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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系统种植开发沙棘35年(1985~2020年)以来，更新完善了沙棘分类系统，基本查清了沙棘自然资源，

通过“选、引、育”手段提供给生产上引进品种50余种、选育品种30余种、杂交品种20余种，使我国

主要沙棘种植区域都有了适于栽培的沙棘品种。公益林资源面积由1000万亩增加到3000万亩，林分质

量由低效林变为中高质量林，并新增沙棘工业原料林70万亩以上。沙棘加工企业由最初的十余家沙棘加

工企业起步，逐步发展到目前200余家，产品涉及到饮料食品、保健品、药品、化妆品等10大类、数百

种产品。新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14个；编制高级别规划设计20余个；完成了30多项沙棘

适用技术的攻关研发，获得国家级奖项1项、省部级奖项20余项；组织了近30次大型沙棘学术交流研讨

会议；出版专著30部以上，发表科技论文9949篇、学位论文1054篇；获得专利5683项；并策划实施了

丰富多彩的沙棘宣传，开展了形之有效的沙棘新品种资源和技术示范推广。其中，以科技支撑为特色的

多方面配套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沙棘种植开发工作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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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35 years of systematic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seabuckthorn in China (1985~2020),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eabuckthorn had been updated and improved,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seabuckthorn had been basically found out, and more than 50 introduced varieties, more than 
30 selected varieties and more than 20 hybrid varieties had been provided to production practice 
by means of “selection, introduction and breeding”, so that there were enough seabuckthorn va-
rieties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the main seabuckthorn planting areas in China. The area of public 
welfare forest resources had increased from 10 million mu to 30 million mu, the stand quality had 
changed from low-efficiency forest to medium and high-quality forest, and more than 0.7 million 
mu of seabuckthor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forest had been added. Seabuckthorn processing en-
terprises started from more than ten seabuckthorn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nd gradually devel-
oped to more than 200 at present. Their products involved nearly 10 categories and hundreds of 
products such as beverages, food, health products, drugs and cosmetics. Newly compiled 14 na-
tional standards, ministry standards and society standards, prepared more than 20 high-level 
planning and design reports, complet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30 seabuck-
thorn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won 1 National Award and more than 20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awards, organized nearly 30 large-scale seabuckthorn academic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meet-
ings, published more than 30 monographs, published 9949 scientific papers, 1054 degree papers 
and obtained 5683 patents. It also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rich and colorful publicity of sea-
buckthorn, and carried out effectiv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seabuckthorn variety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Among them, various supporting work characteriz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ha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seabuckthorn in 
China and formed a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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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5 年 11 月 16 日，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山西省考察了沙棘在小流域治理中的作用后，向中央领导

呈交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的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

批示：“我在好些省都看到沙棘这种灌木植物。它是一种保持水土的灌木，又是一种可产饮料果子的作

物树，建议加以扶持发展”，从此掀开了我国大规模种植开发沙棘的热潮。 
35 年以来，我国沙棘资源面积从初期的约 1000 万亩低效林，发展到现今 3000 多万亩中高质量林，

工业原料林从无到有，已发展到 100 余万亩；全国沙棘鲜果年采收量已达 7 万吨；全国专门从事沙棘加

工的企业 200 多家，年产值达 70 亿元，较上世纪 90 年代的 2~3 亿元大有提高[1]，沙棘在我国的脱贫致

富攻击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世界沙棘种植的核心地区在我国，我国现有的沙棘果实资源量

占到全球的 90%以上，欧美东亚一些发达国家的沙棘原料主要从我国进口，国际沙棘协会(ISA)也坐落在

我国，主导着全球的沙棘资源建设与开发事宜。 
201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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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做出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对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做出战略性部署。总结 1985 年以来我国系统种植

开发沙棘工作，既有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有关“两山”理论、黄河流域重要讲话及《规划纲要》之重要

目的，也寄希望于总结经验，寻找不足，积蓄力量，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沙棘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工作，

