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里县丰厚的野生沙棘资源特点分析

杨 涛 !，杨仕杰 "

（!# 西昌学校 园艺系，四川 西昌 $!%&!’；"# 木里县农业局 多经站，四川 木里 $!%(&&）

【摘 要】沙棘是一种良好的经济林木，沙棘一变种——— 木里高沙棘具有分布广、产量高、经济寿命长和

抗逆性强等特征。合理开发、持续利用该类资源，对带动该县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民脱贫致富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同时在利用上要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保护天然资源与扩大人工种植并重、科学研究与加

工并重”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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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 （123343567 8569:42;7< =# ）是胡颓子科沙

棘属的一种小浆果灌木或亚乔木，它具有耐干旱、耐

瘠薄、耐严寒、耐高温等诸多优越生物学特性 > ! ?。沙

棘的果、叶、茎、皮、根不仅具有食用、药用、保健、美

容功能，而且还具有饲用、观赏、绿化、和水土保持、

生态维护等诸多的作用，因而其综合开发利用价值

高，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同时，对促进贫困山区经济

发展，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对改善生态环境，走长期

持续发展利用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意义 > "，’ ?。木里县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类型，对其

野生沙棘进行系统特征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沙棘的

开发利用，对该区域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木里县自然概况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横断

山脉之中，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相连接的一级辅

着 “绿色地毯”的阶梯，四周与理塘、宁蒗、盐源等九

县接壤。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A B !&!@0%A，北纬

"*@0%A B "+@!%A。
全县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深谷，海拔

!%’& B %+&&9。其气候主要受印度洋季风、西风南支

急流影响，但重重叠叠的高山是季风湿热气团向北

运行、南支急流冷气团南行的天然屏障，挡住了部分

相互运行的气团。随季节不同，大气环流系统的更

替，构成了木里明显的气候特色。大半年天空晴朗，

云层不多，干湿季明显，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

酷热；气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日照多，雨量适度，

偏南风。在海拔 "$$$# $9 的瓦厂气象站：年平均气

温 !!# 0C，一月平均 0# ’C，七月平均 !*# !&C，绝

对 高 温 ’"# "&C ， 绝 对 低 温 D (# +C ， 年 降 雨 量

0(*# 0 B !&’’# %99，年平日照 "’&"# %5，有效积温

’!$$# 0C，相对湿度 %*E 。

" 木里县特有沙棘变种——— 高沙棘的

生物学特征

沙棘共 0 个种（肋果沙棘、西藏沙棘、沙棘、柳叶

沙棘），+ 个亚种（中国沙棘、云南沙棘、中亚沙棘、蒙

古沙棘、江孜沙棘等）。木里县现有的沙棘，因其植株

高达 ( B "%9，幼枝和叶片上面具有白色星状柔毛，

结果多，产量高等独特的优点区别于原种，定名为沙

棘的一个变种——— 高沙棘。

高沙棘为落叶乔木，"% 年生树高 !!9，干高

!# +9，冠径 %# ’9，单株年结果 !%FG。树形：近圆锥

形。树干灰黑色，树皮有较厚的木栓层，纵裂，粗糙，

有部分萌发新枝。枝多年生枝灰褐色，光滑，幼枝密

被白色星状柔毛，一年生枝灰绿色。幼树枝条背生或

顶生粗壮的刺。雄树枝条多刺。结果枝为多年生枝和

当年结果枝，一般无刺。芽近圆形，黄褐色，贴生叶

腋，萌发力和成枝力均强，雌树的芽属混合芽。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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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性花，雌雄异株，在海拔 !#$$% 的鸭咀地区，& 月

