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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野生果树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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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 林 省 西 部 位 于 科 尔 沁 沙 地 的 东 缘 ，松 辽 平 原 的 中 西 部 ，处 于 半 湿 润 、半 干 旱 的 农 牧 交 错 带 。广

袤 的 西 部 草 原 蕴 藏 着 丰 富 的 经 济 植 物 资 源 ，其 中 野 生 果 树 有 % 科 、"" 属 、"$ 种 、’ 变 种 ，其 经 济 、生 态 价 值 较

高 ，这 些 野 生 资 源 在 西 部 各 市 !县 (均 有 分 布 ，而 分 布 范 围 最 广 、资 源 量 最 大 的 是 山 杏 !西 伯 利 亚 杏 (、桑 !桑 树 (
和 欧 李 等 。目 前 ，商 业 利 用 最 多 的 是 山 杏 ，欧 李 和 桑 正 处 于 小 规 模 试 栽 阶 段 。根 据 资 源 状 况 与 利 用 现 状 提 出

了 资 源 利 用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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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西部自然概况

吉林省西部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干寒少雪。无

霜期 "$+ ,，!"&-积温 ’ .’%-·,，年平均风速为 $#+/$#0 1 2 3。西部有一狭长地带属大兴安岭山前台

地，海拔 $&&/%&& 1；中部平原海拔 "$&/"+& 1；东南部是黄土台地；西南部广泛分布大小沙丘 、沙 垄 ，

海拔 "0&/’"& 1。北部与东部属松嫩平原，西部属辽河平原，地势为西北高，中间低，东南略有起伏。从

行政区划上看，本区域包括白城、松原和四平市所属的双辽县的北部。区 域 内 的 河 流 比 较 少 ，除 松 花

江、嫩江为东界外，仅有洮儿河和霍林河等少数河流，而且河流流量小，流速慢。草原面 积 比 较 大 ，占

全省草地面积的 .&4以上，达 "5’#5 万 61’，野生经济植物有 .$ 科，5’+ 种 7"/’8。

" 野生果树种类、特征、生态分布及利用价值

(,! 榛子’!"#$%&’ ()*)#"+($%%, -./01*
别名平榛，小灌木，生于灌丛、林缘，仅松原卡拉木有少量分布。果可食用、榨油。

(,( 桑’!"#$% &’(& 2,*
别名桑树、白桑，小乔木，分布西部各市!县 (的山坡、坨地。果实可以食用，具有补血功效，叶可药

用和饲蚕。

(,# 蒙古桑’-./"01"%23, 30145.6*
别名桑树，小乔木，分布于洮南胡力吐、万宝和闹牛等地固定沙丘上。果实可以食用，具有补血功

效，叶可药用。

(,+ 小叶茶藨’425)’ +&%3()%%&/ 7890:,*
别名美丽茶藨，小灌木，生境为林地、林缘、山谷、沟边。分布在乾安和洮南!本种仅文献记载，未见

实物(。果实可以食用和入药。

(,) 腺毛茶藨’4.12#,%622 7,03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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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旅顺茶藨子，小灌木，生境为林缘、林下灌丛，分布在松原。本种 是 陕 西 茶 子 的 变 种 ，产 于

辽宁，在吉林省仅文献记载，未见实物。果实可以食用和入药 !"#。

!"# 山杏$!"#$%&’(’ )&*&"&(’%&’ &()"*
别名西伯利 亚 杏 ，小 乔 木 ，生 于 坨 甸 草 原 、林 缘 。 西 部 草 原 野 生 杏 林 伴 生 植 物 主 要 是 家 榆 $!"#$%

&$#’"( %&、黄榆$!) #(*+,*(+&( ’()*+,&和欧李$-.+(%$% /$#’"’% -.)/+,+0 %12.&等，本 种 果 个 小 、果 肉 薄 、汁

少 、出 仁 率 高 、抗 寒 、抗 旱 ，能 耐3456低 温 ，分 布 在 西 部 各 市 $县 &，尤 其 是 位 于 通 榆 县 南 部 的 包 拉 温 都

杏树林，长约 75 余 89，面积达 455 多 :9;，有杏树约 <4 万株。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片杏树林在最繁茂

时期全长 745 余 89。它南接科尔沁左翼中旗，北连科尔沁右翼中旗，连疆越界，漫山遍野，堪称草原一

大奇观。山杏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是造酒、高级润滑油、果核制造活性碳、饮料和食用罐头的原

料，还是止咳清喘的常用药材 !<=>#。

!"+ 欧李$+$"’),)%-",%,)’ .,#&/&)%,-./0’ ,(1 02 345-*
别名郁李仁，小灌木，生于草甸草原、固定沙丘及山坡地，各地均有分布。果可食用、种仁入药。

