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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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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历史 ,分析了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原则。 ( 1)继续实施植被建设工程 ,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重建 ; ( 2)在政府统一管理下 ,适度开发野生资

源 ,建立经济植物生产基地 ; ( 3) 开发植物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

体对策是: 加强珍稀濒危的经济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并建立各类野生经济植物园 ; 加强经济植物的引

种驯化、品种选育工作 ,建立经济植物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和推广体系 ; 加强经济植物的加工技术研究 ,建设

经济植物的加工业 ,对次级产品进行市场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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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 ter int ro duced economic pla nt resources a nd i ts uti li zated status in the loess plateau, the princi-

ples o f sheltered utilization o n econo mic pla nt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counterm ea-

sures, which can realize sheltered uti li zatio n of eco no mic plant resources, are put fo rw ard. To rea lize shel-

tered uti li zatio n on economic plant resources in the loess pla teau, the principles o ugh t to be scrupulously

abide by as fol low s. ( 1) Eco -env iro nment rehabi li ta tion projects are continuo usly carried o ut in o rder to im-

prove ecological system o f the regio n; ( 2) Based on scheming management of the gov ernm ent , wi ld reso urces

o f econo mic plants are limi ted to be uti li zed and cul tiv ated base o n eco no mic plants are encourag ed to up-

build; ( 3) Key technique and practical tech niques are t ried hardly to develop abo ut com prehensive utili za tio n

o f economic plants. The co untermeasures a re put forw ard: Enha nce the resea rch o f co nserva tio n biolog y o n

ra re and endang ered eco no mic plants in the loess pla teau, and set up bota ny g arden a nd arbo retum about wild

eco no mic plants; Enha nce the research o n econo mic plants int roduction and acclima tizatio n, and const ruct

breeding base a nd spreading system of ex cellent v arieties of econo mic plants; Enhance engineering research of

phytochemist ry on econo mic plants, and dev elop eco no mic plant indust ry in o rder to reali ze price increment of

seconda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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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植物资源 ( Economic Pla nt Resources)的研

究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1— 5 ]。黄土

高原地处我国腹地及黄河中游 ,是中华民族 5 000 a

文明史的发祥地 ,不仅具有多样的地貌 ,山、川、沟、塬

兼具 ,而且气候条件较为复杂 ,干、湿、寒、热皆备。这

为许多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也造就了黄土高原经

济植物资源的多样性。 然而 ,除极少的经济植物已被

广泛关注、开发利用外 ,大部分的野生经济植物资源

尚未开发利用 ,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如何使黄土高

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依靠什么策略及有

效途径来持续地、合理地开发利用经济植物资源 ,显

得尤为重要。

1　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华北地区西部及西北地区东

部 ,介于北纬 34°— 40°、东经 101°— 113°之间。它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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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 ,西达乌鞘岭和日月山东坡 ,南抵秦岭北坡 ,北

到阴山 ,跨晋、陕、甘、青、宁及豫等 5省区 ,总面积约

6. 24× 105 km2。黄土高原除少数石质山地外 ,一般覆

盖着深厚的黄土层。受温带大陆性气候控制 ,该区气

温、降水量季相分明 ,年均温 6℃～ 14℃ ,年均降水量

150～ 650 m m。该区山地土壤和植被呈明显的地带性

分布。 从东南向西北 ,土壤依次为褐土、垆土、黄绵土

和灰钙土 ,气候依次为半湿润气候、半干旱气候和干

旱气候 ,而植被依次出现森林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

草原 [ 6]。因该区的黄土孔隙度较高 ,透水性强 ,具沉

陷性 ,又缺乏植被保护 ,加之夏季雨量集中 ,多暴雨 ,

故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黄土高原地区的植物种类比较丰富 ,仅种子植物

有 147科 864属 3 224种 [7 ]。 其中 ,裸子植物有 7科

13属 41种 ,单子叶植物有 20科 60属 615种 ,双子

叶植物有 120科 700属 2 568种。某些科的植物种类

丰富 ,在植被组成上起着重要作用 ,如禾本科、菊科、

蔷薇科、豆科、十字花科、唇形科等。 除局部的石质山

地分布有森林外 ,大部分区域为典型草原或荒漠草

原 ,代表性的草原群系为长芒草草原、白羊草草原、短

花针茅草原、沙生针茅草原等 [8 ]。

该区的植物区系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部分地区

的植被破坏严重 ,导致了严重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比

较脆弱。

黄土高原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复杂的气候条件 ,孕

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植物资源。 在该区分布的 3 275

种维管束植物中 ,有淀粉和糖类植物 80种 ,油脂植物

106种 ,色素植物 20种 ,饲用植物 1 300种 ,蜜源植物

171种 ,纤维植物 110种 ,鞣料植物 62种 ,香料植物

54种 ,树脂及树胶植物 13种 ,药用植物 946种等

等 [9 ]。其中 ,部分野生经济植物分布广 ,资源蕴藏量非

常丰富 ,如沙棘 ( Hip pophae rhamnoides subsp.

