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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特色林果业资源时空分异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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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苹果、香梨、葡萄、桃、杏、红枣等林果品种资源近60年统计数据，运用数理统计与

空间分析的方法对其时空分异规律进行分析。新疆特色林果业资源在时问变化上，种植面积和产量总体呈逐年递

增的趋势，但也存在阶段性波动变化的规律，以2000—2009年全疆各地州的林果业面积年变化率最大，且南北疆分

布不均衡；在空问上，呈非地带性的条～带、块状分布，沿山麓一河流地带分布，沿盆地一绿洲分布等不同分布规

律，从而形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大范围大杂集。小范围小聚集的不均衡性总特征。从时空分异

规律分析上看，在极端干旱区发展林果业必须园地制宜。一方面要加强对林果业资源配置的区域性调控，以质促

产．以品促效，男一方面强化林果业资源经济一环境效益整合，构建林果业经济一环境可持续、和谐发展格局，借助

新疆地缘优势，凸现绿色，走无公害林果产品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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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凭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现已把

林果业发展作为继棉花之后的又一产业进行推进，

而林果业已经成为新疆调整农业结构的重点、加速

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的着力点。

目前对新疆林果业的研究多为林果业的可持续发

展、产业结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孙兰

凤¨o]，就林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可持续指标

体系做了详细研究；刘晓芳旧J，就如何提高新疆果

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行了着重分析；姚永

军、周斌H．5 J，再借助新疆发展林果业优势的基础

上。要以抓住市场以市场为导向；李金叶№J，就林果

产品，从生物品种适应性、规模适应性、环境适应性

三个方面分析特色林果业的区域适应性问题。而特

色的林果业品种必然分布在特定地理环境之下，受

特定的光、温、水、土等生态因子制约，因此遵循因地

制宜的原则，合理布局种植林果业品种资源，才能把

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因此对林果业资源的时空分异规律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地域辽阔，水土光热资

源丰富，发展特色林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新疆特色林果业优良的品种有数百种之

多【4|，据初步考察，共18类836个品种，主要包括苹

果、梨、葡萄、桃、李、山楂、枣、核桃、石榴、无花果、巴

旦木、阿月浑子等22个树种[6|。但常见以葡萄、红

枣、核桃、香梨、杏、巴旦木、开心果、枸杞、石榴、无花

果、苹果、药桑、l{；；l{=孛、沙棘、文冠果、酸梅、李、桃、哈

密瓜等优良品种为主。此研究选取了苹果、香梨、葡

萄、桃、杏、红枣、石榴、其它(巴旦木、阿月浑子等)优

势林果业资源品种为研究材料。

1．2方法

通过查阅、收集和整理新疆60年统计数据和相

关的文献资料，并采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的方法

对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特色林果业资源的时间变异

规律；根据Maplnfo软件矢量出l：6000000的新疆山

脉、河流水系图和做出新疆各地州主要特色林果业

资源的种植分布图，再结合地理学知识，应用归纳法

总结出特色林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

2结论与分析

2．1时间分异规律

2．1．1全疆林果业变化规律新疆有2000年的果

树栽培历史，但开始作为产业化、大规模建设特色林

臬基地，还是在16年前，林果总面积已从1993年的

13．4万hm2增加到2009年的83．9万hm2。新疆特

色林果业的种植面积变化趋势如下3个阶段(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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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新疆林果业40年种植面积和60年种植产量变化趋势

Fig．1 Trends of planting acreage in 40 years and production in 60 years for fruit industry in Xinjiaag

第一阶段：1970年一1986年为平稳发展期，这

一阶段新疆的林果业种植面积在10万hm2以下，增

长幅度变化不大，每年平均以0．52万hm2的速度增

长，年均面积变化率为9％。

第二阶段：1987年一2000年为快速扩展期，此

阶段新疆的林果业种植面积在lO一20万hm2之间，

每年的变化幅度平均以0．79万hm2的速度递增，年

均面积变化率为5％；原因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来，自治区就把发展林果业作为实施资源转换战