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基本查清了国内沙棘自然资源，初步培育了沙棘主要栽培品种 

35 年中，我国科学家更新完善了沙棘分类系统，使沙棘属植物由原来的 4 种 8 亚种，修订、更新为

6 种 17 亚种；同时通过“选、引、育”手段丰富了可用于生产实践的沙棘品种，由无人工培育品种发展

到拥有引进品种 50 余种、选育品种 30 余种、杂交品种 20 余种，使我国主要沙棘种植区域都有了适于栽

培的沙棘品种。 

2.1. 自然资源基本查清 

青藏高原及周边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地区是沙棘属植物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沙棘起源后，一

支向我国黄土高原、华北地区迁移演变，另一支经中亚向欧洲大陆迁移演变。在迁移的过程中，与不同

地貌、气候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的种和亚种。 
根据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廉永善的沙棘属(Hippophae Linn.)植物分类系统[2]，到目前为止，发现沙棘属

植物共有 6 种 17 亚种，其中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产 6 种 13 亚种[3] [4] [5]，
仅缺分布于欧洲的海滨沙棘、溪生沙棘、喀尔巴千山沙棘，和欧亚交界地区的高加索沙棘。详见图 1。 
 

 
Figure 1.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seabuckthorn genus 
图 1. 沙棘属植物系统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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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品种培育有序进行 

35 年中，我国除了不断从野外发现、挖掘新种(亚种)，理顺沙棘自然资源的分类系统外，还通过“选、

引、育”手段，丰富了我国可用于人工种植的沙棘品种。这些沙棘品种，包括引进品种、选育品种和杂

交品种。 
引进品种：我国引进的沙棘品种约 50 种，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从俄罗斯引进，只有很小

一部分是从蒙古、德国以及北欧一些国家引进的[6]。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以苏联西伯利亚利萨文科园

艺研究所为代表的一些单位，就开始了沙棘育种工作，截至 20 世纪末已筛选出了近 200 种大果沙棘优良

品种，其中 50 多种进入了国家品种目录。我国引进的大果沙棘品种，在生产实践中广为栽培的主要有“丘

伊斯克”、“橙色”、“浑金”、“巨人”、“优胜”和“太阳”等。从蒙古引进的主要品种有“乌兰

格木”、“川人”等，表现较好。 
选育品种：沙棘选育品种通过选择育种而得，包括从我国野生沙棘优良资源和从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的种子繁育实生苗后代中选择两条途径。以中国沙棘野生资源为基础，选育出“红霞”、“桔大”、“桔

丰”、“丰宁雄”、“蛮汗山雄”等。从俄罗斯引进的“丘伊斯克”为育种材料，选育出“辽阜 1 号”、

“棕丘”、“白丘”；从蒙古引进的“乌兰格木”为育种材料选育出“乌兰沙林”等；从北欧引进的混

杂品种为育种材料选育出“深秋红”、“壮圆黄”和“无刺丰”等[7]。 
杂交品种：引进俄罗斯、蒙古的大果沙棘普遍具有果大、无刺或少刺、果柄长、产量高等特征，但抗

性一般较差，在我国的适宜范围有限。扩大其栽种范围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与抗性强的中国沙棘雄株开

展杂交，选育优良杂交品种。35 年中，我国通过杂交育种方式，获得的杂交沙棘品种并在生产上推广的约

有 20 种，表现比较好的有“蒙中雄”“蒙中黄”“蒙中红”“达拉特”“俄中黄”“俄中鲜”等[8]。 

3. 全面加强了沙棘生态建设力度，有序启动了沙棘工业原料林配置工作 

35 年中，全国公益类沙棘资源面积由 1985 年底的约 1000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3000 万亩，数量上虽

然变化不是太大，但质量上由低效林变为中高质量林，生态经济功能更强。以各类种植园为主要内容的

沙棘工业原料林，从无到有，面积新增 70 万亩以上。 

3.1. 生态建设全线告捷 

在我国沙棘种植的主战场，包括“三北”和青藏高原地区，35 年的试验示范表明，沙棘适宜种植区

可划分为 4 个沙棘种植带、13 个沙棘种植区(图 2)。 
在这些带、区，沙棘属植物常被用于各类生态建设，如小流域综合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等[9] [10]，效果十分突出。在诸多树种的对比中，发现沙棘属植物在种植后的前 5 年效果尤

为突出，以生长迅速、郁闭快为主要特征，如与乔木混交，则辅佐效果更加十分明显。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用于生态建设的沙棘多为中国沙棘，仅在南疆、西藏阿里用的是中亚沙棘，在西藏拉萨、山南、日

