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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青海省沙棘资源现状进行评价，考证藏族医用药品种，对沙棘的社会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进
行深入研究同时对产业扶贫和问题进行探讨。方法：通过文献调查和野外实地调查的方法，对收集的资料和文献进

行整理和研究。结果：对青海省沙棘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进行详细论述，并针对沙棘精准扶贫进行可行性分析。

结论：青海省沙棘资源丰富且大多未开发，沙棘产业链水平有待提高，开展沙棘林下经济产业和沙棘生态旅游有助

于当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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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拥有天然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

气候条件，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往往具有抗逆性高（耐

旱、抗寒、抗辐射、抗紫外线）、光合作用强、有效

物质积累高、生物活性强等特点。沙棘在藏语中被

称为达布尔，为胡颓子科（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沙棘属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落叶灌木，以干燥成熟果实入药，为青
海藏族医学传统习用药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记载沙棘具有健胃消食、

止咳祛痰、活血散瘀的功效，用于治疗肺虚食少、

食积腹痛、咳嗽痰多、胸痹心痛、瘀血经闭、跌扑

瘀肿等［１］。藏族药沙棘在 《月王药诊》《四部医典》

《晶珠本草》等藏族医药经典中均有记录［２］。其中

《晶珠本草》记载：“达布尔果锐、轻；治培根病，

消化不良，化血，消除肺肿瘤，咽喉疾患，果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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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肺病”［３］。《四部医典》在第二卷 《论说医典》中

详细记载了 “沙棘利肺化瘀止培根”［４］，并在第

三卷 《秘诀医典》中记载了治疗肺病的 “茵陈八

味”“茵陈十味”“沙棘五味”“咳嗽不止石灰华

四味”等藏药方剂。目前，以沙棘为主的藏族药

制剂如 “二十五味鬼臼丸”“五味沙棘散”“十一

位安消散”“二十五味肺病散”等，均有着显著的

疗效和良好的市场口碑。沙棘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布的药食两用品种，果实口味酸甜，能够提神

