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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前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枸杞作为我国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在历史长河中确立了宁夏枸杞

原产地域的属性，为宁夏枸杞做大做强及可持续发展赋予了鲜明

的文化地域特征。

宁夏枸杞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作为药食同源植物产品，其

具有厚重的中医药及历史文化渊源，并在当今的时代展示出广阔

的发展空间和开发潜力。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

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无污染的

安全优质营养食品。开发绿色食品，必须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入手，在种植、加工过程中严格执行《绿色食品环境技术

条件》《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绿

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绿色食品加工、运输、包装准则》等各

项规程，必须大力实施“从农田到餐桌”“从基地到市场”的

全过程质量控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健康安全意识的增强，对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提高农产品（枸杞）

质量及安全卫生标准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战略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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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枸杞，促进枸杞产业朝着优质、高产、高

效、生态、安全、持续、可控方向发展，不仅能满足人们对优质

安全枸杞产品的需求，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和改善枸杞产区农业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枸杞产业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枸杞，有利于提高枸杞产区优势枸杞产品

区域产业带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规范化管理水平；有利于

企业在品牌的带动下，提高枸杞产品的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出口企业有效突破国际技术壁垒。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产品（枸杞）质量安全问题高度重视，

始终把做好农产品（枸杞）质量安全工作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关注

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加大了立法、监督、认定、认证工作力

度，特别是把培育产业龙头企业与发展绿色食品紧密结合起来，

全力打造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优势农产品。

绿色食品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中国政府从 1990年开始，

经过多年的努力，使绿色食品事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宁夏枸杞各

知名品牌企业积极参与绿色食品开发，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绿

色食品枸杞越来越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量持续增

加，潜力巨大。

宁夏枸杞经过近 10年的快速发展，已从 2万亩基地、140

万公斤总产量、不到 3000万元产值，发展到 2007年的 50万亩

基地、7000万公斤总产量、21亿元总产值。扶持培育了 100多

家加工、流通企业，开发生产了 10大类近 50个枸杞深加工产

品，形成了以中宁为核心，清水河流域和贺兰山北麓为两翼的枸

杞产业带，产业链条基本形成。枸杞主产区中宁县农民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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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来自枸杞，一些枸杞主产乡镇农民 70%以上的收入来自枸杞。

作为世界枸杞主导产品和品牌的宁夏枸杞要在近期内实现

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全面提升枸杞产业发展水平，重点要在

标准化生产、新型茨农培育、加粗和延长产业链等提质增效上

下工夫。

近期，马新生同志送给我书稿让我写序，我读后感觉这是新

生等同志长期在中宁枸杞生产一线，集中宁广大茨农与从事枸杞

技术推广工作人员的多年实践经验和创新智慧的结晶，他们从文

化地域特征、标准化生产技术与国家行业标准等方面展现了宁夏

枸杞产业发展的技术研究成果。新生同志多年来在中宁从事枸杞

生产管理，他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善于积累的工作精神为他编

写本书积累了厚重的知识，他知道茨农需要什么，市场营销需要

什么，产业发展需要什么。

本书在宁夏枸杞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版，为宁夏枸杞产业

界及广大茨农、科技工作者送上了一份丰盛的科技大餐，解决了

宁夏枸杞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化生产技术问题。在此，我想把本书

推荐给宁夏乃至全国从事枸杞技术推广、生产、加工、营销的广

大人员，供大家参阅，也引领大家积极参与并关心、支持我国的

枸杞产业发展，弘扬中国枸杞产业文化与发展成果，让枸杞为

21世纪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枸杞产业发展协作组组长

宁夏枸杞产业专家组首席专家

2008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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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枸杞生产基础理论





第一节 枸杞的栽培历史

枸杞栽培历史悠久，《诗经·小雅》上说“陡彼北山，言采其

杞”。虽是野生枸杞，但至今已有 2000多年。隋末唐初名医孙思
邈在《千金翼方》中云“枸杞甘洲者为真，大体出河西诸郡”。文

中河西诸郡泛指黄河上游地方。唐代中叶，距今约 1210年，陕
西西安郊区农民郭橐驼在他的《郭橐驼种树书》中就已经记载了枸

杞的栽培方法。当时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黄河以南，甘肃东部

及山西南部地区。陕西人经常来到宁夏洪广营一带做买卖，从中

学习了一些务农技术。因此《郭橐驼种树书》中所描述的种枸杞的

地方很可能就是现在宁夏黄河以南一带。在北宋，科学家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记载“枸杞陕西极边者生，高丈余，大可作柱……