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推动。

第三阶段：进入2000年以后为跨越式扩张期，

每年平均以7．68万hm2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19．3

万hm2增长到2009年83．9万hm2，年均面积变化率

为18％；其原因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自治区明确提

出依托新疆的优势地域资源，把林果业发展成为继

棉花之后，新疆农村经济的又一支柱产业。

如图l所示，全疆林果业总产量的总趋势是逐

年递增，但并非随着种植面扩大而呈现正相关关系，

而存在波段性变化。因此，林果业的发展不能仅依

靠扩大种植面积，还要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制约。

变化如下：

第一阶段：1949一1978年为波浪式发展期，此时

期全疆林果业的产量有增有降，自然条件和人为因

素影响小林果业产量直线上升，遇到天灾人祸，产量

急剧降低。如1959年由于天灾人祸，当年的产量从

1958年的15万t降到8万t；1967—1978年，这10年

受文革的影响产量明显低于60年代。

第二阶段：1979--2009年为线性增长期，由于国

内文革结束，国家施行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政策，以及新疆历年来的惠农、助农、扶农措施，

使得新疆林果产量从1979年开始渐渐回升，从

14．22万t增长到2009年的560多万t。

2．1．2各地州(区)林果业变化规律 各地州(区)

林果业种植的变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为揭示

全疆各地州(区)林果业发展变化的空间差异性，特

定义各州林果业种植面积在研究期内的变化幅度，

其计算公式【卜8J：

足=等×了1×·00％
式中：K为研究时段的林果业种植面积年平均变化

率；Ul、U2为研究期初、研究期末各林果业的种植面

积；T为研究时段；K值为正表示该种植面积增加；

K值为负表示该种植面积减少；K值绝对值越大表

示种植面积变化速度越快。

从各地州(区)林果业种植面积变化看(表1)，

1990--2000年全疆各各地州(区)的林果业种植年平

均变化率较小，均为0．12％，其中阿克苏、和田、喀

什地区K值为负；2000--2009年全疆各地州(区)的

林果业种植年平均变化率是前10年的一倍(除昌吉

州、塔城地区、博州)，均为0．29％，说明这lO年新疆

各地州(区)的林果业迅速发展。

从1990--2000年各地州(区)的统计数据来看

(表1)，2000年以前南北疆林果业种植面积年均变

化率差异不大，北疆略优于南疆，其中昌吉州K值

最大；2000年以后，南疆两州、三区(巴州、克州、阿

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的K值明显高于同

期北疆的各地州(区)，其中喀什K值为0．77％；处

于东疆的吐鲁番地区20年前后年均变化率差异不

大，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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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2009年新疆各地州(区)林果种植面积年平均变化率

Table l The average variability of planting acreage for fruit industry in Xinjiang during 199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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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空间分异规律

新疆不仅有166．49万平方公里辽阔的陆地面

积，还有山脉与盆地相间的地形、地貌，及远离海洋

而形成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为林果种植培育提供了

有利的地形、土壤、气候等地理条件，但是天山南北

因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林果业资源的品种在各

话 鲁
阜 吨
{一 {一

? 芏

■■笪■一 1

州种植和生产的情况也各尽不同。通过对新疆林果

业进人跨越发展时期(2000--2009年)的主要林果业

资源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图2)，

可以看出新疆特色林果业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大

范围大杂集，小范围小聚集的不均衡性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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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 2000—2009年各州(地区l特色林果业资源平均种植面积、产量变化分布围

Fig
2 Distribution of change of average planing acreage and produttion of characteristic fruit

industry reF,,ou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Xi njiang from 20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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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光照、温度及土壤要求不严格的苹果、葡

