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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刊

（整理/芈峤）

别看我身子小，别看我颜色黄，说出我的“名号”，可叫你们抖三抖！

听好了！我可是植物界的“维 C 之王”，同时我还是植物级的“活化

石”！

另外，我还要重申，并不是所有的沙棘伙伴都有如此名头，我头顶王冠

是因为我生活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800 米以上的地区，这里被誉称为地

球第三极。强烈的紫外线照射，高达 40℃的昼夜温差以及空气稀薄等特殊

的自然环境，使得高原植物的生理生化及代谢方式等，都与低海拔地区不

同。

科学家爷爷曾说过，由于我们日照充分且时间长，植物体内的各种活

性物质得以充分蓄积。而夜短低温，植物消耗少，造就了高原植物活性成

分含量高的特点。同类高原植物往往比低海拔地区营养含量高，这里生长

的沙棘果实中维生素 C、有机酸类、黄酮类、醣类和可溶性固形物等含量都

为低海拔地区含量的 1-2倍。

有数据显示，一般沙棘果实中 VC 含量平均在 200-800mg/100g，而我

们青藏高原的沙棘果实VC含量可高达 2000mg/100g，是真正的维C之王。

说起青藏高原，我可要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家园。青藏高原位于地球第

三极，这里天然无污染，同时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们野生的小日子完全是

晒着日光浴，听着风唱歌，享受着雨水滋润。偶尔来个小动物给我们讲讲

故事，解解闷……好不自在快活。

就是这野生的日子，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杨海荣爷爷还

夸奖我们了呢：“沙棘是一棵神奇的植物，生存能力非常顽强，可耐旱、抗风

沙，沙棘是我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常用树种，而且能为当地

百姓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没想到，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也有我们的贡献呢！

对了，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沙棘大家庭吧：中国是沙棘资源大

国，占世界沙棘资源总量的 90%，而说起中国沙棘又不得不提及青海，因为

这里是沙棘的发源地和主产区，拥有野生沙棘资源 26 万余公顷，占全国沙

棘资源总量的 20%以上。

目前，青海已经成为中国沙棘的“后花园”，形成了种植—保护—科研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从沙棘汁、沙棘茶、沙棘油、沙棘化妆

品……产品种类达十几个品类。并且在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遍布沙棘

的研发和生产工厂。

近年来，青海积极培育新增长点，将青海特色生物作为主攻方向，不仅

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出去”，更让大众了解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的

重要性，沙棘有望成为继虫草后的另一张青海“名片”。

我是沙棘中的“王牌”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5 月。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引领食品

安全为使命，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专注高原荒漠生态治理

及高原特色植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打造集研发、有机种植、生产、销售、

服务全产业链生态经济。

企业致力于沙棘、枸杞、白刺、红景天、青稞等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

的提取和深度开发，为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

品等行业提供重要的功能性原辅料。同时，依托青

藏高原丰富的特色植物资源，开发满足人们提高生

活品质需求的天然、安全、营养健康食品。

青海伊纳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集保健品和食品的研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综合型企

业。秉持“大美青藏，大爱沙棘”的品牌理念，希望人与自然能够建立和谐

关系、完善人类健康生活。企业以国际化的标准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生

态产品，走出了一条以沙棘全产业链的独特企业发展之路。

企业还保持着一贯高标准严格要求，由

研究、选材、生产过程、检验，每一个细节都要

求一丝不苟，以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如沙棘、枸

杞等，开创了不同的独立生产线，包括提取生

产线、大型超临界萃取生产线、灌装饮料生产

线和固体饮料生产线。

青海清华博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生物科技产业园，是清

华大学与青海省之间第一个科学技术产业化合作项目。作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清华博

