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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榴作为新疆一种绿色食品资源，受到国内外市场广泛关注，使得新疆近几年石榴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本文对新疆石榴生物学特性、种类、品种和开发利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阐明了新疆大力发展石榴产业的 

优势，并在分析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疆发展石榴产业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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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又名若榴、丹若，是一种古老的果树，原产 

伊朗、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部地区。维吾尔语称石榴 

为“阿娜尔”。据资料记载，石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 

从原苏联的中亚地区带回的。在民丰尼雅遗址(公 

元 269年)及吐鲁番楼兰遗址(公元 265)的挖掘中， 

发现有石榴果纹饰，由此推断新疆引种栽培石榴距 

今至少有 1600余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当地少数民族就有在房前屋后栽种 

石榴，以改善居住环境的习惯和将石榴及石榴花、石 

榴子和石榴皮人药的记载。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以及自治区发展特色林果业的产业调整和 

规划，石榴在新疆南部的栽培、深加工和产业化得到 

了迅猛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但是， 

目前新疆的石榴产业仍处于较低水平的资源型，如 

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增强新 

品种、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加大国 

际市场占有额，成为该区石榴产业做大、做强的首要 

工作。 

本文在阐述新疆石榴栽培的自然优势和石榴开 

发利用的广阔前景基础上，通过对新疆石榴产业现 

状和存在问题的综合分析，科学地提出了新疆石榴 

产业大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对于将新疆石榴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于新疆其他特色林果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1 石榴的生物学特性 

石榴系石榴科 (Punicaceae)石榴属 (Punica 

L．)植物，为灌木或小乔木。在温带地区，因冬季寒 

冷要落叶休眠，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但在热带则四 

季抽生枝叶，如同常绿果树，几乎无休眠期【2J。 

新疆由于冬季寒冷，石榴要落叶休眠并需埋土 

越冬。石榴根际易生萌蘖，从而易丛生，栽培上可留 

单干或多干，直立栽培时，树高可达3～4 m。枝条 

柔韧，能负重，即使细小枝条结挂较重的果实而不易 

折断。石榴的芽有混合芽和叶芽2种，前者较肥大， 

后者较瘦小。混合芽多为短枝的顶芽，也有为充实 

枝梢的少数腋芽转变而成。石榴花为两性花，着生 

于当年生新梢的顶部，一般有 1～5朵，子房下位，萼 

片肥厚、肉质，倒钟状，先端分裂成 5～7片，与子房 

相连接，宿存。花瓣与萼片同数，亦为5～7片(重瓣 

花例外)，雌蕊一枚，雄蕊多达 200枚以上。石榴果 

实子房5～7室，受精结果后，子房不断肥大，形成多 

室多子的浆果。每室有多数种子，种子由外种皮、内 

种皮和胚组成。外种皮为肉质，汁多，昧甜或酸，有 

红、粉红或白色之别 ，此即为食用部分。内种皮一般 

为角质而硬，但也有退化而可嚼碎的，食用时不必去 

种子。这类品种一般叫软籽或无籽石榴，常视为珍 

种。石榴自开花至果实成熟约需 120 d，9月下旬成 

熟。 

新疆南部夏季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石榴的生 

长发育，石榴的着色、含糖量均优于国内其他地区。 

气候干燥 ，病虫害少，几乎不用农药，不裂果，这是新 

疆石榴栽培的优势⋯。石榴对土壤要求不严，平 

地、山地、丘陵或河滩地均可栽培，以砂壤或壤土最 

适宜。新疆多数地区的土壤条件能满足石榴的生长 

发育要求，加之有良好的灌溉条件、降雨量少、空气 

干燥、光照充足，十分有利于石榴的生产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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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石榴传统的繁殖方法有 2种：一是压条繁 

