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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种和发展国外沙棘良种的思考

吴钦 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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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对从国外引进的沙棘优良品种的生长、结实和病虫害等的调查, 为从总体上准确把握我国沙棘的

引种和推广: ( 1)要做好引进沙棘品种的区域试验,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品种; ( 2)培育适于我国自然特点的沙棘良

种; ( 3)加强集约经营, 提高经济效益,同时, 要加强对引种沙棘病虫害防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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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02年, 我们结合国家水利部“948”项

目“沙棘良种选育和无废料加工利用”的工作,对引

种国外沙棘的生长、结实和病虫害等状况进行了调

查。由于按照项目要求引进的沙棘目前尚未结果或

结果很少,因此,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历年来从国外引

进的沙棘优良品种,以窥见项目引种的可能效果,并

籍此从总体上把握我国沙棘引种前景,分析其中的

原因,为今后的引种和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在我国的沙棘资源中, 无论分布面积, 还是人工

造林,均以中国沙棘为主。这一品种与国外培育的优

良品种相比, 虽具有抗逆性强和繁殖材料广等特点,

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枝条刺多且硬;果实

小,产量低;果柄短,果皮薄,果实采摘困难等。因此,

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 各地开始陆续从俄罗斯、蒙

古、芬兰、加拿大等国, 引进沙棘良种(包括种子、插

条和苗木) ,其品种和类型数量已达50个之多。这些

优良品种的共同特点是无刺或少刺;果实大(果径

10～14 mm, 最大可达 16 mm) , 百粒重 60～110 g;

产量高( 10～13 t/ hm
2) , 单株产果量 8～12 kg;果柄

长 3～7 mm。果皮坚实,易于采摘,方便运输。其中

特别是产于俄罗斯的标准品种楚伊、甜果沙棘卡普

利斯-3(含糖量达 7%～9% ) , 无籽沙棘、矮化沙棘

等品种,以其独特和优良的品质,引起了人们更大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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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沙棘良种引种的范围主要在我国北方地

区, 遍及黑、吉、辽、内蒙古、冀、晋、陕、甘、宁、青、新

以及苏、鲁等省(区)。据有关文献报道和调查测定,

各地引种的效果不一。东北和华北部分区表现较好,

生长正常,产量与原产地相仿;而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区表现较差,引种的多数品种由于对干旱、高温、风

沙等自然条件不能适应,生长受抑, 产量大大降低。

此外,在阜新和吴旗等地调查中还发现,在引种的品

种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干缩病和沙棘木蠹蛾虫害, 整

株和连片死亡现象突出, 而这些病虫害在原产地却

很少发生。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沙棘产

业,我们对今后引进和发展国外沙棘良种,提出如下

几点意见。

1　做好引进品种的区域性试验工作

众所周知, 俄罗斯和上述其他国家的沙棘主要

分布在寒温带地区, 那里夏季凉爽,白天气温虽可超

过 30℃,但时间短暂;冬季则十分寒冷,且持续时间

长,最低气温可达- 30℃以下。由于蒸发量小,且冬

季多雪,气候一般较潮润。沙棘是一种喜湿耐旱, 能

经受严酷水热环境, 适应性强的树种,它可以忍受生

长区的温差超过 60℃, 并在低肥力土壤条件下获得

很高的产量[ 1]。引种的沙棘良种由于长期适应寒温

带的气候条件, 并形成相应的遗传特性,使其在持续

高温和干旱环境下的生长和发育受到很大的制约。

2002年,从温棚育苗后移栽在陕西杨陵节水示范园

内的沙棘良种幼苗成活率不到 10%。宁夏银川地区

1996年以来引种的许多沙棘良种不能成活,还有一



些品种生长不良, 或不能结实[ 2]。即使是引种取得成

功和比较成功的地区, 其生长和产量亦有很大差别。

气候条件接近原产地的黑龙江齐齐哈尔, 单株产量

可达 8～12 kg, 辽宁阜新单株产量 8～10 kg,内蒙

古呼和浩特平均 2～4 kg
[ 3]
, 陕西安塞则为 0. 5～

1. 0 kg(见表 1)。可见,产量与纬度有一定的关系,

低纬度地区一般产量不及高纬度地区,这与文献中

报道的关于在北纬 50°左右地区, 引种到我国的俄

罗斯沙棘表现出很好的适应性,而在北纬 40°以南

地区引种时能否适应应进行试验的论述[ 6]是基本一

致的。但目前也有试验表明,引种在北纬 40°以南地

区的俄罗斯沙棘良种, 如所处海拔相对较高,其生长

和结实亦表现良好。例如甘肃兰州位于北纬 36°,种

植在海拔1 750 m的沙棘,单株产量一般 4～6 kg,

最高可达 8 kg。

因此,是否可以认为,这里主要制约沙棘生长和

结实的因子实为水分和温度。据青海的研究, 影响中

国沙棘在当地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含水量, 尤其

以 4、5 月份的土壤含水量对单株结实量的影响

大
[ 7]
。对中国沙棘如此,对引种的沙棘土壤含水量也

有很大影响
[ 5]
。至于夏季高温对沙棘的影响, 据陕西

杨陵多年引种试验的结果, 其越夏后不仅成苗保存

率低,而且生长量小,也不结实。而有些地区即使结

了果,其数量也很少,且成熟期约提前 20～30 d, 此

时正值北方高温多雨季节, 常造成大量落果, 给采

收、贮运和加工带来很大的困难。

　
表 1　国外沙棘良种原产地及引种区的自然条件和产量比较

地点 纬度
年均温度

(℃)
年降水量

(mm)
海拔

(m)
单株产量

( kg)
百粒重

( g)
产量

( t / hm2)
果实成熟期 资料来源

新西伯利亚 55°10′ - 3 550 150～200 9～12 60～90 10～13 8 月底～9月上旬 [ 4]

