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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枸杞资源特点及产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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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柴达木枸杞在柴达木盆地的资源特点，从生态、经济特点两方面阐述了柴达木枸杞的利用价值，并深 

入讨论柴达木枸杞在现代化市场需求下的产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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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view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ycium chinense Mil1．resource in the Qaidam Basin，elabo— 

rate the utility value from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then discuss the Qaidam Lycium 

chinense Mil1．industrial prospects in the modern market demands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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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Lycium barbarum Mil1．)为茄科(Solanace— 

ae)枸杞属(Lycium)多年生落叶灌木，果实称枸杞 

子，根皮称地骨皮，均可入药，嫩茎、叶可做蔬菜。 

《本草汇言》认为枸杞能使“气可充，血可补，阳可 

生，阴可长，风湿可去，有十全之妙焉”⋯。目前，枸 

杞子作为一种天然保健药物被国内外日益重视并广 

泛开发。而柴达木枸杞资源丰富，价廉易得，且多方 

面的活性物质均高于宁杞，作为一种药食两用全面 

补充各种营养的天然药物资源，将其产业化具有极 

好的发展前景。 

1 柴达木盆地枸杞资源生态特点 

1．1 柴达木枸杞的生长环境 

柴达木盆地属典型的大陆性荒漠气候特征，其 

寒冷、干旱、富Et照、多风是盆地气候最显著的标志。 

其表现为植被稀疏；生态系统极其脆弱；集中分布有 

大面积固定、半固定、流动沙丘和戈壁；风多且大，干 

旱、风沙危害严重等 j。植被盖度 10％ ～30％，主 

要植物种类有柽柳、梭梭、白刺、枸杞、黑果枸杞、沙 

拐枣、针茅、沙蒿、沙生千叶棘豆等。 

1．2 柴达木盆地枸杞生态优势 

不同于我国宁夏、河北、山东等地，在柴达木盆 

地种植枸杞具有更多的特殊意义。除了直接作为农 

业结构调整，增加农牧民收入外，在柴达木盆地种植 

枸杞更主要是恢复退化了的生态，巩固绿洲，改善沙 

化土地和盆地整体的生态环境。这是因为： 

(1)枸杞根系发达、耐瘠薄，抗逆性极强，易于 

生长在干旱的沙漠地区。柴达木盆地广袤的贫瘠土 

地上，原本分布较大面积的野生枸杞林就很好的证 

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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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柴达木盆地光照时间长达 10 h，昼夜温差 