殖法，将母株周围的一年生枝压入约 30 ClTI深的沟 

内，先端露出地面，秋季或来年切离母株挖出栽植； 

二是分株繁殖法，将多主干成年植株，从根部将部分 

主干切分挖出栽植。现在多采用扦插繁殖法，扦插 

繁殖较压条和分株繁殖法繁殖系数高，可以大量繁 

殖[4．5 3。 

2 石榴主要的种类和品种 

石榴可分为花榴和果榴 2类，花榴果小或不结 

果，仅供观赏，果榴以利用果实为主。我国约有石榴 

品种100余个，新疆石榴的品种如下 J。 

(1)大籽甜石榴：维吾尔语称为“达乃克阿娜 

尔”，分布在叶城、喀什市。树势中，开张。果实硕 

大，圆球形 ，皮底色淡黄披粉红彩。浆果粒大透亮， 

汁多味甜，品质极上。平均单果重 500 g，最大果重 

750 g。9月下旬成熟，可溶性固形物 16．2％。 

(2)甜石榴：维吾尔语称为“塔特力克阿娜尔”， 

分布在叶城、和田、库车、吐鲁番。 

(3)酸甜石榴：维吾尔语称为“吐尔弯阿娜尔”， 

主产于疏附。树势中、稍开张。果型中，圆球形。皮 

色黄、披玫瑰红彩。浆果粒中，玫瑰红或深红，汁多、 

酸甜可口。贮存至 l1月，可溶性固性物达 18．6％。 

单果重 400--500 g。 

(4)酸石榴：维吾尔语名称为“阿奇克阿娜尔”， 

分布在叶城、喀什、库车、吐鲁番。树势强，直立。果 

型大，扁圆形。皮色黄绿、披红霞。浆果粒中，鲜红 

色，汁多味酸。单果重 500 g左右，9月下旬成熟。 

可溶性固性物 16％，较耐贮藏。 

(5)实生石榴：树矮小、多刺，果实圆球形。皮色 

黄绿、披淡红霞，浆果粒小，味酸品质较差。单果重 

300 g左右。 

3 石榴的开发利用价值 

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民对石榴尤为喜爱，常在房 

前屋后栽种石榴。许多姑娘取名“阿娜尔古丽”(石 

榴花)、“阿娜尔汗”(石榴姑娘)，有的将石榴作为图 

案织在地毯上，供人欣赏。在文学作品中，用“阿娜 

尔”形容女性的窈窕俊美，用“阿娜尔”譬喻人的心灵 

纯美。在日常生活中，以石榴为珍物，互相馈赠的习 

俗。此外，维吾尔族人民对石榴的保鲜有着十分丰 

富的经验，到第二年的4月还能吃到新鲜的石榴L7．1。 

石榴是一种观赏性植物，树姿优美，每年 5～6 

月问，繁花怒放，灿若云霞。石榴果外形独特，籽粒 

晶莹，甜酸可口，别有风味。石榴除供观赏、鲜食外， 

还可入药。 

石榴果实的可食部分约 占 15％，其中含水分 

79％，碳水化合物 17％以上；每 100 g可食部分含维 

生素 C 11 mg以上，粗纤维 2．5％，灰分 0．8％(以磷 

和钙较多)。果汁中含有适量的糖分和柠檬酸，我国 

自古以来即有榨其汁作饮料的经验，如《农桑辑要》 

(1273)记载：“榴房比他果最为多子，北人以榴子作 

汁，加蜜为饮浆，以代杯茗，甘酸之昧，亦可取焉。”近 

年来，国内外亦多用以制清凉饮料EsJ。 

石榴皮含单宁 10．4％～32．3％，可作鞣皮工业 

的鞣料，也可为棉、毛、丝、麻的天然染料。中医书中 

记载，石榴味甘甜、湿涩、既润燥又收敛 ，其根皮、果 

皮煎服，可治痢疾、伤寒和驱除绦虫 J。石榴花在 

民族医学中素以“古丽娜”之称而入药，具有止泻、止 

血、止痒等功效，可作为治疗 口臭、腋臭的药物使用， 

还可将花蕾糖制成浸膏，用以治疗胃溃疡和泻肚；石 

榴花除可用来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等症外，还具有强 

身健体的作用【9J。关于石榴叶的利用，《图经本草》 

记载：“榴叶者，主咽喉燥渴、止下利漏精、止血之功 

能”，石榴叶具有调节血脂和清除氧 自由基的作用， 

除入药外还可制成石榴保健茶 。近年来，国外在 

开发石榴药用中，诸如预防心脏病、延缓衰老、抵抗 

肿瘤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时，随着消 

费趋势的不断变化，国际上以纯天然、健康、营养和 

口味纯正为代表的纯果汁、混合果蔬汁也正逐渐成 

为消费主流，因此纯天然石榴果汁饮品的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引。 

以上可以看出，石榴有着广泛的开发利用价值。 

4 新疆石榴生产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2002年前，新疆的石榴栽培以庭院零星栽培为 

主，一些县有小片石榴园，如叶城县有少量的成片石 

榴园，库车、吐鲁番及北疆伊宁、绥定及霍城等地也 

有少量分布。2002年随着自治区提出南疆以发展 

特色林果业为主的产业调整思路以来，石榴栽培逐 

步受到重视，加之种植石榴的高收益水平，以及新疆 

纵横股份有限公司、和阗玫瑰酒业有限公司、喀什昆 

仑酒业有限公司和新疆富源果蔬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等积极围绕石榴开发生产果汁、石榴酒和石榴粉等 

特色产品 J，从而刺激了石榴产业的发展。目前， 

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地都在积极发展石榴生 

产，石榴栽培面积有较大发展。 

据粗略统计，新疆现有石榴种植面积大约 2× 

10 hm ，石榴产量 5×10 ～6×10 t⋯。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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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田地区皮山县、喀什地 区叶城县和疏附县等 

