了 1 个异样样品) 

新疆 4.10 ± 1.45 20.04 ± 5.86 21 个样品 

平均 4.03 ± 1.13 21.90 ± 5.61 所有 5 地 52 个样品 

2018 年 黑龙江 2.20 ± 0.30 15.83 ± 1.83 黑龙江 18 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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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有辽宁、黑龙江和新疆 3 地的 44 个果实样品；2017 年，有所有 5 地的 52 个果实样品；2018
年，只有黑龙江 1 地的 18 个样品，也就使该地数据拥有了 3 个年份。从表 6 中可以看出，2016 年、2017
年、2018 年，黑龙江试验地引进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显现出“小–大–小”的情况。 

2016 年辽宁、黑龙江和新疆 3 地 44 个样品的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为 10.63% ± 4.04%；2017 年，

所有 5 地 52 个样品的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为 21.90% ± 5.61；2018 年，黑龙江 1 地 18 个样品的干全果

油脂含量平均值为 15.83% ± 1.83%。由于 2016 年、2017 年这两年黑龙江与其他 4 地的引进沙棘油脂含

量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故虽然 2018 年只有黑龙江 1 地，但仍可以认为年度间所有点引进沙棘油脂含量有

具有“小–大–小”的规律。 

4. 讨论 

引进俄罗斯沙棘无性系俗称“大果沙棘”，实际上为从蒙古沙棘(Hippophaerhamnoides ssp. mongo-
lica)中选育出的优良品种。我国自然分布的蒙古沙棘主要位于北疆的阿勒泰地区。我们在新疆青河对蒙

古沙棘果实取样(2 个样品)测定的结果表明，野生蒙古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为 21.73%，干果肉油脂含量

为 23.68%，干籽油脂含量为 14.31% [13]。引进沙棘果实取样(73 个样品)测定的结果是，干全果油脂含量

为 20.35%，干果肉油脂含量为 20.23%，干籽油脂含量为 19.26%。野生蒙古沙棘的干全果、干果肉 2 个

油脂含量指标，分别较引进沙棘高 1.38%、3.45%，而干籽油脂含量这个指标较引进沙棘低 4.95%。 
野生蒙古沙棘果实的 3 个油脂含量数值，以果肉油脂含量最高、籽最低、全果居中为特征，3 个数

值相差较大。反观引进蒙古沙棘的 3 个数据十分接近，干全果略高，干果肉次之，干籽略低。 
干全果油脂含量这个指标，在蒙古沙棘的野生和引进类型间相差不大，野生沙棘虽然只高 1.38%，

但给我们以启示，即我国野生蒙古沙棘的油脂含量数值较高，从中直接选育优良品种供生产上使用，或

者通过与中国沙棘等开展杂交育种，都应该会有很好的愿景。有关我国野生的蒙古沙棘这方面的工作以

往也开展过，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多以不了了之结束。今后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做好工作中的传承，加大

投入力度，有效开展这方面的育种工作。 
同时也注意到，引进沙棘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为 16.59% ± 5.91%，较杂交沙棘的 15.62% ± 5.05%，

仅高 0.97%，说明两类间差别不是太大。对于杂交育种工作者来说，需要做的是继续选育高油脂含量品

种，逐步逼近甚至超过引进沙棘。这一目标一定要落实在未来的引种及转化工作中。 
沙棘果实产量有“大小年”现象，但质量上未听说过有此现象。显然测定 3 年的干全果油脂含量数

据，黑龙江试验地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显现出“小–大–小”的情况。考虑到 2016 年是定植在田

间的第 3 年，果实基本上多为初果，含量上可能较低一些；2017 年进入盛果期，含量较高也可理解；但

2018 年含量变低，是不是因为前一年的高含量，而使这一年的含量降低？ 
我们获取的可以用作对比的资料是，2019 年大连民族大学副教授丁健继续在黑龙江绥棱采果取样，

测定了果肉干基油脂含量，其中包括了引进沙棘“2013015”和杂交沙棘“杂雌优 12 号”；由于 2016 年

只测了全果，未测果肉，这样凑成的黑龙江 2 个沙棘无性系的系列还是 3 年(2017~2019 年)： 
“2013015”干果肉油脂含量：2017 年为 14.68%，2018 年为 17.09%，2019 年为 12.35%，呈现出“小–

大–小”的趋势。 
“杂雌优 12 号”干果肉油脂含量：2017 年为 13.76%，2018 年为 8.88%，2019 年为 10.50%，呈现

出“大–小–大”的趋势。 
可见，整个引进沙棘 3 年间(2016 年至 2018 年)的干全果油脂含量得出“小–大–小”的情况；两个

引进沙棘无性系 3 年间(2017 年至 2019 年)干果肉油脂含量一个为“小–大–小”、另一个为“大–小–

大”的情况。沙棘果实油脂含量等质量上是否也像果实产量一样，也存在“大小年”情况，以往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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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道，需要以后列专题开展研究。 

5. 结论 

连续 3 年(2016 年至 2018 年)对 21 个引进沙棘果实油脂含量按全果、果肉、籽 3 类，干、湿基 2 个

范畴，做了较为全面的测定，主要测定结果有 5 个方面： 
1) 引进 21 个沙棘无性系干全果油脂含量总体平均值为 16.59% (114 个样品)，含量最低的也在 10%

以上。干全果油脂含量 10%~15%的无性系有 7 个，为中油脂含量沙棘；15%~20%的无性系有 11 个，为

较高油脂含量沙棘；20%以上的无性系有 3 个——“201322”“201308”“201313”，为高油脂含量沙

棘，其中“201322”干全果油脂含量达到了 23.50%。 
2) 引进沙棘无性系果实的干果肉油脂含量为 20.23% ± 6.13%，较干籽的 19.26% ± 7.44%大了 0.97%，

果肉、籽两者间油脂含量相差较小。 
3) 引进沙棘鲜全果和干全果油脂含量分别为 3.01% ± 1.13%、16.59% ± 5.91% (114 个样品)，较杂交

沙棘的 2.81% ± 0.83%、15.62% ± 5.05% (28 个样品)分别高 0.20%、0.97%，引进与杂交两类沙棘间油脂

含量差别也较小。 
4) 引进沙棘定植后结实比较好的新疆、黑龙江、辽宁 3 地，干全果油脂含量以新疆最高，达 16.09% ± 

5.70%，其次为辽宁的 14.50% ± 8.88%，黑龙江的 11.75% ± 8.71%只名列第三。3 地间干全果油脂含量的差

距较大。 
5) 引进沙棘连续 3 年取样测定干全果油脂含量，2016 年为 10.63% ± 4.04% (辽宁、黑龙江和新疆 3

地 44 个样品)；2017 年为 21.90% ± 5.61 (所有 5 地 52 个样品)；2018 年为 15.83% ± 1.83% (黑龙江 1 地 18
个样品)。3 年间干全果油脂含量平均值显现出“小–大–小”的明显起伏现象。 

杂交沙棘虽然作为引进沙棘的对照，但从果实油脂含量数值来看，两类沙棘的油脂含量都很高。因

此在我国引进沙棘适生的新疆和东北地区，杂交沙棘适生的整个“三北”地区，应做好系统全面的沙棘

种植与开发布局，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原则，建立以油用为主要目标的沙棘工业原料林，并通过科学

营林育林，配置融种植–收购–运输–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特别注重以市场为先导的

产品研发系统建设与维护，从而生产更多更好的沙棘油用保健产品甚至药品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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