甘美异于他处者”，他指的“极边”可能就是现在的中宁、中卫

县一带。原因有两条：1. 按照枸杞的自然属性，野生枸杞是灌
木，多干丛生，不进行修剪、灌水、施肥不可能成为高丈余的大

树。2. 1925年冯玉祥将军宁夏之行后，在《我们的生活》一书中
记载中宁县栽种的枸杞树高一两丈，小的也有五六尺。这与前者

记述的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他文中记载中宁传统栽培的枸杞树

都是一两丈高的大树，进一步证明了在北宋枸杞已人工栽培。西

夏时期无史书进一步考证。志书记载宁夏出产枸杞现存最早有

1429年明宣德年间出版的《宣德宁夏志》，其在物产部分有枸杞。

第一章 枸杞的栽培历史与现状

第一章 枸杞的栽培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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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年出版的《弘治宁夏新志》已把枸杞作为地方特产，进献朝
廷。历代对宁夏枸杞种植和区域记载最详细的是清朝。1754年
成书的《银川小志》这样记述枸杞“枸杞宁安堡产者极佳，红

大肉厚，家家种植”。1760年成书的《中卫县志》记载“枸杞宁安
堡一带家种杞园，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志书中讲到的宁

安堡就是今天的中宁县。可见 250 年前中宁枸杞的栽培无论是
种植规模、品质，还是销售区域都已被世人公认。中宁县枸杞

不仅栽培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好，所以各省入药枸杞都是中宁

生产的。

第二节 枸杞栽培现状与分布

枸杞原生长于我国北方。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甘

肃、新疆、青海各省、自治区都有野生，而中心分布区域是甘

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及青海至山西的黄河沿岸地带。

枸杞常生于土层深厚的沟岸、山坡、田埂和宅旁。约在 17世纪
中叶引种到法国，后来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北美洲国

家都有栽培。

枸杞有 6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宁夏枸杞种植范围在 20
世纪 6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原产地中宁县，其他地方栽培甚少。
宁夏枸杞最早在原产地以外试种成功是在天津静海县，约在清末

庚子年间。经有关专家 1991年赴天津考察得知，清代中宁人在
天津惠源长货栈住庄销售，当时有一位天津静海人在中宁枸杞销

售店工作，他把生虫的枸杞带回家中试种，结果试种成功，先后

在天津静海、河北大城县进行种植。而全国其他省市引种宁夏枸

杞在 1958年以后。宁夏枸杞的发展最早是在 1932年，当时主政
宁夏的马鸿逵，为了扩大税源，在宁夏推广枸杞和棉花两种经济

绿色食品枸杞标准化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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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见《宁夏资源志》）但效果很差。截至 1954年，宁夏枸杞总
面积只剩下 1605亩，总产量 50吨，且主要集中在中宁县，仅
接壤中宁县的中卫县宣和乡有少量分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

国对外贸易对枸杞需求的扩大和国内医疗卫生事业对枸杞的需

求，原产地生产的枸杞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20 世纪 60 年
代以后，除宁夏以外，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山

东、河南、新疆、青海、安徽、四川、湖北、江苏、浙江、辽

宁、黑龙江等省、自治区到宁夏中宁县进行引种宁夏枸杞。而

宁夏境内的大面积引种，种植最早的是芦花台园林场，1961年
引种，当年试种成功。

枸杞的发展基本上有两个大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 1960年
到 1981年，在这期间枸杞的经营管理全部为集体管理经营，所
种植的苗木全部为种子繁殖的苗木和根蘖苗，管理技术除了枸杞

病虫害防治引进化学防治技术外，其他栽培技术主要是推广中宁

传统的栽培经验，尤其是一些刚开始引种的地方不能改变枸杞自

然生长习性，多干丛生，产量上升很慢。分布的区域主要是宁

夏、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和陕西。截至 1981年，全国枸
杞栽培面积 12.5万亩，总产量 7000余吨。1~3龄无产量，成龄
枸杞每亩平均产量 30耀75千克，在枸杞原产地中宁县平均亩产
65~85 千克，小面积管理最好的亩产 91.1~142.5 千克。第二个
过程是从 1981 年到 1998 年以前，在这期间枸杞的经营管理在
农村全部实行了一家一户管理，国营农林场逐渐实行了职工承

包。这一时期在品种方面，宁夏农科院在传统优良品种大麻叶

的基础上新育成宁杞 1号、宁杞 2 号新品种，宁夏中宁县在大
麻叶品种基础上，通过群体选择，选育出了宁杞 4号优良新品
种。育苗方法普遍推行了无性扦插育苗技术。栽培技术上，改

第一章 枸杞的栽培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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