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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间：2021年 1月-2021年 12月

项目类别：自治区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金来源：自治区科技厅

项目经费：20万元

项目简介：

大果沙枣是胡颓子科(Elaegnaceae)胡颓子属沙枣的变种，在新疆

常通称为大果沙枣（大沙枣），南疆四地州广泛分布，其抗旱、抗风

沙、耐盐碱、耐贫瘠是防风固沙、护坡护田、房前屋后绿化的主要

树种。2020年，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在两会上提交了

打造沙枣产业助力荒漠化防治、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提案，建议将推

广种质加工沙枣项目列入国家和有关地方“十四五”规划重要能源工

程项目。发展沙枣产业目标既要注重沙枣的生态效益，又要重视它

的经济效益。小沙枣刺多，果小，果肉可食性、可利用率极低；大

果沙枣，少刺或无刺，果大，果实酸甜可口，可食率高，可以说沙

枣产业化发展，发展大果沙枣产业化更具潜力。如果按照规模化建

设 150万亩防沙造林基地，6年盛果期后，每年可产果实 200万吨，

除用作生物质能源外，大果沙枣还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物质多糖、

鞣质、黄酮类等功效成分，是一种理想的天然食品和维吾尔药物，



具有较好的加工及利用前景。但从目前大果沙枣发展来看，工作重

点应放在优选无刺、果大、口感好、病虫害少和产量高的大沙枣品

种，开展选育栽培规模化种植研究，建设大果沙枣生产原料基地，

同时加快大果沙枣加工及利用研究，让大果沙枣的各类产品真正走

向市场，形成规模化的效益，这样才能正在实现大果沙枣产业化发

展目标，既实现了国土绿化、沙化荒漠化土地治理的生态意义，又

收获了客观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带动了种植、经营、加工等活动，

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荒漠化治理国际合作具有积极影响，具有

极大的社会效益。

从大果沙枣的加工及利用现状来看，进行大果沙枣加工的企业

多为南疆的小工厂、小作坊，产品多是加了沙枣粉的沙枣馕、沙枣

馒头、沙枣糕点等初级利用产品，产业化水平极低，没有应对现代

市场发展和大果沙枣产业化的根本能力。大果沙枣果肉甜度适中，

果肉沙甜，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及药用价值，进行果肉饮料加

工利用，是大果沙枣深加工的一大出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同

时，新型果醋具有食醋的营养功能，还具果醋特有的保健功能，一

直是国内外视频研发的热点，大果沙枣果肉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

类功效物质，具有养胃健脾，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功效，利用大果沙

枣果实发酵酿制果醋，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因此研究以大果沙枣果

肉饮料加工、大果沙枣果醋发酵工艺为重点，对其产品成分进行分

析，以期为大果沙枣深加工研发及产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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