萄、香梨，桃、杏、红枣等林果产品在全疆各州都有分

布，但是在产量和面积上又存在着内部差异，苹果和

红枣以阿克苏为主产区．葡萄以吐鲁番为主产区，香

梨以巴州为主，杏以喀什地区为主．总体上南疆大于

北疆；但其他的石榴、巴旦木、阿月浑子等林果业品

种的分布都集中在南疆地区，特别以和田和喀什地

区为主要聚集地，而枸杞、沙棘等伊利哈萨克自治州

和伊犁州直属县(市)。

三大山系与两大盆地构成了新疆的基本轮廓，

阿尔泰山分布于最北部，昆仑山与阿尔金山分布于

最南部，天山横亘于中部将其分为南、北疆两个部

分，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昆仑山一

阿尔金山与天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9 J，此外．地处北

天山东部的博格达山、哈尔里克山与中天山的觉罗

塔格山之间的东疆吐一哈盆地。这种的地势、地貌

就构成了新疆山地一河流、盆地一绿洲一荒漠的独

特地域景观格局。从而特色林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

也表现出独特的其他地域分布规律。

2．2．1 非地带性条一带、块状分布 依据新疆地

形、地貌图(图3)和林果业品种分布图(图4)可看

出，新疆的特色林果业分布呈现出：北疆以葡萄、红

枣、枸杞、时令水果、设施林果为主的伊犁河谷、天山

北坡林果带．东疆以葡萄、红枣为主的吐一哈盆地林

果带，南疆以红枣、核桃，杏、香梨、苹果为主的环塔

里木盆地林果带。

陆地上的不同地区，由于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海

陆位置各不相同，分别具有一定热量和水分组合，形

成不同的气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代表性的植被和

土壤类型，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宽度，呈带状分布的

陆地自然带【10]。而新疆深处内陆，温带大陆性气

候，降水稀少，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加上山脉与盆

地相间的地形，没有形成协调的水热组合。植被生

长受海陆位置、地形状况、局部环流和洋流、局部水

分异常等影响下，而形成非地带性的分异规律，因此

林果业的生长也呈现出非地带性条一带、块状分布

的规律。

圈3新疆山脉，水系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motmtains and rivers in Xinji“g

2．2．2沿山麓一河流流域地带分布 新疆的年平

均降水量因在200 m以下．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
用水，除有比较稳定的山区降水和少量的冰川固体

水库调节外，基本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新疆因靠

近西伯利亚寒流中心，冬季的降雪持续时间长、强度

大，天山和昆仑山山脉在冬季贮存大量的积雪，等到

气温回升冰雪开始消融，在山麓下形成河流．为绿洲

平原灌溉农业带来丰沛的补给水源，水量比较稳定，

口——{一t

供水保证率高。在极端干旱的新疆以灌溉农业为主

的绿洲发展林果业有充足河流补给水源是其必要的

物质基础和前提，因而新疆的林果业资源分布呈现

出沿山麓一河流流域地带分布的规律。如伊犁河谷

林果业沿天山北部哈尔克他乌山山麓一伊犁河流域

分布；天山北坡林果业沿北天山博罗科努山山麓一

奎屯河流域、依连哈比尔尕山山麓～玛纳斯和流域

分布；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业沿天山南部山麓、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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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山麓一塔里木河流域的九大水系144条河

流‘“’分布。喀什地区林果业沿昆仑山北部山麓一

咯什尔噶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分布，和田地区林果

业沿昆仑山北部山麓一和田河、克里雅河流域分布，

巴州的且末县沿阿尔金山山麓一车尔臣河流域分

布。

2．2．3 沿盆地一绿洲分布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

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而两大盆地周边，有广阔

的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土地平坦，土层深厚疏松，透

气性好，多壤土和沙壤土lt2]、灰漠土，这些适宜的地

形和土壤条件是新疆发展特色林果业的自然基础。

而绿洲多发育于盆地内的冲积扇、冲一洪积扇、冲积

平原、三角洲湖积平原等地貌类型113]，新疆是我国

绿洲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省区，绿洲主要分布在天

山南北麓、昆仑山一阿尔金山北麓、伊犁谷地和额尔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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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斯河流域““。绿洲是干旱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

