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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浙江省湘州市的森林蔬 菜资源计 7 大类 62 才千1 89 种
。

当地居 民以 自采 自食为

主
。

人工栽培的仅竹笋
、

香格和板 栗等少数 品种
。

香格塑朴大栩栽培和大叶构把引

种 已获初步成功
。

早 园竹用竹叶
、

袭糖和竹叶 + 奢糖夜盖林地
,
可分另J提早始笋期

6 4 d
,

5 6 d 和 5 7 d
,

延 长笋期 4 7 d
, 4 1 d 和 4 2 d

。

关健词 森林蔽菜 ; 野生植物 , 资派
;
湖州

中图分类号 5 7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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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蔬菜是指生长在森林环境中可作疏菜食用的植物
、

真菌 (食用菌 )
、

藻类和地衣 [ ’ ] ,

包括人工栽培种类和野生种类两大类
。

森林蔬菜无污染
,

营养丰富
,

能防病治病
,

滋身强体
,

是天然的保健食品 [ 2 ]
。

作者对湖州市森林蔬菜资源和生产现状作了调查
,

并开展了引种栽培

外地优 良品种等试验
,

为系统开发湖州市森林蔬菜资源提供了经验与依据
。

1 研究方法

1
。
1 资派与生产现状调查

从 1 9 8 5年开始对森林蔬菜种类资源进行调查
,

1 9 9 5年 4 ~ 7 月又集中力量对全 `i ,森林蔬

菜资源和生产现状进行了一次标准地 (样方 )调查
。

1
.

1
.

1 种类调 查 采取查阅文献资料
、

访问山区农民和野外踏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调查
。

文

献资料中有记载或访 间了解到本地有分布的种类
,

经野外踏查证实后才予记录
。

逐一记载种

名
、

学名
、

生长环境和食用器官
,

汇编成
“
湖州市森林疏菜名录

” 。

1
.

1
.

2 主要野生种类自然蕴藏一调 查 对蔽菜 ( P t e : i d i u m a g : i l i n u m v a r
。

l a ￡i u s c u l u二 )和

薇菜 ( O s m un d a 挤aP on fca )这两个分布面广
、

数量多的野生种类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

样方形状和

大小根据蔗菜
、

薇菜分布特点和调查地情况决定
。

蔽菜主要分布在荒山荒地
、

疏林
、

幼林
、

毛竹两用林
、

板栗林等 6种地类上
。

样方面积为 66 7 m
“ 。

在全市 18 个乡镇 40 多个村设置样方

5 4个
。

薇菜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较阴湿的沟
、

溪
、

坎和路边
。

样方呈带状
,

一般长 20 ~ 30 nr
,

宽 2 一 5 。
。

在 n 个乡镇林业用地上设置样方 33 个
。

清点每一样地 内蔽菜
、

薇菜支数
,

经过

收稿日期 : 1 90 6
一

0 1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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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

换算成样地产量
。

对有族菜分布的 6 地类
,

分别计算出每一地类样地平均产量
。

根据全市各地类面积推

算出每一地类威菜产量
,

合计算出全市蔽菜总蕴藏量
。

在统计薇菜调查面积
、

分布面积 的基础上
,

根据样方调查数据
,

求得样地平均产量
,

然

后推算出全市林业用地薇菜总蕴藏量
。

1
。

2 开发试验

1
。

2
.

1 棒菜大栩栽培试验 1 9 9 4年我们用山东红椿 ( T d石an
s i ne sn is) 种子培育的 1年生苗木

进行双层塑料大棚栽培
。

10 月份起苗假植
,

强迫休眠
,

待落叶后巧 d 左右
,

第 1次寒潮来临

之时 ( n 月中旬 ) ,

将香椿苗移至双层塑料大棚 内定植
。

大棚面积 1 14 m
Z ,

移栽密度为 67 株
·

m
一 2。

定植后注意温湿度调节和肥水管理
。

每天定时观察记录大棚 内温湿度
,

记载椿菜产量
。

l
。
2

。
2 构祀 菜引种 栽培试验 19 9 3年春

,

从广州引进优良品种大叶构记 ( L万c f u m e人i n e s e )
,

与本地野生构祀作对照栽培试验
。

设计不同木质化程度插穗对新梢高生长影响和不同扦插时

间对成活率影响两个试验内容
。

实行常规培育管理
,

观察插条生根
、

发芽和成活情况
,

定期

测量新梢生长长度
,

记载构祀菜产量
。

1
.