下旬开花。雌花单生叶腋，黄绿色，花萼囊状，顶端

齿裂，子房上位，" 心皮，" 心室，" 胚珠；花柱短，微

伸出花外，急尖，花序轴在花后发育成小枝。雄花较

雌花先开放，黄绿色，无花梗，雄蕊 ’，各 # 枚分别与

花萼裂片互生和对生，花丝短，花药矩圆形，花序轴

在花后脱落。果呈块状或穗状，果穗常 ! ( "")%，于

* 月下旬成熟。成熟果桔黄色，近圆形，单果重

$+ ,"!, 克。种籽 " 枚，倒卵形或近椭圆形，表面有 #
条纵沟，骨质，黑褐色，种皮厚而硬，并附有油脂状棕

色胶膜，千粒重 ,+ ’ 克；果实出种率 &- ，种子发芽

率 ..- ，种籽含油量 ".- 。

! 木里县野生沙棘的分布与数量

!+ " 自然分布

木里沙棘，普遍野生于海拔 !$$$ ( !&$$% 区域

的沟地、谷地、河流两岸、高山峡谷、河谷台阶、河漫

滩、洪积扇、干涸河床、山坡、山脚、林隙、林缘、路旁。

沙棘林间，常见流水潺潺，是沙棘分布生态景观。其中

以海拔 !"&$% ( !’$$% 的高山河谷、平坝分布最多、

最集中。这一区域属温带气候，主要气象因子见表"。

’ 木里县野生高沙棘资源特点 ’+ " 历史悠久

高沙棘起源早，通过自身的长期繁衍，自身的代

表 # 木里县行政乡村沙棘分布情况

从表 " 看出，木里县沙棘是分布在最理想的环

境区域里的。其分布区植被特征为：沙棘常与高山

灌丛柳树、野樱桃、灌木型白桦和红桦树、山定子、白

杨、高山栗、杉树、云南松、三颗针、刺莓、多种刺丛等

针、阔野树伴生，整个地面有蒿类等多种一年生草本

覆盖。沙棘林周围和林间隙地，以云杉、冷杉、铁杉、

云南松、乔木型高山栗、高山灌柏、小叶杜鹃为主。

!+ # 行政乡村分布与数量情况

通过实地调查和详查，在沙湾、卡拉、麦地龙、麦

日、水洛（邛依）、东朗（布基沟）、博科（交沟）、牦牛坪

（机谷、水洛沟）、宁朗（卡尔牧场）、屋脚、唐央、博窝

等 "# 乡有沙棘分布，其中以唐央的约里、同窝、里

多、西沙、陈昌、屋脚的豆洛河、长 & 千米的黄斯洛

沟，麦日沙绒沟、瓦拖沟、卡拉、沙湾、麦地龙等地分

布最多，最集中。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 "+ ,/ 万公顷，&$ 万

株。交通方便的公路沿线有近百条大、小沟谷、河坝、

山间，共有沙棘分布 "+ ’/ 万公顷，其中有 $+ . 万公

顷沙棘分布较稀疏，只能作宜园地；公路沿线有沙棘

!, 万株。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

表 " 沙棘产区气象对照表 单位0 1、2、%%、3、-
产区 年均温 一月均温 七月均温 最高温 最低温 日较差 有效积温 年日照 年降雨 无霜期 相对湿度

木里 ,+ ! 4 ’ "’+ ’ "* 4 "!+ * ". "*$$ #$$$ *#$ ".$ ,&
老产区 ’+ / ,$ 4 &$ #&$$ "*$$ #&$

"&+ , &$$$ !’$$ .$$

51 6 51 6 51 6 51 6 51 6 51 6 5 2 6 5%%6 5 3 6 5- 6

产地 面积（万公顷） 成年树（万株） 幼树（万株） 合计 备注

麦地龙 $+ "/’, "+ & ’ &+ & 多数是次生植株

龚英 $+ $,’ $+ ! $+ # $+ &
凹多 $+ $""! $+ " $+ # $+ !
亭多 $+ $#"! $+ "& $+ "& $+ !

卡拉鸭咀河 $+ !!. ,+ ." #+ && *+ !, 烧香梁子至水运段

先里沟 $+ $*’$ $+ #& $+ !& $+ ,
布顶 $+ !.$$ *+ #! !+ #& "#+ . 壤白牧场至鸭咀桥

乍尼 $+ ".,$ $+ ’ $+ / "+ "
藏翁 $+ $.$$ $+ # $+ ! $+ &

沙湾色更 $+ "’#, ’ "+ ! &+ ! !$- 是纯沙棘林

合计 "+ ’*#$ ##+ ** "!+ #/ !,+ #,
备注：表中成年树是指树龄十年以上，幼树是指树龄十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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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形成了对该环境的某些生态因素的特定需要和