关键场所，也是干旱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

以农业的生产活动必然以盆地周边和内部的绿洲为

平台，从事各种农业活动。

因此，伊犁河谷林果业主要分布在伊利盆地的

伊利河谷绿洲，天山北坡林果业资源分布在，天山北

麓和准噶尔盆地南部的玛纳斯河流域绿洲、乌鲁木

齐河流域绿洲、奎屯河流域绿洲；吐鲁番、哈密的林

果业资源分布在，吐一哈盆地周围的吐鲁番绿洲和

哈密绿洲；南疆的林果业资源分布，沿塔里木盆地边

缘的绿洲分布，如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焉耆盆地绿洲、

渭干河一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塔里木瓮地西部边缘

咯什尔噶河流域的疏勒绿洲、叶尔羌河流域莎车绿

洲。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策勒、于田、且末绿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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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林果业资源品种分布面积太小为2000—2009年平均种植面积。

圈4新■各地州特色#果业资潭种植分布围

Fig．4 Distribution of planting of characteristic fiuil industry FeOOUFL*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Xinjiang

3．1 加强林果业资源区域性调控，以质促产．以品

促效

200(k--2009年全疆各州(地区)不同林果业的平

均种植面积分布图分析得知，林果业资源品种的分

布呈现大范围大杂集，小范围小聚集的不均衡性总

特征。但苹果、葡萄、梨、桃、杏、红枣等林果产品不

止是在新疆适宜种植，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分

布，对这样的林果业资源要控制种植规模，进行区域

性调控。目前，新疆优质品种与优势地理资源合理

组合，已有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哈密大枣、阿克

苏苹果、等“种林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这充分说明新疆的特色林果特在它以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光照、温度、温差、土壤

等农业发展自然基础之上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也不是规模越大越特。新疆土地总面积虽然占国土

面积的1／6，但是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却未占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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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5％，然而在这不到5％的耕地上要种

植的不仅仅是林果业，还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因

此对林果业的区域性调控不仅是资源合理配置问

题，还是战略和经济问题。

林果业产品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引发的一种

市场经济产物，往往会冈为市场供求关系而形成盲

目攀比、跟风现象。忽视自身主导品种优势，盲目扩

大非地缘优势的特色林果品种，结果导致优势不优、

特色不特的布局结构。如，2006年南疆杏到了成熟

期，却因为大丰收卖不出去，而腐烂在地里，形成“一

同就多，一多就贱”的市场规律【l5|。因此，加强各州

林果业资源的调控，结合地理资源优势，进行区域的

规模适应性、物种适应性和环境适应性【61调控，遵循

适地适树原则¨4J科学的将特色林果配置在最适宜

区位的进行生产经营，以质量促进产量，以品质促进

效益。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前提下，改变以盲目追求

面积和速度的扩张来增产的传统发展模式，增强抗

风险意识，合理布局区域林果业发展布局，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

3．2强化林果业资源经济一环境效益整合。构建林

果业和谐发展之路

新疆的年降水量基数小且分配不均，全疆进入

新世纪后降鼍平均在160 mm，而北疆最多为245

mm，南疆仅有68 mm的降水量。新疆是极端干旱

区，水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水是制约新疆、特别

是南疆农林业发展的决定因素Ll7l，也是干旱区绿洲

存在的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水是制约新疆发展的决定因素，

由于大规模的发展林果业，水资源显得更为紧

缺【l 7|，林果业的分布恰好是以水源为中心的山麓一

河流流域、盆地一绿洲地带。在这些区域，除农业中

的林果业之外，还有以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为主

的粮食作物和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同样需要灌溉

水源，要是水源解决不合理，不仅是引发果、粮、棉不

平衡发展的经济问题，还会因为争夺水源而过度开

采地下水，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绿洲的破坏。

因此，根据新疆的植被稀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自

然地理条件，在极端干旱区，科学灌溉，种植规模适

度、结构合理的既耐旱、抗寒、抗盐碱又具有高价值

的经济林果业作物，这样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又防风固沙，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了环境，使经济