众目前已获得 51项中国和国际专利（其中PCT国际发明专利 1项），并获得

欧盟、美国有机食品认证。

公司以”智领生物创想”为企业使命，在高原植物开发利用领域深耕细

作数十年，打造了沙棘领域的品质招牌“青海

青”，产品包括高原沙棘酒、沙棘冰酒、沙棘复

合提取物、沙棘饮品、沙棘油、沙棘护肤品、藜

麦等系列产品。

主要企业简介：

□本报记者/芈 峤

沙棘果实累累。本报记者 芈峤 摄

演讲嘉宾：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主任 张登山

精彩观点：
青海防沙治沙是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内容。

截至 2014 年，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 172.12 万平方公

里，其中青海 12.4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7.24%，占

青海省国土面积的 17.3%。青海沙化土地分布区特

点是高海拔、高寒、低积温、植物生长立地条件差。土

地沙漠化会堵塞交通、埋压房屋、掩埋渠道、危害线

路。青海高原沙漠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经

过多年发展，已经达到了新高度，为生态环境提供了

科学依据和相关试验示范。

在沙漠化防治技术进展方面，以青海湖流域沙漠

化土地综合防治为例，通过设置麦草方格沙障技术，

设置柽柳梢、乌柳梢活沙障技术，营造防风固沙林技

术，中国沙棘、金露梅实生苗造林技术，沙障内直播柠

条、沙蒿、冰草、花棒造林等，经过 5 年治理，流动沙丘

植被盖度平均增加 30.40%，半固定沙地植被盖度增

加 20.19%，固定沙地植被盖度增加 11.63%；流动沙丘

逐渐向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发展。

在沙漠化研究成果转化及推广应用方面，为筛选

出优良植物种，形成不同类型综合防沙治沙模式，提

供了关键技术支撑，近几年来，在高寒沙区得到推广

应用，促进了青海高原沙漠化土地的治理进程，发挥

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以前治沙主要是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主要体

现在提高治沙造林成活率、减少了重复的材料、种苗、人

力财力投资上，没有从沙产业方面考虑发挥经济效益。

我的建议与设想是，必须推广应用工程和生物集

成配套的综合防沙治沙技术措施。在能种植小麦等

沙障的沙区替代掉麦草沙障，减少设置沙障的投资，

提高治沙效率，取得治沙效益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很多年以来，防沙治沙难以摆脱局部治理、整体恶化，

“只投入，无产出”的困境。治沙的目标不仅仅是治理

流沙变成固定沙丘就完事了，还要合理利用人工治沙

林草药植物资源，发展沙产业，实施后续产业可持续

发展。在治沙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需要进行深

入的研究探索。

青海高原防沙治沙及沙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7月24日，青海生态经济发展论坛在西宁举
办，论坛由省发展改革委承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林草局、省市
场监管局、省能源局协办。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

立足生态保护优先，探索青海未来高原特色生态
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围绕浆果资源研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沙产业等内容分
享经验观点，为青海生态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本
刊特摘登演讲嘉宾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演讲嘉宾：
中科院西北高原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 王洪伦

精彩观点：
由于高原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自然条件，青藏高原

的自然景观及生态类型独特而多样，孕育了种类比较

丰富和独特的生物资源，特别是我省的生态经济林浆

果资源具有显著的特点，非常适合发展生态经济。

青海的浆果资源必然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之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特色浆果集群的异军突

起，正演绎着向绿色要效益的新业态、新模式，具规模

以上企业 41家，形成年处理沙棘 5万吨、枸杞 8万吨的

生产能力，以饮料、果粉、干果、胶囊等形式，销往美国、

韩国、欧盟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正将生态资源优势转

变为生态产业优势，助推青海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白刺、沙棘、枸杞和黑果枸杞是青海特色浆果类

植物。它们适应干旱、高寒、缺氧、盐碱和贫瘠土壤等

极端环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每年挂果，果实累累，

是不可多得的再生生物资源。营养与保健成分丰富

而独特，是开发系列产品的优质原料。果实药食两

用，在中药和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药中广泛使用。

分布区域广，野生资源量大，易人工栽培，具有很大的

产业化发展空间，坚持生态支撑产业、产业反哺生

态。在开发过程中，要通过综合、规模、高值利用，来

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企业效益，使得

资源知名度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

从柴达木枸杞产业制干加工技术现状来看，没有

形成青海柴达木枸杞的品牌，未真正实现产业带动地

区经济发展。青海省政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了

“东部沙棘、西部枸杞”的发展战略，在柴达木地区枸

杞发展的基础上，以适宜枸杞种植区为中心，向四周

辐射，枸杞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果实的前处理沿用

宁夏技术，落后工艺导致枸杞品质低下，影响了国内

外市场的拓展和稳定。需要彻底改造传统加工方式，

积极推进绿色、安全、节能、快速的制干工艺，采用新

技术改变枸杞干果外观理化性质，有效防止枸杞干果

在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板结，提高销售品质。

截至目前，青海浆果资源研发取得了一定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促进了地方的生物产业和经济