地【5j。自治区在 2010年园艺产业发展规划中已将 

石榴作为重点发展果树，计划在和田等地发展石榴 

3．3×10 hm 以上。 

新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为石榴 

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作 

为药食兼用的果中之王，新疆石榴糖分高、着色好、 

品质佳、病虫害少，是一种绿色果品【3 ；同时，石榴 

耐贮藏、栽培风险性小、可加工期长、加工设备利用 

率高等特点，决定了石榴深加工的可观利用前景。 

但是，目前新疆石榴生产中存在的如下问题，又 

严重制约了新疆石榴生产的快速发展、产品的深加 

工和规模化生产： 

(1)石榴虽属浆果类水果，但食用不便，外表皮 

硬且有韧性，不具有较为明显的风味，营养素利用率 

低及现代医疗保健功能研究不够，严重影响了石榴 

特色产品的发展与普及【3J。 

(2)石榴冬季需要埋土越冬，造成生产费用较 

高，从而限制了石榴的规模发展(3,11】。 

(3)石榴的品种多乱杂和盲目引种，以及相对 

滞后的优良品种选育研究工作，无法满足规模加工 

的需求[1，3，6】。 

(4)石榴栽培技术与管理措施的落后使得石榴 

病虫害严重、产量低而不稳，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石 

榴种植面积【1，6，l2J。 

(5)石榴产品深加工、生产工艺和水平以及产 

品质量标准等方面研究与开发力度不够，使得新疆 

石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受到限制，无法达到质价同 

比[6，8，14，15]。 

鉴于石榴上述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巨大的发 

展潜力和生产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结合自治区产业 

结构调整和长远发展规划，为使南疆石榴生产实现 

规模化和产业化，使资源优势转化成商品优势和经 

济优势，现就新疆石榴产业的今后发展提出以下建 

议 ： 

(1)研究、培育优质高产石榴新品种，科学扩大 

栽培规模。根据石榴气候适应性的分析和在加强石 

榴市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培育良种壮苗，并依据市 

场需求科学规划、科学决策发展规模和栽培模式。 

(2)从民族植物学角度加强石榴深加工新产品 

的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3,8,9,10,16】。通过对当地少 

数民族在石榴生产、保存和民族医药方面传统知识 

的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对石 

榴在医药、保健、工业等方面应用的研究开发(如石 

榴籽油、石榴红色素、石榴粉)，推动食品、医药等企 

业参与石榴的加工和产销，提高综合效益。 

(3)重 视栽 培 技术 和管 理措施 的研 究应 

用[ ,4,5,7,11，l2】。针对植物生长中的各限制因子，加 

强对石榴传统栽培方式和技术的研究与改进，科学 

均衡水肥及病虫害防治，对果实生长微环境进行调 

控，以改善石榴的商品性状并提高石榴的单位产量 

和经济价值。 

(4) 实 施 品 牌 战 略，建 立 产 品 技 术 体 

系(3,6,13,15,17】。以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的标准建设 

石榴种植基地，创建新疆石榴品牌(如和田皮山注册 

的“皮雅曼石榴”)；同时，加强产品质量标准以及深 

加工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尽快建立全面 

系统、操作可行的技术体系，借助区位优势和品牌优 

势，提高石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5)以企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产业优 

势(3,6,13,14,17]。借鉴国内外生产经营的成功经验， 

采用“企业+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充分 

发挥模式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建立和形成生产、 

贮藏、运输、加工、信息、培训一整套的技术服务体系 

以及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体系，扩大产品销售渠 

道和市场占有率。 

总之，新疆有着独特的自然和气候优势，在市场 

导向下，加强产、学、研的结合，科学发展石榴等特色 

林果业，走产业化道路 ，才能真正实现新疆资源优势 

转变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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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and Its Exploitation 

in Xinjiang 

LIU Wen-jiang ， 

(1．Xinjiang Institute of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Urum~830011，China； 

2．KunmingInstituteofBotany，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 As one species of green food resources in Xinj iang，Punica granatum Linn．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and its planting areas are continuously enlarged year by year．In 

this paper，the biological natures，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Punica granatum Linn．as well as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Punica granatum Linn．in Xinj iang are lucubrated，and the advantages of develop— 

ing the industry of Punica granatum Linn．in Xinjiang are discussed．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de— 

veloping the industry of Punica granatum Linn．in Xinjiang based on analyzing the actuality and existing prob— 

lems in developing the industry of Punica granatum Linn．The suggestions are to research and breed new vari— 

eties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yield，rationally enlarge the planting area of Punica granatum Linn．，develop 

the deeply—processed products of Punica granatum Linn．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ethnobotany，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and develop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the products so as to form the industrial predominance of Punica granatum Linn．in 

Xinjiang． 

Key words： Punica granatum Linn．；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ethnobotany；Xinj 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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