2
.

3 早 园竹地面夜盖技 术研 完 1 9 9 2 ~ 1 9 9 4年在安吉县塘浦乡
、

凤凰山乡余墩村和 双 溪

口村 3个地点
,

采用毛竹叶
、

若糠
、

稻草
、

竹屑和麦秆等 5 种材料作覆盖物
。

采用随机区组

设计
,

每地 1 个区组
,

每区组 6 种处理和 l 个对照
,

开展早园竹 ( p h刀110 5才a c h y s p , o p i n q“ a )

地面覆盖试验
。

试验期间
,

观测记载各种处理的早园竹林地不 同时期内的笋产量和产值
,

进

行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类资源

根据调查
,

湖州市森林蔬菜共有 62 科 18 9种
,

其中藻类 1科 1种
,

真菌 5 科 9种
,

地衣 1

科 1 种
,

蔽类植物 4 科 4 种
,

种子植物 5 1科 1 74 种
。

这些种类按供食用器官不 同可 划 分为 7

大类
。

2
.

1
.

1 茎菜类 可作蔬菜的器官是植物的幼茎和嫩芽
。

有 10 科 27 种
,

占全部种类的 14 %
。

2
.

1
.

2 叶 菜类 可作蔬菜的器官是植物的嫩叶和幼芽
。

有 34 科 87 种
,

占全部种类的46 %
。

2
。

1
。
3 花茉类 可作蔬菜的器官是植物的花

、

花序和花苞
。

有 n 科 20 种
,

占全 部 种类的

1 1 %
。

2
.

1
.

4 果茉类 可作蔬菜的器官是植物的果实
、

嫩果荚和种子
。

有 6 科 25 种
,

占全部种类的

1 3%
。

2
.

1
.

5 根 莱类 可作蔬菜的器官是植物的根
、

块根 (茎 )和鳞茎
。

有 5 科 19 种
,

占全部种类的

10%
。

2
.

1
.

6 菌莱类 可作蔬菜的是真菌的子实体
,

亦即生于林地
、

树木上的食用菌
。

有 5科 9种
,

占全部种类的 5 %
。

2
.

1
.

7 其他类 包括可作蔬菜食用的藻类和地衣
,

食用器官分别为藻体和叶状体
。

有 2 科 2

种
,

占全部种类的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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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主要野生种类自然组藏 t

蔽菜分布面积 2
。

4万 h m
Z ,

鲜菜蕴藏量约 1
.

2万 t
。

薇菜分布面积 8
.

0万 h m Z ,

鲜菜蕴藏量

约 0
.

5万 t
。

.2 3 生产现状

2
·

3
.

1 自采 自食 采食的种类或品种有摸竹 ( P hg l l o s t a c h y s : fd u
l
a , i a )

、

水竹 ( P h夕l l o s t a c h g :

h e t e : o c l a d a )等菜笋
,

松乳菇 ( R
、 5 5 “ l a d e l i e f o s u s )

、

鸡纵花 ( T e r m i亡o m万c e s a l西u , i n o s u s ) 等菌菜

和蔽菜及马兰 ( K
a l i二

r i s i n d i c a )
、

构祀
、

黄连木 ( P i s t a c i n c h i n e n s i s )等 2 0余种
。

摇对安吉县

地铺
、

孝丰两镇农贸市场调查
, 4 一 5 月每 日上市蔗菜 80 一 1 0 0 k g

。

安吉县报福镇 20 余家饭

店
,

每年耗用蔽菜 6 0 0 k g ; 杭该镇 7 家饭店
,

年耗蔽菜达 1 0 00 k g
。

当地农民无食 用 薇菜习

惯
,

但 1 9 9 3 ~ 1 9 9 5年间外省有关人员来安吉县收购薇菜 8万 k g 左右
。

2
.

3
.