sinensis )、酸枣 ( 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苦木

(Picrasma quassioides )、倒卵叶五加 ( Acanthopanax

brachypus )、花红 (Malus asiat ica )、苦豆子 ( Sophora

alopecuroides )、 薰衣草 (Lavandula vera)、 沙枣

(Elaeagnus angusti f ol ia )、 文 冠 果 (Xanthoceras

sorbi f ol ia )、 白 苏 (Peril la f rutescens )、 白 沙 蒿

( Artem isia sphaerocephala )等。一般来说 ,它们被当

地居民利用的历史比较悠久 ,对这些植物的资源学及

植物化学研究已有多年历史 ,并具相当的深度。

自 20世纪 50— 60年代起 ,黄土高原就开始了植

物资源的普查及其开发利用研究 [10 ]。一方面 ,积极开

展野生经济植物资源的收购 ,满足工业和国民经济之

需。另一方面 ,对部分经济植物开展专项研究 ,如薯蓣

( Dioscorea spp. )、水飞蓟 ( Sil ybum marianum )、枸

杞 (L ycium chinense )、 胡 卢 巴 ( Trigonella

f oenum-graecum )、甘草 (Gl ycyrrhiza uralensis )等 ,

取得一定的成果和价值 ,并通过积极推广应用这些成

果与技术来促进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少数野生植物

已经开始了产业化开发进程 ,如薯蓣、沙棘、枸杞、苦

豆子、酸枣等。 许多县市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地理环

境 ,积极发展经济植物产业 ,并形成相当的规模 ,如陕

西省韩城的花椒产业、白水县的苹果经济 ,宁夏的枸

杞、甘草产业等。但从总体上来看 ,该区尚有许多有开

发潜力的经济植物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2　黄土高原野生经济植物保护性开发

利用中的原则
( 1)继续实施“山川秀美”工程 ,促进生态环境的

改善与重建是保护黄土高原经济植物多样性的基础。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 ,长期的农业活动已使

近半数的陆地国土和全部水域发生深刻的变化 ,也使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遭受到严重的挑

战 [ 11]。这主要表现在土地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

致自然生境日益缩减 ,工业、城市及人口迅速发展所

带来的污染问题造成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下降 ,趋向单

一化 ,环境质量降低 ,也造成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 ,生

物多样性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黄土高原表现得尤为

突出。从某一方面来说 ,“山川秀美”工程、西部大开发

战略等的实施 ,正是中国政府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恶化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而“山川秀美”工程自实

施以来 ,仅 1999年陕西省就退耕还林 (草 ) 2. 17× 105

hm
2
,荒山造林 6. 65× 10

4
hm

2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 [ 8] ,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部分恢复、重建。因而 ,

继续实施“山川秀美”工程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恢

复与重建 ,遏制住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物多样性下降

的势头 ,也就保护了黄土高原经济植物的多样性及其

赖以生存繁衍的生境 ,保证了黄土高原经济植物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与发展之源。

需要说明的是 ,对黄土高原野生经济植物进行保

护性开发 ,并不是指对现有植物资源进行盲目开发。

它强调的是在摸清经济植物多样性的资源状况的基

础上 ,有选择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以达到保证经

济植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之目的。这同黄土高原植

被建设和生态重建的基本目标并不矛盾。在“山川秀

美”工程中 ,被强调、重视的治理原则之一就是培育发

展主导产业 ,带动地区经济全面发展 [ 12]。通过黄土高

原野生经济植物的资源学研发 ,不仅能筛选出具生态

—经济双重效益的乡土物种 ,为黄土高原的植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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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树种、草种 ,丰富植被建设的物种多样性 ,

也可以将某些经济植物的产业化开发同地方的生态

建设结合起来 ,以其开发利用来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 ,来调动当地群众对植被建设的自觉性和长期性。

从这个角度看 ,黄土高原野生经济植物保护性开发利

用对该区的植被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2)在政府统一管理下 ,适度开发野生资源 ,建

立经济植物生产基地 ,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

证。目前 ,在黄土高原 ,对野生经济植物进行人工驯

化、种植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大多数还都处于野生状

态。而限于经济文化条件 ,当地民众往往采取只挖不

种的采收方式 ,导致野生植物资源逐渐减少。尤其是

一些市场需求旺、价格高的野生植物 ,在乱采滥挖的

掠夺性利用风潮下 ,其资源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甚至

于枯竭至濒危状态。如甘草的年需量约为 2. 00× 10
8

kg ,远远超过其野生资源的最大可持续收获量。巨大

的市场短缺直接导致甘草资源开发中的短期行为 ,造

成其分布面积与解放初相比减少了 50%
[13 ]
。

要实现野生经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更有效

的方法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大力建设成

一批与资源市场相适应的经济植物生产基地。这不仅

能够提供充足的经济植物资源 ,为相关加工业提供持

续的生产原材料 ,而且有助于黄土高原土地资源和植

物多样性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有利于地方农业特色优

势的充分发挥。因此 ,应大力加强对这些野生植物人

工繁殖栽培技术的研究 ,建立各种珍贵野生经济植物

生产基地。这样既可以提高经济植物产量来满足市场

的需要 ,又可减轻不科学的收获方法对野生植物资源

的浪费 ,减少不合理的采收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3)开发植物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

