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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沙棘林改造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野生沙棘林的规划、改造对象、改造技术、技术措施、经营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忻州区域内野生沙棘林的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L/T 494     沙棘果采摘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茬 

从根茎部全部截除上面的枝条。 

3.2  

疏剪 

将重叠枝、交叉枝、弱枯枝及病虫害枝条剪掉。 

4 规划 

   野生沙棘林需遵循合理布局、统筹安排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规划。 

4.1 交通 

4.1.1 建设必要的道路，确保机动车能够顺利到达采摘区域，满足沙棘采摘、运输、监测和日常管理的

需要。 

4.1.2 在已经确定的沙棘林地上，按图伐开道路，一般路面宽 3m～4m，坡度低于 30°，每 200～400m

处修建一错车区。 

4.2 防护栏 

在野生沙棘林山底四周设置高1.5m以上栅栏，防止人畜等破坏沙棘林。 

4.3 指示牌 

在道路转弯、交叉等路段设立指示牌，充分发挥指示的作用。 

4.4 宣传牌 

在野生沙棘林出入口或人群活动频繁地域设置醒目的广告宣传牌，宣传沙棘标准化的重要性。 

5 改造对象 

确定改造对象时，要组织人员对野生沙棘林分布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确定出改造区域。下列林地 

可作为改造对象，具体如下： 

a）立地条件适宜，海拔 2700m 以下山地阴坡、半阴坡，坡地小于 15°交通方便，改造后能保持原

有生态效益。 

b）郁蔽度小于 0.3 的野生沙棘林（包括雌、雄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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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密度大、人难以进去的野生沙棘林（只限于雌性群体）； 

d）受到不同强度采果的沙棘林； 

e）5～10 年生的中龄级结果林。 

6 改造技术 

6.1 改造原则 

避免粗放式、掠夺式或破坏式的方式，有计划的对野生沙棘林进行改造，并加强经营管理，保证可

持续发展。 

6.2 改造技术 

6.2.1 带状间伐补植法 

6.2.1.1 适用于郁蔽度小于0.3的疏林地，或者林内的空闲地。 

6.2.1.2 根据沙棘在林内的分布和林地地形，沿等高线走向在空闲地进行补植。 

6.2.1.3 对于沙棘林内植株散乱分布，在团状保留带处可进行适当的间伐。伐去杂木和雄株，清除病死

株。间伐后有缺苗，应进行补植。 

6.2.1.4 补植和间伐均使沙棘林沿等高线呈带状排列，2～4行为一带，带间距为2～3m，株距1～1.5m，

行距2～3m。 

6.2.1.5 按规定密度挖出栽植穴，规格40×40×40cm。在林地内选择沙棘苗，随起随栽植，栽后踩实，

根基培10～15cm高的土，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浇水。对树冠作适度修剪，修枝强度，一般剪去侧枝的20～

50%，高度统一剪成1.5m左右。 

6.2.1.6 补植的沙棘苗具体要求如下： 

a）3～5年生； 

b）树高2m左右，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c）苗根不小于30×30×30cm，最好带土。 

6.2.2 疏伐 

6.2.2.1 适用于密度大、人员难以进去剪采沙棘果枝的野生雌性沙棘林。 

6.2.2.2 疏伐时，先把影响沙棘生长发育的其他灌木丛和杂草砍除，以免争光，争肥影响沙棘的生长发

育。对雌性群丛疏伐，优先除掉病虫害、低产、果小、多刺。矮小的植株。 

6.2.2.3 观察天然沙棘林雌雄株占比，如雌雄株比例低于8:1时，需要在开花季节伐除低矮的雄株个体，

保留强壮的雄株，增加雌株比例。开花季节即有利于识别雌雄株，又能除萌蘖苗。 

6.2.2.4 密度大的沙棘林按一定的株行距间伐，增加通风透光，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6.2.2.5 疏伐可采用带状伐，2～4行为一带，带间距为2～3m，株距1～1.5m，行距2～3m。 

6.2.3 平茬复壮 

6.2.3.1 适用于老沙棘林或中高强度采收的沙棘林。 

6.2.3.2 老沙棘林生长衰弱，失去采果利用价值；高、中强度剪枝的沙棘林，生长发育失去平衡，部分

机械损伤严重，为了发挥生态、经济作用，需按块状及时平茬复壮。 

6.2.3.3 需在早春土壤未解冻前，对沙棘林进行贴地面平茬，清除杂木的根，待萌出新枝条后，选择最

靠下部通直、粗壮的1-2个枝条，翌年培土促发新根。待能分出雌雄株时，按株距1～1.5m，行距2～3m，

间苗定株，适当留一部分雄株。 

7 技术措施 

7.1 调整雌雄个体比例 

7.1.1 沙棘雌雄株鉴别 

沙棘是雌雄异株树种。从外观上要经过细致观察才能找出其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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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生长期外观鉴别 