醒脑。研究表明，沙棘的维生素 Ｃ含量非常高，
果实与种子中富含多种维生素、脂肪酸、黄酮、氨

基酸等活性成分。从沙棘中提取的沙棘黄酮在治疗

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如心脏动脉硬化、脑血栓、

高血脂症有显著疗效；沙棘种子油可对消除人体肿

瘤有显著的疗效［５］。在生态绿化方面，沙棘耐旱、

抗风沙，适合在盐碱地上生存，是防风固沙、保持

水土、改良土壤的优良树种。鉴于沙棘独特的生态

价值和经济价值，政府应大力推广沙棘的种植技

术，扶持农户种植沙棘或进行天然沙棘林的认领，

使沙棘产业形成规模，科学引导沙棘林下养殖产业

和中药材种植产业，以 “沙棘果 ＋沙棘鸡 ＋中药
材 ＋乡村旅游”的绿色产业模式加快农牧民脱贫
致富的步伐，实现农村精准扶贫、科技扶贫的

目标。

１　基原考证

《晶珠本草》将沙棘分为大、中、小３种。大者
称为纳木达尔，生于河谷川地，约有 ２层木屋高；
中者称为巴尔达尔，生山沟，树约一人高；小者称

为萨达尔，生于高地的溪水边、河滩，叶背面白色，

形如金露梅，高约２０ｃｍ。其中大、小２种的果实均
为黄色，状如黄水泡，刺破有水状汁液，两者均对

肺部和咽喉疾病有效，熬制成油可点灯。中沙棘果

大如青稞，硬而干，金黄色，益血。各地藏医的达

尔布为胡颓子科的中国沙棘、江孜沙棘、云南沙棘、

肋果沙棘及西藏沙棘。前３种树形高大且果为黄色、
多汁，与纳木达尔描述基本一致。其中中国沙棘最

为常见；肋果沙棘生于高海拔地区的河滩，果小如

青稞、肉质、干而硬、无汁液、果色黄绿，与巴尔

达尔相符；西藏沙棘也生于高海拔河滩，矮小、果

大、黄色多汁，与萨达尔相似。所以，藏药中沙棘

属的植物果实都可入药。而 《中国药典》只收录了

沙棘及其变种（中国沙棘、江孜沙棘、云南沙棘），

并未收录西藏沙棘和肋果沙棘品种，未能完全体现

藏族医学用药特色和实际情况。

２　青海省沙棘品种资源分布情况和适宜栽培品种
调查

２１　沙棘资源的野外调查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沙棘分布在青海省东部农业

区的浅山和脑山、大通河流域、祁连山、拉脊山、西

倾山等地区的河流中下部。分布区贯穿青海南北，地

理范围大致为北纬３５°～３８°，东经９５°～１０３°。青海
省共普查到３种沙棘：中国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Ｌｓｕｂｓｐ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ｕｓｉ、肋果沙棘ＨｎｅｕｒｏｃａｒｐａＳＷ
ＬｉｕｅｔＴＮＨｅ、西藏沙棘Ｈ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
均为天然原始分布种。其中中国沙棘是分布最广、

面积最大、资源量最大的品种，生于海拔 ２２００～
３６００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宁周边的海东、海
北、海南、黄南、果洛等地，尤以门源、湟源、大

通、祁连、泽库等县分布最广。资源量排在第二位

的是西藏沙棘，其生于海拔２８００～４５００ｍ的地区天
然林，调查发现其分布在互助、门源、果洛、玉树

等地。资源量最少是肋果沙棘，其生于海拔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ｍ的地区，天然分布主要在祁连、玉树、海西
等地。

２２　适宜推广栽培的品种

肋果沙棘果实褐色、肉质、果水少，生态效

益大于经济效益；西藏沙棘适合生长在干燥寒

冷、气候多变的山沟中，个体矮小、果实大、顶

端具６条放射状黑色条纹；中国沙棘分布广且植
株高大，培育品种产果率高，能起到保持水土的

生态价值和优秀果树的经济价值。针对国家退耕

还林政策，应推广种植中国沙棘。沙棘林下资源

不但可以养殖家禽而且林下也能套种桃儿七、川

赤芍等中药，通过立体空间的发展模式给当地农

户带来稳定的收入。

３　藏药沙棘的价值体现

３１　生态价值

沙棘是联合国选定的特色经济林树种，是治理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西部荒漠化的先锋树种，具有

以下特点：１）沙棘成活率高、成林快。李代琼等［６］

在宁夏固原县半干旱黄土区进行的沙棘、柠条、山

·４５４１·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２２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Ｓｅｐ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９

桃等１０余种植物种植，同等环境下造林，通过１０年
时间的观测发现沙棘和柠条适应性较强，成林效果

更好。２）水土保持作用，特别是治理砒砂岩有特效。
沙棘在护坡保土、拦截泥沙、抗风沙方面作用明显。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利用沙棘治理砒