喀则等地区用的主要为江孜沙棘。 
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通过封禁手段，使全国野生沙棘资源面积得以维护、动态保持在 1100 万

亩左右；通过实施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等各类生态建设工程，使全国沙棘呈野生状态存在的

人工林(半野生林)面积动态稳定在 1900 万亩左右，两者合计 3000 万亩，基本上为公益林，很好地发挥着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 

3.2. 工业原料林配置崭露头角 

近 10 年以来，“三北”地区逐步从单纯地种植沙棘生态林，开始转向建立沙棘工业原料林基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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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果园式管理，特别是强化水分供给，有效地保证了沙棘加工企业的原料供给，促进了企业更加平稳

地运转[11]。目前，全国沙棘工业原料林建成面积已达 70 余万亩，并呈迅速增长态势，逐年快速扩大。

在不同种植地区，因生态条件、农作习惯等不一致，还拥有不同的以沙棘为主体的多种植物立体复合模

式，生态、经济效益更加突出。 
 

 
Figure 2. Seabuckthorn planting zoning map in China 
图 2. 我国沙棘种植区划图 

4. 研发拓宽了沙棘产品系列，有效提高了市场沙棘营销份额 

35 年中，全国由最初的十余家沙棘加工企业起步，逐步发展，并几经起伏，继之兼并、淘汰，稳定

发展到目前 200 余家沙棘加工企业。企业产品涉及到饮料食品、保健品、药品、化妆品等 10 大类、数百

种产品(图 3)，年产值基本达到 70 亿元。沙棘零售企业也从无到有，目前达到 1200 余家，年销售额与年

产值基本相仿。沙棘成为我国“第三代”水果中发展很好的几个树种之一。 
 

 
Figure 3. Seabuckthorn development products 
图 3. 沙棘开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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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品加工全面铺开 

随着人们对沙棘功效的认同度逐年上升，国家对沙棘开发越来越重视，沙棘产品的研发也不断取得

了新的突破，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了大批沙棘企业。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企查查搜集沙棘

企业相关信息，发现从 1980 年至今，全国注册与沙棘相关的企业共 2051 家，其中：种植合作社 542 家，

加工企业 228 家，营销企业 1281 家。事实上，许多加工企业也从事营销，为避免数据混乱，这类企业数

未计入营销企业中。 
对 228 家沙棘加工企业按注册资金进行排序，1 亿元以上的有 2 家，10 万元以下的 3 家，1000~2000

万元间的企业数最多，达 55 家[12]。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 184 家，占企业总数的 81%，这些

是沙棘加工企业的主力。 
我国规模较大的沙棘加工企业约有 20 余家，占沙棘加工企业总数的 1/10，每家年产值约 2~3 亿元。

根据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 20%、产值占 90%的基本国情，参照我国沙棘加工企

业年产值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 2~3 亿元、21 世纪 00 年代为 20~30 亿元、2015 年为 60 亿元的实际情况，

估计全国沙棘加工企业目前的年产值约为 70 亿元；按 6%的利润率，年利润应达到了 4 亿多元。 

4.2. 市场营销循序渐进 

35 年间，沙棘的营销主要以专卖店等方式销售，部分沙棘产品在商场中销售。不过近年来，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我国正在成为一个电商销售的大国，沙棘产品的线上消费也一

样越来越成为主流消费方式。淘宝、京东、天猫等线上沙棘产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数不胜数。线上

销售收越来越逼近线下。全国沙棘零售企业约 1200 余家，产品的销售额，一般规律是围绕年产值波动，

或高或低，但多年平均值与年产值基本持平。据此，目前我国沙棘产品的年销售额应为 70 亿元。 

5. 系统开展了全方位的沙棘科技配套服务，助推形成了崭新的沙棘种植开发局面 

35 年中，我国沙棘有关标准几经淘汰，目前尚在执行期的国标、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有 14 个；编