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特别是第四纪山岳冰川运

动，对该区系物种影响不大，该物种没有被毁灭和淘

汰，得以保存和发展。据调查（见表 !），木里沙棘有

千年以上的历史，现实的以万亩为单位的片生天然

沙棘林和几百年的参天大树到处可见，各地还有大

片的纯沙棘林，有的株干高达 "# 多米，这些全部都

是原始形景观，并保存了完整的地理条件，足以说明

高沙棘起源早，历史悠久。

表 ! 木里县古老沙棘大树情况调查表

产 地 树龄（年） 高（$） 干高（$） 干周（$） 冠径（$） 生长状况

乍 地 !"# %& "’ ( )’ ! #’ &% 小枝结果

鸭咀河 ")! %* #’ ) !’ + (’ ) 年结果 + 千克

鸭咀河 "!# %% #’ ! !’ ( %"’ & 产果 %#’ ") 千克

布顶沟 "%# %) #’ & !’ " %"’ ! 年产果 %) 千克

布顶沟 %&# %" #’ ( "’ + (’ % 主枝更新，年结果 ) 千克多

产地 树龄（年） 高（$） 干高（$） 干周（$） 冠径（$） 产量（,-）

鸭咀沟 !% )’ . #’ &. #’ .( *’ " %"’ *
恰冈沟 %! ) #’ #" #’ & !’ ") %)’ (

布顶沟中游 %"# %" %’ . #’ +) !’ )) ""’ %
布顶沟上游 ") ( %’ * #’ .* )’ ) *%’ &

表 ) 木里县高沙棘单株产量情况

*’ ! 产量高

高沙棘普遍结果累累，枝条座果繁而密集，呈块

状或穗状，果大，单枝结果多者重达 #’ #"),-。部分

老产区的沙棘，每公顷产量 % / %’ !!!,-。单株结果

平均 %%’ ) / ""’ +),-，高者达 *%’ &,- 0见表 ) 1。
*’ * 经济寿命长

产地 海拔（$） 面积（公顷） 株数（株） 公顷平均

居衣 !%## #’ #!!! !.( )#’ *###
鸭咀河上段 !".# #’ )!!! %&&" %!’ ()##
鸭咀河中段 !""# #’ %!!! "!!+ ..’ +&&&
恰冈沟中段 !"(# #’ %!!! !%* #’ %#*&
恰冈沟下段 !"## #’ #%!! +) !%’ &&&
布顶沟中段 !".# #’ "!!! +(( %(’ ("##
布顶沟下段 !"%# #’ #.!! %#*" &!’ %&&&

合计 %’ %&&& &(%( "&’ ".!!

*’ " 种群密度大

部分成年沙棘林，亩平均 "## 株左右，部分 % / !#
年生树，在一些地方密度更大，据抽样调查，每公顷平

均达 "&’ ". 株；更密者，每公顷 ..’ +. 株 0见表 *1。
表 * 木里县沙棘植被群落种群密度情况

高沙棘 ( 年左右开始结果，%! 年进入盛果期，

其盛果期长达 %*# 年以上，甚至 ")# 年以后都仍然

可结果 ) / %#,-。据报导，其它地种沙棘，& 年初果，(
年进入盛果期，%# 年衰退，需要平茬更新复壮，盛果

期仅有 ! / * 年。可见木里县高沙棘的盛果期和经济

寿命很长，可获得较大的有效经济效益。

*’ ) 繁殖和林园营造容易

高沙棘利用自身很强的根萌蘖能力和生命力强

的种籽，自然繁殖、更新、传宗接代。如在该县乍尼

大乡，树伐后 !!!’ !)$" 的样方 （稀疏灌木杂林），有

% / "’ )$ 高的沙棘幼树 )+ 株；在该县麦地龙机依河

两岸，大树砍伐后的地方，已有 #’ ) / !$ 高的次生

沙棘 ! 万多株，成块、成片的群体正在茁壮成长。

人为繁殖、营造也比较容易，可实生播种，硬枝

扦插、根条扦插、嫩枝温室扦插、压条、分株、嫁接、嫩

尖组织培养苗木，成活率高；营造人工沙棘林园，成

林快，栽一株可萌蘖成一丛，栽一行，可串成一片。

*’ & 抗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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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量沙棘林、高沙棘单株的反复调查，高沙棘普

遍表现出生命力强，适应性广，可在肥沃地、岩石缝隙、

乱石地上、沼泽地、水沟边健康茁壮生长发育 "见表

#$。

枝条分类数

徒长 发育 结果 枯枝
产 地 生态 树龄（年） 高（%） 干高（%） 干周（%） 冠径（%）

布顶沟 河床 &’ ( )* +( +)* #, &* -+ ( &!&! .-.) +.!&
布顶沟 山脚平坝，棕壤 +!. +( )* . +* #! (* ( ++ !.& ’&’& +,&(+
恰冈沟 冲积石骨子土 ++ (* + )* ’ )* !- !* - & +.# !)+) .(#
鸭咀河 水沟边 ’. , )* # )* ,. . ) &,-) !&() ’&)
鸭咀河 洪积乱石地 (’ ++ +* + )* ,+ #* , ) +.) &+’) +,#)
布顶沟 !) 的干燥东坡 # +* #- )* ! )* ), )* ( +) .& ) )

( 强化综合利用，提高保护意识

如上所述，木里野生沙棘资源丰富，且具有种群

寿命长，抗性强，繁殖容易等特点。这对开发利用此

资源很有利。

(* + 开发利用指导思想

要在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保护天然资源

与扩大人工种植并重、科学研究与加工并重”的指导

思想下进行该资源的开发。既要抓好现有野生资源的

开发利用，把我县丰富的沙棘资源变为商品，使广大

农牧民从开发沙棘生产中得到实惠，从而激发起广大

干群发展沙棘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更要有效地

抓好后续资源的发展，以备保护生态永续利用 /’ 0。

(* & 实施划片承包管理制

认真贯彻执行开发利用与保护培育相结合的方

针。结合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将较为成片集中的沙

棘林划片包于承包给所在地的村民、牧工 / ( 0。

(* ! 搞好技术培训，做到合理采摘

为保证年年产果、年年出商品的目标，应计划每

年在采收前都应办好采摘技术的训练工作，做到既

要收好当年的鲜果，又不要损伤次年果枝，并大力改

进采摘工具。

表 # 部分沙棘林分植株生长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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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涛，杨仕杰：木里县丰厚的野生沙棘资源特点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