发展。生态恢复、绿洲扩大；规模化利用，新建原料基

地，生态立省落到了实处。形成了浆果生物产业，推

动了生态建设工程，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

了产业科技进步，增加了就业机会，农牧民通过采摘

浆果、参与初加工、运输等活动实现脱贫。

青海生态经济林浆果资源研究与开发

演讲嘉宾：
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马洪波

精彩观点：
生态产品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

性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和服务产品，

如粮食、蔬菜、水果、林产品等物质资源，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污染物降解、固碳、气候调节等调节服务，以

及源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文学艺术灵感、知识、

教育和景观美学等文化服务。

生态产品的价值构成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

精神文化价值。要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就要全面认

识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动态分析生态产品的供求关

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要考量理论研究

的基础性作用、政府政策的引导性作用、生态系统约

束下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和民众的主体性作

用、科学技术的支撑性作用。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探索，包括清洁能

源产业、以合作社为支撑的生态畜牧业、国家公园生态

体验和自然教育、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内容。清洁能源

发展使得“风光经济”让风光独好，随着大规模光伏电站

建设，光伏电站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累积作用效应逐步明

显，植被覆盖度逐渐增加。大规模光伏电站改变了局地

气候环境，尤其是降低风速，增加空气湿度最为显著，同

时区域土壤养分含量变化明显，土壤肥力得到了有力改

善。以合作社为支撑的生态畜牧业，则涉及到以草地和

牲畜入股组建专业合作社、牲畜分群饲养、草地划区轮

牧、社员分工分业、牛羊统一销售、用工按劳取酬、收益

按股分配。关于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清华大

学国家公园研究员设计了澜沧江园区生态体验项目：昂

赛之径——知游江河——年度夜暖——流云垂夜——

酥油茶下午——徒步圣境——溯源河颠，北京大学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在昂赛乡年都村协助开展特许经营试点，

选择 22 户作为接待家庭，按每辆车 1000 元、每人每天

300元的价格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截至 2019年

11月，全乡 22户自然体验接待家庭共接待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98个体验团队，共计302人次，为社区带来了101
万元的总收益，其中自然体验接待家庭户均增收3.1万

元，社区公共基金32.4万元。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和路径探索

演讲嘉宾：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教授 孙发平

精彩观点：
生态是青海最宝贵的资源、最明显的优势、最亮

丽的名片。保护好生态是青海最重要的担当、更是青

海不断前行的永恒动力。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必将成为青海现代化建设的首

选经济模式，是青海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生态经济是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重大关系

的最佳路径。青海是我国主要生态产品输出供给地，

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丰富的

水能、草场、森林、地热、高原珍稀物种等生态资源。

由于地处高原，气候条件恶劣，森林覆盖率低，植被生

长缓慢，生态环境遭破坏后极难恢复。生态经济作为

兼顾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模式，将是青海统筹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重大关系的最佳路径。加快推动

生态经济发展，也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青海永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生态经济是持续实施“一优两高”战

略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抓

手，是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核心品牌。

产业生态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运用，生态产业

化的依托是优势生态资源。因此，只有坚持保护与发展

同频共振，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核心技术，推动优势生

态资源高效转化，青海生态经济的发展才能迈上新台

阶。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在于：升级存量，加快传统产

业的生态化转型；培育增量，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创生

变量，鼓励三次产业市场化融合发展。生态产业化发展

路径在于：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和服务体系建

设；推广农牧民群众生态管护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创建

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推动优势生态资源产业化。

青海加快发展生态经济，不仅要从本省层面寻求

方案，还要从国家层面觅取机遇，不仅要修炼好内功，

也要广泛宣传加强合作，不但要从供给侧做文章，更

要在需求侧挖掘潜力。要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打造全域生态经济体，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深化生态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建立健全生态经济运行

与保障机制。

生态经济：青海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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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潘 玲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