12℃，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种植出 

的枸杞所含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具有调节生理功 

能的生物活性成分高，优质大果可占70％以上。 

(3)枸杞产区海拔 2 800～3 000 m，气候干旱， 

空气相对湿度低，枸杞等植物的病虫害相对较少。 

没有工业污染，人 口密度小，生态环境洁净，水源、土 

壤无污染、无农药和重金属残留，生产的有机枸杞可 

以达到国际同行业最高标准。 

(4)种植经验证明，同一品种的枸杞(如宁杞 1 

号和宁杞2号)在柴达木地区栽培，果品便会发生 

明显变化，质量变为上乘，充分证明了柴达木盆地比 

其它地区更适合枸杞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活性物质的 

积累。 

枸杞的灌木型植株和耐旱、耐碱、抗风沙等优化 

生态功能，越来越受到生态环保专家的青睐，被推为 

高寒半荒漠区的一种优势经济植物资源。特别在柴 

达木盆地退耕的沙荒地上，近年 自生和大面积种植 

的枸杞林群落，已显现其优化生态功能，被公认是绿 

色覆盖压沙、挡风的优质经济林地树种。 

1．3 柴达木枸杞栽培现状 

柴达木盆地人工栽培枸杞已有多年的历史，如 

诺木洪农场栽培枸杞已有几十年，但规模很小。为 

形成规模产业，近年来，地方政府、企业、农牧民都认 

识到规模化种植枸杞的生态功能、市场前景和经济 

效益，利用多种途径争取投资，使人工栽培的枸杞面 

积逐年扩大，至2011年 6月，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 

都兰、德令哈和乌兰种植面积已接近 30万亩，基本 

形成了规模化种植，采果高峰时期从业人员已超过 

1O万人，年产值已超过 10亿元，并且随着后续栽培 

枸杞进入盛果期，其产值逐年快速增长。枸杞的生 

态防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作用快速显现。 

2 柴达木盆地枸杞资源经济特点 

2．1 柴达木枸杞营养物质特点 

柴达木盆地由于年降水量不足 100 mm，空气干 

燥制约了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另一方面 13照时间 

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 

高，是一个适于多种植物茂盛生长和营养物质高产 

的植物王国。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分 

析测试中心检测结果分析可知，柴达木枸杞中的许 

多成分高于宁夏枸杞(见表 1～表 4)。 

表 1 枸杞子营养成分比较 ％ 

表 3 枸杞子矿物质元素含量比较 mg／kg 

样品 

宁夏中卫 

青海德令哈 

表4 枸杞子氨基酸含量比较 

含量／(mg／lOOg) 目 含量／(mg／lOOg) 
宁夏中卫 青海德令哈 虱 宁夏中卫 青海德令哈 

天门冬氨酸 1．55 1．46 异亮氨酸 0．29 0．22 

苏氨酸 0．37 0．32 亮氨酸 0．46 0．63 

丝氨酸 0．47 0．55 组氨酸 0．15 0．18 

谷氨酸 1．23 1．44 丝氨酸 0．38 0．40 

脯氨酸 1．08 0．92 酪氨酸 0．15 0．20 

甘氨酸 0．34 0．29 苯丙氨酸 0．28 0．21 

丙氨酸 0．43 0．52 色氨酸 0．13 0．21 

半胱氨酸 0．11 0．09 赖氨酸 0．31 0．44 

缬氨酸 0．37 0．51 精氨酸 0．94 1．2l 

蛋氨酸 0．10 0．17 总量 9．14 9．97 

2．2 柴达木枸杞的药用价值 

枸杞是一个特用经济树种，浑身是宝，四季可 

用。其含有多种药用成分和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是一种名贵的中草药。我国传统中医学将枸杞列入 

补虚类药物的补阴主药，可用于精血亏虚，肾阳不足 

引起的腰膝酸痛，遗精滑泄，虚劳咳嗽等病症 J。 

现代中外医药界除对古人的论断进行充分肯定外， 

研究发现枸杞子具有明 目润肺 J，免疫调节_5 J，抗 

脂肪肝 ，降血糖血脂 ，抗衰老 及改善老年人 

器官衰退等老化疾病 的功效，且最新研究发现枸 

杞对体外癌细胞有明显抑制作用 J。美国加利福 

尼亚艾滋病防治中心，已将枸杞作为预防和治疗艾 

滋病的首选药物之一，进行临床验证_1 。 

3 柴达木枸杞市场需求 

3．1 柴达木枸杞国内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养生欲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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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们对天然绿色食品的需求 日益增长。采用现 

代高科技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发生产出的纯天然 

保健产品，逐步被人们普遍接受。而枸杞作为天然 

原料，生长在海拔2 800 m以上的柴达木地区，功效 

营养成分独特，天然绿色，正迎合了新世纪人们对健 

康产品原料的要求。 

3．2 柴达木枸杞国际市场需求 

枸杞独特而丰富的营养保健功效逐渐得到证实 

和认可，构杞逐渐由传统的亚洲和华裔市场进入西 

方主流社会，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市场需求量迅 

速增长。其 2001～2003年，中国枸杞出口量一般维 

持在5 500 t左右，出口均价为 1 200美元／t，且各大 

枸杞生产基地的规模效益开始逐步体现，枸杞的出 

口价格也开始突破 1 200美 t的上限。2004～ 

2008年间，中国的枸杞出口量一直低于 5 000 t，主 

要原因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地对枸杞农药残留的要 

求近乎苛刻，中国枸杞产业受到了严重冲击。2009 

～ 2010年，枸杞产业调整种植战略及出口贸易政 

策，并与国外各大市场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使 

得中国枸杞产品的出口量连续大幅度回升，2010年 

达到 6 191吨，同比增加 6％，出口价格也创 出了 

6 580美元／吨的历史新高。 

4 柴达木枸杞产业化前景 

4．1 柴达木枸杞产业化历程 

早期柴达木枸杞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品种选 

育、种植布局、产品销售等都由农户自主选择、分散 

经营，如此便无法统一管理，致使枸杞产业链条短 

小。在省政府鼓励下，将规模小的一些种植企业进 

行整合，壮大种植企业实力与规模，形成枸杞种植、 

深加工产业群，提高了枸杞市场竞争力。 

目前，柴达木枸杞产业正在如火如茶兴起，在规 

模化种植的基础上，许多企业投入到有机枸杞种植、 

出口有机枸杞加工等领域，枸杞深加工系列新产品 

不断上市，逐步形成了“公司 +基地 +农户”的产业 

化发展模式。开发的产品主要有枸杞叶养生茶系列 

产品(绿茶、袋泡茶、明目茶、叶蛋白固体饮料)，枸 

杞叶提取物(叶蛋白、叶黄素、叶黄酮)、枸杞子提取 

物(多糖、色素)、枸杞叶中药复方饲料、有机枸杞干 

果、枸杞籽油软胶囊，枸杞复方软胶囊、枸杞饮料、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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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酒、即食性枸杞鲜果等。 

4．1 柴达木枸杞产业化前景 

柴达木盆地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平均光照时 

间长达 10 h，昼夜温差大。同时，这里海拔较高，空 

气湿度低，所产的枸杞天然无污染，多糖含量、黄酮 

含量比其它地区要高。由于以上特点，柴达木枸杞 

很适合做成干果或者加工成浓缩汁，并可产出无污 

染、安全的有机枸杞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柴达木枸杞的总体发展前景是利用柴达木盆地 

独特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病虫害少等优势，生产 

绿色、高品质枸杞。充分利用各专用型枸杞及其深 

加工产品创建新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品牌是柴达木 

枸杞未来研究和发展的方向。相信不远的将来，这 

里将成为中国出口枸杞的重要原料基地，并且柴达 

木枸杞品牌将领衔中国枸杞，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柴达木盆地地域辽阔，劳务人员多，因此该区创汇能 

力也很强。柴达木枸杞产业化发展也会使大批农牧 

民脱贫致富，成为拓宽农户增收致富的途径，且将为 

柴达木封沙育林、营造绿色屏障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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