!"6 山里红%+"’0’$1,) 2&%%’0&3&4’ ,-./0’
别 名 山 楂 ，乔 木 ，生 长 于 杂 木 林 缘 及 荒 地 ，松 原 沙 坨 分 布 较 多 。 果 可 食 用 和 入 药 ，植 株 可 用 于 绿

化，蜜源植物。

!"7 山荆子$5’/,) *’((’0’ %&"’ ,5189"*
别名山丁子、林荆子，乔木，生长于河边、路旁及杂木林中。大安、松原分布较多，常作蜜源、薪炭，

果实食用率低，常采取种子用作苹果的砧木。

!":; 毛山荆子$56#’%4).,"&(’%<(=4)"’ >5)*
别名棠梨木、辽山荆子，高大乔木，生于杂木林中，分布松原沙坨上。 可 用 作 苹 果 的 砧 木 ，还 用 来

绿化。

!":: 稠李%-’4,) ’)&’0&(’ >5)’
别名臭李子，高大乔木，生于杂木林中、河岸边及路旁低湿地，仅松原 有 少 量 分 布 。 果 实 入 药 ，植

株可用于绿化，蜜源植物。

!":! 刺玫蔷薇%78)’ 4’9,"&(’ ?(33’
别名刺毛果，小灌木，生于林缘、山路旁及灌丛中。分布于洮南、松原，花提取芳香油和入药，果可

加工、入药。

!":@ 白刺%:&0"’"&’ )&*&"&(’ ?(33’
蒺 藜 科 $012,&/1""(*.(. &，别 名 西 伯 利 亚 白 刺 、小 果 白 刺 ，匍 匐 状 灌 木 ，生 长 于 碱 性 草 原 ，西 部 各 市

$县&均有分布。果可以鲜食、提取色素和入药。

!":A 草白蔹%!#2$/82)&) ’(8%&0&38/&’ ,/0’
别名乌头叶蛇葡萄、马葡萄，藤本，生于沙质荒地、山坡，西部各市$县&均有分布 ，果麻涩，不可大

量食用，根皮可入药，植株可用于固沙、绿化。

!":B 掌裂蛇葡萄$!64$/’9’;’%’ ?3(.C9"D(1"1/’*"’ %E403F G H43/’ I"&"&4*
别名掌叶山葡萄 ?藤本，生 于 草 原 灌 丛 间 ，洮 南 有 分 布 ，果 麻 涩 ，不 可 大 量 食 用 ，根 皮 可 入 药 ，植 株

可用于固沙、绿化 !@#。

! 吉林西部野生果树资源利用现状与开发利用建议

@": 利用现状

在吉林省西部的草原上蕴藏着丰富的野生果树资源，其中分布范围最广、资源量最大的是山杏

$西伯利亚杏&，其次是桑$桑树&和欧李等。到目前，处于商业利用状态的仅为山杏，其经济价值较高，每

年的夏季，各地大量收购山杏核。近 4 年，山杏核价格在 4=A 元 B 8/，西部各市$县&正常年份可收购山

杏核 7 555 余 0，山杏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吉林省西部部分乡$镇&重要的经济收入。吉林省最大的天

然杏树林33通榆县包拉温都杏树林，它由西伯利亚杏构成，位于包拉温都乡中部，南接科尔沁左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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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北 连 科 尔 沁 右 翼 中 旗 ，连 疆 越 界 ，漫 山 遍 野 ，林 中 灌 木 丛 生 ，野 花 遍 地 ，至 今 保 留 着 原 始 森 林 的 容

貌。杏树林还具有保土固沙的作用。同时，山杏春花、夏果、冬枝，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这里已成为观

杏 旅 游 景 点 。 此 外 ，资 源 量 较 大 的 有 桑 、欧 李 、山 荆 子 、山 里 红 、刺 玫 蔷 薇 和 白 刺 等 ，其 贮 藏 量 分 别 为

!"、#、$、%、$ 和 $" &’%(，但 是 ，由 于 人 为 破 坏 严 重 ，到 果 熟 期 ，山 上 资 源 蕴 藏 量 很 小 ，几 乎 无 商 品 销 售 。

其它野生果树资源的利用尚属空白。

!"# 开发利用建议

加强对山杏、欧李、山荆子、山里红、刺玫蔷薇和白刺等野生果树资源 的 保 育 性 利 用 工 作 ，使 现 有

资 源 不 断 增 加 ，为 下 一 步 产 业 化 开 发 利 用 打 下 基 础 ；进 一 步 开 展 资 源 的 调 查 整 理 、收 集 和 鉴 定 工 作 ，

筛选品质优异的资源，并利用所选优异资源建立人工栽培利用体系；利用优异资源开展高抗新种质的

创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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