制高级别规划设计 20 余个；每年都安排大中型沙棘工程施工前期开展系统的咨询和培训；完成了 30 多

项沙棘适用技术的攻关研发，获得国家级奖项 1 项、省部级奖项 20 余项，组织了近 30 次大型沙棘学术

交流研讨会议；出版专著 30 部以上，发表科技论文 9949 篇、学位论文 1054 篇，获得专利 5683 项；策

划了丰富多彩的沙棘宣传，开展了形之有效的沙棘新品种资源和技术示范推广。正是这些以科技为特色

的配套工作，有力推动了前述我国沙棘种植开发工作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格局。 

5.1. 制订发布了一系列沙棘标准和规程 

35 年中，我国沙棘行业管理逐步规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沙棘标准，获得国家、行业部门或地方批

准，并得以颁布实施，很好地推动了沙棘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工作。 
由水利部发布的行业标准有《沙棘种子》、《沙棘苗木》、《沙棘生态建设工程技术规程》、《沙

棘原果汁》、《沙棘籽油》(修订)、《沙棘果油》(修订)、《沙棘果叶采摘技术规范》、《沙棘黄酮质量

标准》等。 
国内颁布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国标目前只有 1 个：《中国沙棘果实质量等级》(GB/T 23234-2009)，

于 2009 年发布。国内已备案的行业标准有 8 个，其中 6 个来自水利，2 个来自林业。国内已备案的地方

标准有 38 个。国内发布的团体标准有 5 个。 

5.2. 编制落实了不同层次的沙棘规划和设计报告 

35 年中，国内沙棘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的蓬勃发展，始终离不开规划设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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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几乎每一个适宜沙棘种植的省区、地市甚至县级政府部门，都有来自有关单位所编制的沙棘

发展规划。 
从国家层面来看，由全国沙棘办负责编制了《1991~1995 年沙棘开发利用发展规划》；水利部沙棘

开发管理中心负责编制了《1996~2000 年全国沙棘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九五”沙棘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全国沙棘资源建设专项规划(1998~2030 年)》、《三北地区沙棘植被建设规划》等；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在《全国经济林发展规划(2021~2030 年)》中，也列有沙棘的独立内容。 
在省区、地、县等不同层面上，也编制有不同的沙棘规划。这些不同级别层次的规划，为沙棘资源

建设与开发利用工作保驾护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规划先行–资源建设–龙头企业进驻”已

成为国内许多沙棘开发地区一种十分盛行的主流生态经济产业模式。 

5.3.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沙棘咨询和培训活动 

在沙棘事业发展征程中，每年举办的有关技术咨询和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就从来没有中断或停止过，

咨询与培训活动一直于沙棘的发展相伴而生，维护着沙棘事业的向前推进。 
多年来，在对新疆阿勒泰、克拉玛依、喀什等地，陕西榆林，黑龙江孙吴、林口、穆棱等地的沙棘

种植与开发工作中，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等单位开展了常年性的技术咨询工作，帮助地方政府提出

有关决策，为企业排忧解难，共商发展思路，有效地促进了这些地区沙棘事业的正常运行。 
凡有沙棘种植工程上马，即有相应的沙棘培训活动开始[13]。通过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主

讲教师，传授沙棘种植开发环节中的理论知识、关键技术，提高了沙棘专业队伍的素质，形成了一支能

征善战的沙棘人才队伍。 
另外，在每年召开的全国性沙棘会议上，以会代培，也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同时，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通过参加各类国内会议、国际会议，以会代训，更好地提高了沙棘人才队伍的水

平，推动了这支队伍的建设成效。 

5.4. 组织完成了多项沙棘适用技术的攻关研发，牵头召开了各类沙棘学术交流研讨会议 

35 年中，通过开展沙棘领域的科技攻关，解决了生产实践中面临的大量的技术难题，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 1 项，省部级奖 20 余项，其他奖 100 余项。由中国林科院研究员黄铨主持的“沙棘遗传改良系统

研究”荣获 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极大地提升了沙棘在国内的知名度，推动了沙棘科研工作向更

深层次发展。同时，通过开展地区、全国、国际性的各类沙棘学术会议，有效地传播了最新研发成果，

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沙棘事业。 

5.5. 出版发表了大量沙棘科研论著，申请获得了多项沙棘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35 年中，沙棘的种植和开发进程虽然有所起伏，但研发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通过出版的专著、

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出这点；同时，通过科技人员申报成功的专利数量，可以掌握围绕生态