砂岩项目，从实施的情况看，砒砂岩地区大面积种

植沙棘效果良好［７］。３）固氮改土，促进生态平衡。
张雪彪［８］研究发现，沙棘属非豆科植物，但可与某

些固氮菌共生，形成类似豆科固氮的根瘤进行固氮；

与此同时，通过枯叶的分解、植株的淋溶及根系腐

烂等作用改善了土壤结构，使营养元素返回到土壤

中，维持了土壤养分的平衡。调查表明，沙棘种植

的林区，可形成草木丰茂的植物群落，植被的恢复

和稳定给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极大地稳定

了地区生物的多样性问题。４）防风固沙，涵养水源，
有效减少入黄泥沙。沙棘根系发达，在地下空间可

形成密集的根系网，沙棘成林后林冠层有效减缓了

暴雨对土壤的侵蚀。固沙能力之强是其他乔木、灌

木无法比拟的。沙棘林形成后能抵抗大风、降低风

沙推进速度，同时成林后还可以起到土壤保湿的

作用。

３２　经济价值

沙棘由于防风固沙作用明显，又适合生长在环

境恶劣、干旱缺水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经

济价值。沙棘被科学界誉为 “第三代水果”，日本

称为 “长寿果”、俄罗斯称为 “第二人参”、美国称

为 “生命能源”、印度称为 “神果”、中国称为 “圣

果”“维Ｃ之王”，今后有望在解决２１世纪人类所
面临的生态环境，贫穷、疾病三大难题方面取得突

破。如今，沙棘产品已遍布生物医药、保健品等行

业中，沙棘及其副产物也是上好的饲料、肥料和燃

料。前苏联利用沙棘油为原料，开发出了近１０种药
品。国际上研究开发沙棘产品的机构和企业越来越

多，发展势头很猛［９］。我国近几年在沙棘产品开发

方面发展也很快。

３３　社会价值

３３１　沙棘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用沙棘加工的
食品、饮料、保健品等在中国大健康产业背景下

不仅迎合了消费者对医药养生文化的理念认同，

而且也满足人们对追求健康食品、保健养生的需

要。研究发现，沙棘油能抗辐射和抗癌及增强机

体活力等特殊作用。用沙棘油制成的药品、保健

品对辅助治疗癌症有明显效果。沙棘叶中同样含

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中黄酮化合物能扩张冠状

血管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制成沙棘茶具有调节

血脂、改善便秘、抗衰老、抗疲劳、提高免疫力

等作用。

３３２　沙棘产业辐射带动农户增收　沙棘产业稳住
增长后既可以给农户带来经济价值，也可以在采收

季节创造大量的流动的务工岗位，解决了社会富余

劳动力的就业，增加了农牧民收入。这对西北地区

来讲，不但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便于沙棘大

规模种植，使沙棘产业成为继柴达木枸杞之后的又

一个创收的绿色产业。

３３３　对三江源 “水塔”的生态保护作用　青海地
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也是三江之源头。三江源地区

的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工程任重而道远。沙

棘可以保沙固土，适应荒漠环境、改善土壤环境、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北方地区沙尘

暴的发生次数和危害程度的左右而且以沙棘果的经

济价值高，可以为青海地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保障。

４　推广沙棘林下经济产业和沙棘生态旅游产业模式

４１　通过林下养殖 “沙棘鸡”和林下栽培中药材，

提高百姓收入

在海西柴达木地区，枸杞产业已经不局限于传

统的以种植枸杞为主的农业产业，而是聚集带动周

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其中，首

当其冲的就是林下产业。枸杞种植面积广，但是空

间上利用面积不大，“枸杞鸡”的出现使上、中、

下空间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养殖枸杞鸡吃了枸杞叶、

果实、虫子、草籽，具有着独特的药用功能和滋补

作用，销量可观，这是柴达木枸杞与生态养殖的完

美结合。沙棘是青海省分布较广的树种之一，总面

积约 １５５８００ｋｍ２，为全省森林资源面积的 ４０％。
这庞大的生态面积同样也为养殖 “沙棘鸡”创造出

了空间，可以采用枸杞鸡养殖模式增加种植户的收

益。有资料显示，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借助政府

退耕还林政策种植沙棘达到１０万亩（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
林木有林业补助，农户和养殖户签订协议养殖沙棘

鸡，其中每只沙棘鸡的纯收入４０～５０元，再加上果
实的收益，这种集约型绿色经济模式带动周边农牧

民致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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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９年底，青海省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
８４５万亩（枸杞面积除外），已成为全国大宗药材生
产基地之一。有一部分青海地产药材生长在林下，

如桃儿七、川赤芍等，引种栽培时往往不是很成功，

究其原因在于喜阴植物没有遮阴条件。所以，沙棘

林下种植品种适宜的药材，不但能提高空间利用率、

而且通过种植地产药材能让百姓受益。

４２　政府引导沙棘产业带动新型农园的发展

随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联合出台 《关于促进青海中藏医药康养旅

游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旨在充分利用青海省丰

富的旅游和医药资源，推动旅游和医药的融合

发展。

立足青海农牧区资源特色和生态环境优势，以

沙棘种植园为契机，依托生态农业和高原美丽乡村

文化为基础，以自然保护为核心，以生态农业生产

和生态旅游为主要功能，为人们提供的农村旅游、

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参与农事劳作、体验农村情

趣的新型农园。这样可以让生态旅游与生态种植完

美结合，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让农户的收

益实现最大化。

５　目前沙棘产业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探讨

５１　最初种植沙棘是为了生态保护，而不是经济
作物

青海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防风固沙林和涵养水
源为主要目的大规模种植沙棘，追求产果为主的经

