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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杜仲发展现状与对策

贾艳芳 卜耀军 史吉帅 李宗龙
榆林学院生命科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杜仲根系发达，能保持水土，丰富造林树种。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和黄土高

原过渡带，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北部为风沙草滩区。通过对区域杜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优势进行分析。

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终结后，当地农民可通过采收杜仲的树皮和叶子来实现经济效益，为了不造成新的生态破坏的情

况下，提升对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有助于加速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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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方法

通过实地观察法、文献观察法对杜仲在榆林地区进

行为期6个月的实地调研。
2 现状问题

近年来，我国中医传统以杜仲树皮、叶片作为药用

主要成份，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技术的进步，杜

仲的果、花等其他成份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利用。随着

杜仲籽油、杜仲叶茶、杜仲饲料、杜仲橡胶制品、杜仲

雄花茶等产品的不断涌现和推广；杜仲的应用范围已从

医药领域扩展到日化产品、动物饲料生产、食品加工、

橡胶工业应用以及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榆林地区光照

充足，干湿季明显，滩地遍布，地形为黄土丘陵，日夜

温差大，地下水资源丰富，沙地蓄水性强，经济林产业

前景广阔。在当地不断推广杜仲引种，榆阳区红石峡区

目前已完成种植1000株，榆阳区牛家梁林场现已完成种
植3000株，绥德县四十里铺高家沟村种植现已种植完成
约20000株杜仲苗木[12]。

杜仲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能够在一个生长周期内

完成枝冠的年生长。在越冬后，杜仲会出现抽干的现

象，需要进行截干掩埋的处理。为了促进杜仲产业的发

展，榆林市在绥德县四十里铺规划建设了一个规模最大

的杜仲产业基地。这个基地不仅包括杜仲的种植，进行

精深加工一体化的项目。这个产业基地的建设对于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都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杜仲的种植和加工也为当地提供了

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民收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这对

于榆林市和绥德县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3 调研结果

理论上分析，榆林市杜仲引种种植基本成功，但实

际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杜仲产业发展步伐。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杜仲种植资源短缺的情况
在榆林地区，杜仲的种植主要集中在绥德县，其他

地区的种植规模相对较小，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杜仲的

种植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这方面的人才相对稀

缺。杜仲的生长周期较长，需要耐心和持续的投入才能获

得丰收。杜仲种植业的发展受限于良种匮乏及残缺林情

况，使得林区生态和经济价值受限，同时新品种和技术推

广缓慢，制约行业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对杜仲种植的支

持力度，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以

提高杜仲种植的产量和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3.1.1  杜仲种植技术管理情况
杜仲作为高经济树种，其产业化发展正面临着重要

机遇与挑战。近年来，随着市场对杜仲胶保健产品及衍

生物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对其材料综合开发价值的

深入认知，该树种的集约化栽培技术体系已取得显著突

破。科研人员在繁殖技术优化、剥皮再生工艺创新、混

交造林模式构建及病虫害综合防控等领域形成了系列成

果，为产业升级奠定了技术基础。受历史社会经济因素

制约，当前杜仲种植环节仍存在显著发展瓶颈。该树种

较长的生长周期与粗放式管理模式形成矛盾，具体表现

为：林地长期处于施肥不足状态，管理者过度追求短期

产出而忽视土壤保育，导致立地质量持续退化。恶性循

环不仅造成杜仲的叶片和树皮质量下降，更直接影响单

位面积产量与商品效率，严重制约着产业链价值提升。

为实现杜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以精准施肥为核心

的全周期管理机制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有机无机配施等精细化措施，既能有效缩短林木培育周

期，又能同步提升原料品质与产出效率。这种集约化管

理模式的推广应用，将有助于突破资源利用效率瓶颈，

推动整个产业向生态型、质量效益型方向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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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杜仲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普遍不足
大多数杜仲加工企业还处于初级加工阶段，企业数

量有限，产出能力不强，新品种开发滞后，产品种类单

一，生产成本高，加工规模小，这些都是阻碍企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杜仲产品市场推广不够，普通大众无

法理解其特性与效用，削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4 政策建议

4.1  杜仲良种选育
为进一步推进杜仲生物育种，努力培育出更高产、

抗逆性强、优质、适应性更广的杜仲优良品种。目前，

除了已经培育成功的“华仲1-5号”、“秦仲1-4号”等
品质卓越、生长迅速的药用厚朴栽培品种外，为了满足

市场需求，还开发了适合果园化种植和工业用途的“华

仲6-10号”、“大果1号”，专门针对杜仲雄花的“华仲
11号”[13]-[18]。另外，多样的分子生物技术已经陆续运用

到杜仲厚朴的选育研究中[19]。通过利用性别相关性标记

来辨别杜仲幼苗的雌雄性别，我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杜

仲雌雄异株、在自然条件下难以实现授粉繁殖。根据不

同需求培育出多种具有市场潜力的优良杜仲品种十分重

要，比如培育含有效成分较高的药用杜仲，提高杜仲胶

含量，并完善其采收加工。

4.2  生态种植技术及效益评价
杜仲生长缓慢，生产周期长，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产

生了许多技术挑战。为了使杜仲人工栽培奠定坚实的研

究基础，有必要对杜仲栽培区内的病害、杂草危害、

土壤肥力、虫害等进行全面调查。此外，种植管理的各

个方面，如品种选择、种植方法、排水和灌溉用水、间

距、施肥策略、修剪技术等，需要在实施病虫害综合防

治措施的同时进行考虑。考虑到杜仲主产区的土壤肥力

和养分供应、生态环境，在制定相应的养分管理策略和

肥料使用标准的同时，需要阐明杜仲植物的生长规律和

品质形成机制。

4.3  提高品质，促进杜仲产业一体化链条
积极帮助、引导企业主动开拓市场，培育自主品

牌，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建设杜仲生态种植示范区

的同时，需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培育科研团队

开展学术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通过技

术培训、对比试验、实地调研，推动“政府+科研+推广+
企业+农户”模式的示范应用。建立政府机构、高校、企
业的产业战略联盟，促进相互合作，实现杜仲资源的合

理配置、有效整合和综合利用。

5 发展前景与展望

杜仲是一种独特的树种，融合了经济林和用材林的

特征，具有广泛的用途，可运用于药物、橡胶、建筑材

料及保健饮料、饲料等领域。该树为我国独有，在全球

范围内拥有绝对的优势资源，为开发和利用杜仲提供了

资源上的保障。借鉴其他国家近年来在药材产业方面的

发展经验，我国的杜仲产业发展必须迈向规模化、产业

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我国杜仲产业

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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