雌雄混生的沙棘林中，一般雄株高大、直立、生长旺盛，叶色浓绿，枝叶茂盛。 

7.1.1.2 花期外观鉴别 

雌株的花芽较瘦小,呈十字形，长约3～5mm。雄株的花芽大而饱满,呈四棱状塔形，长约8～9mm。 

雌株花开放同展叶同步进行，开花期间雌花上部有4～6片小叶，叶片能改变气流运动方向，以适应

风媒传粉，使花粉容易落在柱头上。因此，开花期雌株看上去叶片较多。 

雄株在花期只是树冠顶端长势较强的枝顶展叶，不伸长生长。每一雄花序顶并不展叶，只有当花期

过后才大量展叶，所以，雄株在花期叶片较少，树冠上部都是累累的短簇花序，呈赤褐色或浅黄褐色。 

7.1.2 调整雌雄个体比例 

对于采果沙棘林，雌雄株比例应为8:1左右。调整雌雄株比例与野生沙棘林改造同时进行。 

7.1.2.1 雌性沙棘林改造 

需补植一定比例的雄株，补植的雄株需符合下列要求： 

a）选取优良、健壮的雄株个体。 

b）雄株树形要好，树冠大且发芽多而饱满。 

c）选择5～10年生的雄株，且无病虫害。 

7.1.2.2 雄性沙棘林改造 

以雄株为主体的沙棘林，调整雌株比例较困难，费工费力。除雄时，保留生长势强，生长旺盛，无

病虫害的强壮雄株，砍伐大量生长密集，生长势弱，生长不良，有病虫害的雄株，按雌雄株8:1的比例

补植雌株。 

7.1.2.3 改造时间 

在春季树木未发芽前或秋季树木落叶后，对雄株进行伐除或移植。也可将稠密处的雌株挖出，补植

于除雄后的空地处。保持沙棘林株行距和雌雄株的搭配均匀。 

7.2 平茬 

7.2.1 平茬时间 

每年严冬或早春土壤未解冻前进行平茬，利于保护沙棘根系，对沙棘发芽和生长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7.2.2 平茬茬口 

7.2.2.1 平茬茶口应尽量降低，茬口越低，生长发育越有利。 

7.2.2.2 砍伐时，保持茬口平滑不裂，防止拉扯树皮。 

7.2.3 林内清理 

野生沙棘林改造时，以“伐弱留强、伐劣留优”为原则，对林内进行合理的卫生清理，伐掉干枯、

老化、弱小、倒斜、病虫害植株，与沙棘伴生，且少量的乔、灌木。 

7.2.4 整枝 

沙棘林中干枯、细长、幼小、老化、病虫害、结构紧密的枝条较多，要剪除整枝，保证沙棘林冠的

通风透光。 

8 经营管理 

8.1 土壤管理 

8.1.1 对坡地野生沙棘林改造时，应修筑蓄水保土工程，拦截地表径流于林带内。 

8.1.2 生长季节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可结合除草进行除孽工作，有条件的可以适当施肥5～10kg/亩。 

8.1.3 野生沙棘林改造后，以深耕带间空地、间种中草药等进行除萌除蘖。 

8.2 树体管理 

8.2.1 疏剪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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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每年可与采果结合起来，进行疏剪整枝工作，剪除密枝、弱小枝、病枝、枯枝，使树冠年年处

于最佳形态。 

8.2.1.2 沙棘植株进入盛果期后每隔2年，在春季及时剪除过密枝条、病枝、断枝及干枯枝，保持植株

呈灌木状。 

8.2.1.3 长势弱、苗龄在16年以上的沙棘植株要进行复壮修剪。结合中耕除草、采收果实、进行整形修

枝，更新结果枝组，加固整地工程 

8.3 病虫害防治 

8.3.1 防治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采取农业、生物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大力提倡综合治理病

虫害，做到有虫不成灾，有病不成灾。 

8.3.2 防治方法 

见附录A。 

9 采收果实 

采取剪枝法采果，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按SL/ 494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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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沙棘主要病虫害农业措施防治方法 

 

表A.1 沙棘主要病虫害农业措施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防治时期 农业措施防治方法 

沙棘干缩病 4 月下旬开始 

1.定期松土，少施氮肥，适量施石灰、磷钾肥及微肥。 

2.严格控制病原菌的进人途径，防止根茎机械损伤。 

3.选用抗病品种。 

沙棘叶斑病  
用50%可湿性退菌特粉剂800-1000倍液，每隔10-15天喷1次，连续2-3次效

果显著。 

白粉病 冬季 

1.加强管理，减少郁闭，增强抵抗力。 

2.冬季清除病树落叶，剪掉病枝集中烧毁，减少病原。 

芳香木蠢蛾 四季 在冬季伐除被害沙棘树集中烧毁或成虫期用灯光诱杀成虫。 

沙棘蚜虫 四季 
1.在冬季伐除着卵枝或刮除枝干上的越冬卵； 

2.保护七星瓢虫、食蚜蝇、草蛉等捕食芽虫的天敌。 

沙棘象 7-9 月 

1.利用成虫的假死性进行人工捕捉，集中消灭。 

2.禁止带虫种子引进或外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