济林营造规模很小。大多生态林分布在河谷滩地以

及洪积扇缘上。加之交通不发达、林分质量差、雄

株比例偏大等因素，导致果实单产低、盛果期采摘

后无物流仓储条件、果实不能第一时间加工等问题，

致使丰富的野生沙棘资源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经济

效益。

建议在沙棘资源产业培育过程中加快 “果用

型”沙棘的品种选育工作，通过筛选果大、柄长、

抗病性强、活性成分高的植株进行选育，实现沙棘

的稳产高产。其次，应处理好沙棘生态和经济效益

间的关系，确保在现有沙棘林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等生态功能不改变的基础上，把野生沙棘林和生态

林改造为生态经济林，科学合理地更换树种、补种

树苗、修剪枝条，加强抚育管理工作，充分开发沙

棘林经济价值。针对不同地域与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按照生态区位和利用价值，确定基地、仓储建设范

围与规模，划分生态林、生态经济林和经济林，采

取相应的经营措施，实现沙棘资源的高效配置，实

现沙棘林三大效益的充分发挥，获取短期效益与长

期效益的有机结合。

５２　现行制度不够完善，沙棘资源利用率低

目前，青海野生沙棘林受现行林权限制，沙棘

林责权不明，林农培育和利用现有沙棘林的积极性

不高［１１］。虽然青海省沙棘资源丰富，是优质地产品

种，但受物流仓储基础落后、企业规模小，辐射带

动种植效果小、产业链尚未形成、产业投入不足等

影响，导致沙棘资源产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省外众

多地区。

建议政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护、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和培育高效稳产沙棘资源，完善集体

林权制度，发展集约经营、高效管理等灵活多样的

方式，积极拓宽投资渠道，大力发展沙棘经济林、

生态经济林基地，为全省乃至全国沙棘产业发展提

供坚实的原料保障，加强现代林业建设；同时，各

级部门通力合作、精准发力、定向施策，吸引工商

资本投身其间。对现有的龙头企业，政府应加大投

资和帮扶，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造血能力、研发新

产品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与农户建立完善的良性的

合作关系，从源头保证产品的质量，也使当地百姓

获得更高收益。

５３　沙棘的产品研发滞后和市场开发不够

青海省沙棘加工企业多以沙棘鲜果为原料，产

品主要以沙棘饮料、鲜果膏和沙棘鲜浆丸为主，科

研创新性和技术开发能力较弱，同时缺乏对目标市

场的准确分析和把控以及根据消费者需求设计和研

发产品的能力。产品和目标市场找不到切合点，很

难将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建议积极开展沙棘深加工技术研究，进一步加

强沙棘在医药、保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第七届

国际沙棘学术讨论会的内容来看，目前沙棘果油中

活性成分的研究较少、沙棘果渣中黄酮醇浪费严重，

沙棘果实和枝叶在功能营养食品和药物开发领域大

有前途。未来应以这些方面为研究突破口，积极开

展研究工作。大会也讨论了 “栽培品种原料采
收加工工艺产品包装市场准入”一系列的标准化
问题［１２］，提示今后沙棘原料和产品出口国外的门槛

将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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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不断加大沙棘文化和产品的宣传。沙

棘本身富含较高的营养价值，在医药保健方面有着

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更应该借助 “青洽会”等

青海省平台和新闻媒体的宣传，使消费者了解沙棘

的功效和保健作用，提高消费者对沙棘果的认知程

度，更好地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沙棘产品消费，从

而进一步拓展沙棘市场，最终形成以沙棘为中心的

沙棘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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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满足公立基层医院需求和非公立基层医

疗机构市场需求两类，第一类以 “基药目录”准

入为前提，集约化的流通渠道为支撑，第二类是

以大规模的乡村医生资源为基础，创新性的市场

及继续教育模式为支撑；四是集中满足高端个性

化医疗需求的企业及产品，主要满足高端商业保

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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