建设和产品开发方面的科技创新。正是这些高科技含量的支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沙棘事业的蓬勃发

展。 
35 年中，我国正式出版的沙棘科技类书籍有 30 多部。从 198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

期间，统计我国期刊发表的沙棘科技论文共 9949 篇，其中：核心期刊 3231 篇，SCI 期刊 19 篇，EI 期刊

35 篇；同期硕、博士论文共 1054 篇。 
35 年中，专利数达到 5683 项，其中发明公开 5218 个，外观设计 228 个，实用新型 186 个，发明授

权 51 个。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1.104057


胡建忠 
 

 

DOI: 10.12677/ije.2021.104057 507 世界生态学 
 

5.6. 策划实施了丰富多彩的沙棘宣传，积极开展了形之有效的沙棘示范推广 

35 年中，丰富多彩的沙棘宣传工作，是整个沙棘种植开发工作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而水利、林

业等有关部门主导的各项工作会议等，为开展沙棘推广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通过媒体、产品展览等多种渠道的宣传，促使人们对沙棘和沙棘产品的了解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

行业部门也积极参与到沙棘种植和开发的行列中来。沙棘作为生态树种、经济树种的功能在社会上的影

响日益扩大。 
通过影视、期刊、展会等不同途径，使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员接受了沙棘教育，促进了人们对

沙棘的认知，达到了弘扬精神、传播思想、普及知识、倡导方法的科普目的。 
沙棘在种植和开发两大领域的推广，不仅有各级管理部门在政策、资金、机制等方面所起到的扶持

作用，有各地水保、林业部门的组织作用，而且每年视情况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为沙棘推广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6. 结论——从问题导向今后我国沙棘种植开发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35 年间在沙棘种植开发工作中，我国在资源品种培育、资源生态建设、产品研发和科技

支撑 4 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以下 4 个全新的局面：一是沙棘在小流域治理、三北防护林建

设、退耕还林工程中，已经成为生态建设的当家树种；二是“规划先行–资源建设–龙头企业进驻”已

成为许多沙棘种植地区一种盛行的主流生态经济产业模式；三是遍布全国的民营沙棘企业已成为我国重

要的涉农扶贫企业；四是与沙棘有关的各类协作网、专委会、协会等技术服务框架已初具雏形，技术咨

询、培训体系已渐趋完善。同时，也发现在这 4 方面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是在资源品种培育方面，虽然基本查清了国内沙棘自然资源，初步培育了沙棘主要种植区当家栽

培品种，在种植中严格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针对我国沙棘自然资源

的选择育种工作，虽然种多、面广、潜力很大，但开展的工作不多，获取的品种自然也少，这方面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争取获得突破；同时，分子育种等尖端科学手段的运用[14]，一直停留在计划中，尚未落

地开展实施。 
二是在资源生态建设方面，虽然启动了沙棘工业原料林配置，林分数量、质量提高很多，成效十分

突出，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防护林建设中纯林过多、对混交林重视不够；沙棘工业原料林品种

过于单一、“两虫两病”危害严重[15]、采果机械化没有得到落实等。 
三是在产品研发方面，虽然研发拓宽了沙棘系列产品，竭力提高了市场沙棘营销份额，成绩还是不

错的，但与“第一代”、“第二代”水果相比，处于“第三代”水果领军地位的沙棘，在开发和销售方

面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归纳起来主要有 5 大不足，一是社会效应很大，但经济效益差强人意；二是有

着高美誉度，但同时存在着低认知度；三是品牌虽多，但精品较少，多处于随波逐流状态；四是有商无

业；五是从业人员多，商业素质低，在销售中多以“传说”、“神话”为主要依据。 
四是在科技支撑方面，虽然通过全方位的科技配套服务，助推形成了崭新的沙棘种植开发局面，成

绩是第一位的，这点不容置疑，不过也能从工作进程中感觉到，在科技配套服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制定的国家标准、规程还很少；高档次、上水平的科技项目和成果还不多，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沙棘工作虽然取得了四大成就，但整个研发、产业尚处于初中级阶段，

还有许多方面工作尚需要继续深入。这些问题，也给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有待通过完善

各方面配套措施，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想方设法来逐步加以解决，以期推动下一阶段我国沙棘种植开发

工作能够跨入更加健康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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