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得到有力的整合，构建林果业

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典型的例子是阿克苏市“柯

柯牙”工程，已开始贡献0．056万hm2成林面积，累

计0．4万t的各类果品，是新疆惟一获联合国粮农

组织全球500佳境的林业工程【5|。

3．3借助地域资源优势。凸现绿色、无公害林果产

品

当前全球范围内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青睐，新疆在较强的昼夜温差、蒸发的独特气候条

件下，果树的病虫害发生较少，生产上农药用量少，

加之新疆工业污染少，环境污染轻，以优质的天山、

昆仑山灌溉水源为主的灌溉农业，为新疆发展无污

染、安全、优质的无公害林果产品提供了独特、不可

仿造和代替性的地域资源优势。

新疆特色林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步

人了由传统林果业向现代林果业跨越的新阶段L5 J，

新阶段，新疆林果业要打质量战，以质量占领市场制

高点，扩大市场占有率。因此，在新疆提升质量的有

利杠杆就是以绿色、无公害林果产品凸显品牌，通过

绿色标志、绿色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4结 论

1)时间分异规律：全疆的林果业的种植面积经

过了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平稳发展、80到90年

代的快速扩展及21世纪初期的跨越式发展三个阶

段，而产量的变化趋势呈现出1949—1978年的波浪

式发展和1979--2009年的线性增长两阶段；各州

(地区)林果业种植在2000年以li{『种植面积的年际

变化率较小，进入2000年以后各州均出现大规模的

种植林果业，每年变化率均为0．29％，且南疆大于

北疆。

2)空间分异规律：特色林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

呈现出非地带性条一带、块状分布，沿山麓一河流流

域和沿盆地一绿洲分布的独特的地域分异规律，这

种分异规律下形成了全疆的北疆伊犁河谷、天山北

坡，南疆环塔里木盆地，东疆吐一哈盆地三大林果基

地。因此新疆特色林果业资源分布呈现大范围大杂

集，小范围小聚集的不均衡性总特征。

3)从时空分异规律看，建议在极端干旱区发展

林果业必须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加强林果业资源区

域性调控，以质促产，以品促效；另一方面强化林果

业资源经济一环境效益整合，构建林果业经济一环

境可持续、和谐发展之路；再次借助新疆地缘优势，

凸现绿色、无公害林果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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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s of characteristic

fruit industry resources in Xinjiang

LIU Jing．qian91一，Wahap·HALIKl一，WANG Guan．shen91”，Yueriguli·KASIM‘”

(1．Key Lab for Oasis Ecosystem of MOE，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Xinfiang 830046。China；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溉，x啦，|g University．Urumqi，m，归昭830046，China)

Abstract：By selecting the data of typical resources of fruit。such as apple，pear，grape，peach，apricot，date and

SO on，we analyzed the temporal and spitial distribution rules of characteristic fruit industry in Xinjiang in the recent 60

years wit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ee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fruit

acreage and production was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hut there were fluctuation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and

the largest annual change rate occurl℃d in 2000--2009，moreover there Was uneven distribution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parts．Spatially，the characteristic fruit industry resources were distributed as the shapes of strip，belt and block

along piedmonts，rivers，basins and oasis，presenting a general feature of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like diversified collec—

tion Oil large range of area and single gathering on sma／1 range of area．When developing specialty fruit industry in ex-

treme arid regions．measure8 should be taken to follow the rule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local conditions．On

the one hand，readjustment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ruit industry resources to

promot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stead of yield．While on the other hand，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o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ruit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t

last，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Xinjiang should be utilized to develop green and pollution·free fruit products．

Keywords：characteristic fruit industry；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region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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