齐齐哈尔 47°25′ 1. 4 500 200 10～12 50～80 8～15 8 月中～下旬 [ 5]

阜　　新 42°00′ 7. 2 420 300 8～10 42～60 7～12 7 月下旬～8 月上旬 [ 5]

呼和浩特 40°52′ 7. 0 380 1 130 2～4 40～70 7 月下旬～8 月上旬 [ 3]

银　　川 38°40′ 8. 3 200 1 000 1～3 40～60 [2]

安　　塞 36°50′ 8. 8 500 1 000 0. 5～1 40～60

杨　　陵 34°20′ 12. 9 580 500 - - - -

　　此外,即使在同一地区, 不同品种之间的存活、

生长、产量等差异亦十分明显。齐齐哈尔引种的向阳

品种每公顷产量可达 15 t ,楚伊表现亦佳,但优胜和

阿亚甘卡则结实较稀,产量仅为 9 t / hm
2。银川 1996

～1997年引种的 11 个品种中,有 7个品种成活保

存较好, 其中以楚伊生长表现最好, 1999年平均高

129. 8 cm,地径 20. 2 cm,单株产量 2～3. 5 kg,而浑

金则分别为 114. 7 cm和 1. 89 cm, 单株产量 1～3

kg,阿楚拉则不足 1 kg
[ 2]。

可见, 在我国发展国外沙棘优良品种,特别是在

北纬 40°左右及以南地区,应先进行引种区域试验,根

据自然条件, 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品种,开展试验示

范,以提高效益和速度,切不可盲目推广而造成损失。

2　培育适于我国自然特点的沙棘良种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多样。从国外引进的沙

棘品种和类型,如引种区的生态条件与原产地差异

较小, 且经多年种植生长发育顺利,表现良好,并取

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地区可进行直接引

种,可望获得成功。但是,当引种区的自然条件与原

产地相差较大, 引种后不能正常生长,或虽可生长但

结实量少, 经济效益低下时,则应进行良种选育, 即

在引种目的区开展野外资源调查,寻找和发现果实

较大,无刺或少刺的优良单株,将其与引种品种进行

杂交,利用杂种优势, 培育出既能适应当地环境, 抗

逆性强,又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新品种或类型。但是目

前包括黄土高原在内的后一类地区, 这项工作开展

的还很薄弱,或者尚未进行,而仅仅停留在引种选择

上,虽产量可比本地沙棘略高,但忽视了其遗传特性

的不稳定性和长远的开发利用。

栽培沙棘在俄罗斯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和成

就,是与其严酷的自然条件分不开的。那里因气候严

寒,发展水果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为满足人民群众对

果品的需要,对包括沙棘在内的多种浆果进行了深

入地发掘和研究, 经过 60 多年的选种和育种, 培育

出了数十个大果、无刺优良沙棘品种和类型[ 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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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我国情况就不完全相同, 在温带和暖温带,种

植水果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这些地区

要使种植沙棘被群众接受, 并成为其自觉行动, 必须

培育出适合当地条件的新品种, 并通过规模化经营

和对植株各器官的综合加工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

以取得较高的收益,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　加强集约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大果沙棘良种在国外栽培一般均以获得果实高

产为其主要经营目的, 因此它们多种植在平整的土

地上,并实行类似我国果园生产的田园式管理。我国

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一国情决定了在我国发

展沙棘产业不可能占据大量农地, 而必须利用有限

的土地资源, 其中包括部分山地和沙地, 建立丰产

园,提高果实产量。为此,应选择立地条件较好, 有适

宜水分条件(包括人工灌溉)的地段, 应用科学的栽

培技术, 实行集约的经营管理,并结合生态要求, 特

别是“三北”地区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良土壤的要

求,以及发展加工利用的需要,进行合理布局。要把

生态和经济、治理和开发统一起来,按照相对集中的

原则,采取多渠道重点投入,扩大种植面积,因地制

宜建立适宜品种的生产基地, 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

提供具有稳定产量的优质产品和工业原料,为该地

区广大群众的脱贫致富和再造秀美山川的生态环境

服务。

此外,要大力加强对引种沙棘病虫害防治的研

究。目前各地干缩病和木蠹蛾的危害有呈扩大的趋

势,必须予以充分重视。要通过科学研究,采取积极

的措施,防止其进一步发展,以避免由此而给起步不

久的沙棘产业的发展造成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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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路建物资设备有限公司

沙棘产业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论证会

在陕西杨陵农科城举行

受陕西路建物资设备有限公司委托,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研究会经济植物开发专业委员会, 于 2003年

6月 15日主持了在杨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召开的咨询论证座谈会。座谈会上就该公司提出的沙棘产

业化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的草稿进行了充分的咨询和论证。与会专家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陕西沙棘开发

的现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完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方向正确,初步设想目标明确,措施有力,路线可行,

预期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与会专家还帮助该公司客观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沙棘产业化发展的趋势、有

利条件、风险和回避风险的办法。同时就沙棘产业化研发的原则和可供选择的切入点认真交换了意见和

看法。

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黄研会的有关领导、在陕知名沙棘专家和该公司的代表。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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