实用技术 ,是实现经济植物资源产业化、规模化、市场

化的必要步骤。对于特定的植物资源品种而言 ,研究

一套合理的加工利用技术体系 ,是其产业化过程中必

须要走的步骤 [14 ]。要实现黄土高原经济植物产业化 ,

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开发植物资源综合利用的

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 ,即在有选择地抓住代表性

的品种、代表性的技术方向后 ,从面出发 ,再深入到

点 ,通过品种优化、高效栽培、深加工技术与工艺、先

进加工设备的研制、产品标准体系的建立等一系列的

研究与技术开发过程 ,攻克这些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

技术问题。惟有这样 ,才能在获取常规的淀粉、蛋白、

油脂等初级农产品的基础上 ,获取其具有较大经济价

值潜力的次生代谢产物 (如甾类、萜类、黄酮、生物碱

等 )及其它生物活性物质 ,获得其远远高于传统农产

品的增值幅度。

在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的开发研究过程中 ,要

注重以下几点: ( 1)创新性。 在继承和利用现有的成

果与技术的基础上 ,要根据市场要求和现实需要对经

济植物的传统技术体系及开发流程进行创新 ,注意对

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 ( 2)市场导向性。技术衍

生的产品应有恰当的市场定位 ,注重与国内、国际市

场接轨 ,产品能够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品质 ; ( 3)效

率性。应用性技术应必须突出产业化思想 ,能够实现

植物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 ,降低生产的社会成本 ;

( 4)多学科攻关。关键技术体系必须要纳入产业化攻

关目标 ,进行多层次、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 ,充分发挥

联合攻关的优势。

3　黄土高原经济植物资源保护性开发

利用对策
( 1) 加强珍稀濒危的经济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

究 ,并建立各类野生经济植物园。 在黄土高原植被建

设过程中 ,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 ,还应对地区

分布的野生经济植物进行种质收集与迁地保护 ,建立

经济植物园 ,并加强珍稀濒危的经济植物的保护生物

学研究。这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存这些植物的种质资

源 ,有利于对这些植物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进行研

究 ,使其不至于在尚未发现其巨大价值之前就濒临灭

绝 ,也有助于更多的经济植物物种能够参与到黄土高

原的生态重建过程 ,去填补恶劣环境下农业生态系统

的空缺生态位 ,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局

面。 如扁桃 ( Amygdalus communis )、 榛 (Corylus

heterophyl la )均是国际上著名的经济果树 ,其产量

稳居坚果类前 5名。黄土高原这 2种植物分布较广 ,

适应能力较强 ,但因缺少对其野生种质资源性状及其

生理生态特性进行研究 ,导致其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无

法深入。

( 2)加强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品种选育工作 ,

建立经济植物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和推广体系。良种壮

苗是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经济植物原料生产基地的

物质基础和重要保证。随着“山川秀美”工程的实施和

黄土高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经

济植物栽培 ,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的势头日渐强劲。这

必将对药用植物、花卉及观赏植物、水果与饮料植物

等种籽种苗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强经济植物的

引种驯化、品种选育及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品种改良工

作 ,建立经济植物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和推广体系 ,杜

绝种植质量参差不齐的、低劣品种的种籽种苗 ,保证

经济植物加工业有统一标准、质量稳定的原料基地 ,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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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经济植物的加工技术研究 ,建设经济植

物的加工业 ,对次级产品进行市场化、产业化。由于地

理、环境及历史的原因 ,黄土高原无论在经济还是在

科技水平上 ,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沿海地区。要改变

经济落后的局面 ,只依靠矿产、煤炭等不可再生型资

源是不够的。 要最终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必须重视土地、植物、动物等再生型资源的开发利用。

应依靠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植物种植 ,建设和

发展以这些经济植物为原料的粗加工或精加工工业 ,

进而带动地方工业的发展。这些加工业还会促进和保

证种植业的继续发展。 加强经济植物 ,尤其是经济植

物采收及采后处理、加工利用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引

进 ,对次级产品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工作 ,建立起具有

区域优势和特点的特色农业—加工业复合体系 ,从而

更好、更快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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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饱和恢复系数是饱和输沙和非饱和输沙的

差别的描述 ,用来反映非饱和输沙比饱和输沙含沙量

调整缓慢的程度 ,为具有综合性质的系数 ,需由实测

资料反求。文中所涉及的问题其处理方法曾应用于黄

河青铜峡水库、小浪底水库、三门峡水库 ,渭河宝鸡峡

水库、宝鸡市渭河河道生态工程、咸阳市河道防洪 ,泾

河东庄水库、陕南南秦水库、二龙山水库和红寺坝水

库 ,疏勒河昌马水库等计算 ,验证资料与实际符合较

好。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计算方法 ,在解决实际问

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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