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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成果一：
成果名称 中国西部沙产业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

获奖时间 2016年

完成人 司建华/1、席海洋/3、冯起/5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发表形式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主要内容 运用新开发的能源型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我国西部沙漠及沙漠化地区典型沙产业的投入产出进行
分析，首次对沙产业发展中能量投入与产出进行了模型量化分析。

引入能量投入产出分析表概念，在沙产业发展中把各种投入和产出折算成统一单位，避免了人为
因素的影响，不受价格、税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比较真实的反映生产过程中能量的投入与产出的
情况，弥补了价值单位与实物单位的不足。

构建了能量型投入产出模型，选取8个典型沙产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荒漠化地区发展梭梭、沙
柳、沙棘等对水的依赖性较小、对太阳能依赖性强的产业是最佳选择。

在石羊河流域民勤绿洲开展土地合理利用与沙产业开发技术体系研究，评估了民勤绿洲农林牧业
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确定了适宜内陆河绿洲边缘栽培的优良品种，提出了苜蓿、甘草、麻黄、沙葱
等的节水栽培技术，建立了荒漠绿洲边缘土壤环境-植物品种-节水栽培-产业化生成为一体的生产技术
体系，开创了我国内陆河下游荒漠绿洲生态产业发展和综合治沙的新思路、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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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了石羊河流域民勤绿洲的水土资源利用现状，评估了民勤绿洲农林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
条件；引进并筛选出适宜民勤绿洲边缘栽培的优良节水植物种和品种；提出了荒漠绿洲边缘苜蓿、甘
草、麻黄、沙葱等的节水栽培和产业化生产技术；提出了粮草轮作与林草、林药间作套种，建立土壤
-环境的良性循环体系；建立了荒漠绿洲边缘土壤环境-植物品种-节水栽培-产业化生成为一体的生产
生态技术体系。

创新点

对沙区典型沙产业系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建立了沙区中药材、沙区生态经济林、沙区畜牧业、沙
区瓜果业、沙区设施农业、沙漠旅游休闲业、沙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等产业的产业链条。该成果
科学利用沙区资源，把科学防沙治沙同培育新兴沙产业、生态修复产业结合起来，探索和完善现代防
沙治沙模式，为有效防止沙漠化提供新途径。

在西部沙产业发展潜力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半干旱区和干旱区，提出了适宜不同区域和资源条件
的沙产业模式。集成了半干旱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沙产业发展模式与干旱区“生态治理-高效节水-可
再生能源利用”为一体的沙产业发展模式。

基于沙产业发展原则，提出了西部沙产业发展体系的设计方案，构建了西部沙产业发展体系，提
出了西部沙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西部沙产业发展决策和重点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重大成果二：一种促进胡杨无性繁殖的嫁接方法

成果名称 一种促进胡杨无性繁殖的嫁接方法

获奖时间 2016年

完成人 冯起，李建国，杨雪琴，杨凯年，司建华，常宗强，石玉民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发表形式 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主要内容 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性和人们对胡杨重视程度不够，与同属其它杨树相比，无论是从深度上，还
是广度上对胡杨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现有资源的保护恢复以及合理利用是当前胡杨研究的首要问题，
因此，加强现有天然林的保护，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如封滩育林、补充灌水促进胡杨林向正向演替方
向发展。目前，胡杨退化环境因子及恢复等尚缺乏定量化研究，特别是种源试验及优树选择是实现胡
杨良种化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突破胡杨与其它杨树杂交的亲和性问题对于克服胡杨有性繁殖的困
难、增强其它杨树品种的抗逆性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应从胡杨的遗传基础研究入手，在筛选优良
种源和无性系的同时加强杂交技术的研究，为胡杨的良种优生产奠定基础。加强胡杨各种无性繁殖技
术的研究是将所选育的优良无性系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关键。老树幼化根插技术、易生根无性系选育
研究， 采用控制插床的水温条件等措施防止插穗腐烂，对于提高扦插生根率较为有益应加以重视。

本专利针对以上问题，选用新疆杨做砧木，将胡杨嫁接到砧木新疆杨上进行无性繁殖，由于胡杨
嫁接到新疆杨的性状表现显著大于胡杨和新疆杨本身的优良特性，而且新疆杨的生长速度大于胡杨，



因此，嫁接胡杨能够提高胡杨的生长速度。胡杨嫁接新疆杨能够解决胡杨材质差的特点，并改变新疆
杨破肚、干梢、不抗旱等生理特性，从而提高胡杨品质。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单纯依靠有性繁殖技术已经无法弥补胡杨林的高死亡速率，胡杨
建群种的衰退将直接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一套系统合理的嫁接技术的提出，将很大程度上改善胡杨高
衰退率的现状，提高胡杨复壮更新的速率，达到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同时也会带动无性繁殖技术的
发展和嫁接技术的提高。

本专利在考虑节约成本以及有效利用现有资料的情况下，成功地应用于生态保护中，使我国的生
态建设技术具有与国外竞争的技术支撑。

 

创新点

本发明专利是在“九·五”到“十二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支持下取得的成果，其思路是：从胡

杨无性繁殖角度出发，将胡杨幼芽嫁接入适宜砧木新疆杨，既能提高胡杨幼苗成活率，又能改善砧木

干梢、不抗旱的弱点，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新疆杨的生长速度大于胡杨，但存在破肚、干梢、不抗

旱等生理特性，本专利以树木嫁接技术理论为指导，基于砧木的生理特性，取长补短，提出将健康强

壮的胡杨幼芽嫁接入新疆杨，不但能解决新疆杨本身生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提高胡杨的生长速

度，加速胡杨群落的生态恢复过程，推动退化的胡杨种群的更新，为胡杨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推广提供

理论依据。此外，该技术创造性地提出采用“十”字型芽接技术，与常规嫁接的“T”字型刀口芽接

存在很大不同，采用不规则四边形的胡杨幼芽和“十”字芽嫁接能够保证胡杨幼芽与新疆杨树皮更大

面积的接触，提高胡杨幼芽嫁接的成活率。

在目前无性繁殖成活率不高、有性繁殖锈病未解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胡杨这一强大的根蘖繁殖

能力，有效遏制胡杨种群更新乏力及老龄化，是对胡杨群落稳定起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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