2 人工栽培的森林蔬 莱 主要有早园竹笋
、

毛竹 ( p h夕l lo s t a c h夕s p动 e s c e n s ) 笋 和 板栗

( C a s t a 作 e a m o l l i s s i , a )
。

全市建成了近 7 0 0 0 h m
Z

菜笋基地
, 3 了6 0 h m

Z

板栗基地
。

菜笋产量由

19 8 4年不足 7 5 0 0 k g
·

h m
一 “

提高到 1 5 0 0 0 ~ 2 2 5 0 0 k g
·

h m
一 z ,

总产达到 8
.

7万 t ,

比 1 9 8 7年

增长 9 6%
。

板栗产量 由1 9 8 4年的 3 0 0 k g
·

h m
一 2

提高到7 5 0 k g
·

h m
一 “ ,

总产达到 9 7 5 t ,

比 19 8 7

年增长 75 %
。

此外
,

最近几年发展香菇 ( L 。形 i。公。 。 d od
。 : )生产初见成效

。

采用木屑袋料栽培方法
,

单

产鲜菇达到 7
.

5万 k .g h m
一 “ 。

1 9 9 4年全市香菇总产量 3 7 t
。

2
.

3
.

3 鲜 菜加工 以菜笋为主
。

年产罐头笋 3
.

5万 t ,

其中 2
.

0万 t 外销
。

用石竹 ( P hgl los 卜

ac 甸
:

un da )笋作原料加工成天 目笋干
,

主销国内市场
。

获菜和薇菜的加工以晒制干菜为主
,

便 于运输和贮藏
。

.2 4 大栩栽培香榕

共生产椿菜 63
.

9 k g ,

产值 1 57 3元
,

纯收入 5 8 1
.

6 元
,

折算单位面积产值为 13
.

8万元
.

h m
一 2 ,

纯收入 5
.

1万元
·

h m
一 2 。

表明湖州市采用双层塑料大棚栽培香椿获得初步成功
,

既能丰

富春节前后淡季市场蔬菜供应
,

又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2
.

5 构祀引种栽培

2
.

5
.

1 大叶构祀与本地野生构把主要性状 比较 (表 1 ) 大叶拘祀分枝能力强
,

以营养生长为

主
,

叶产 量高于野生拘祀
,

无明显皮刺
,

叶味甘
, 口感好

,

适应人工栽培
。

表 1 大叶拘祀与野生拘纪主要性状比较
T a b le 1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m a i n c h a r a e t e r s o f L , c f u m e h`” e s口 a n d

w i l d C h i n e s e m a t r i m o n y
一 v i n e

当年开花
种 类 叶片大小 Z

c m 分枝能力 皮 刺 叶 味 叶 色
结 果

月00U
0
肉br口,0.0̀电

长宽长宽
野 生 拘 祀 开花结果 明 显 略 涩 浅 绿

大 叶 拘 祀 无 少 或 无 味 甘 深 绿

2
.

5
.

2 不 同扦擂时间甘成活率的影响 大叶构祀枝条在春季与夏季初扦插
,

并与本地野生拘

祀作对照试验
,

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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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春
、

夏扦插比较
T ab l e S u r v iv a l r a t e o f L u c f“ m s e e d l in g

e u t t in g in s Pr in g a n d s u m m e r

种 类 扦插时间 扦擂株数 成活株数 成活率 / %

大叶拘祀

大叶构祀

野 生拘祀

0 4
一 0 7

06一 1 3

06一 1 3

3 7 8 3 76 9 9
.

5

10 0 9 8 98
.

0

5 8 0 5 7 3 98
.

8

2
.

5
。

3 不同木质化程度枝 条扦擂时新 梢 高

生长的影响 1 9 9 3年 6 月 31 日采用 3种不同

木质化程度的枝条进行扦 插
, 7 月 18 日 观

测
。

对新梢高生长情况进行方 差 分 析 ( F =

o
·

19 < F
。

.

。 。 = 3
.

06 )
,

表明不同木质化 程 度

的枝条扦插后对新梢高生长无显著影响
。

.2 6 早园竹林地斑盖

2
。

6
。

l 夜盖物对产笋时间的影响
一

各种覆盖物使林分的笋期提早 38 一 64 d
,

延
一

长笋期37 ~

47 d
,

其中以竹叶
、

碧糠和两者混合处理效果最为显著
,

分别提早始笋期 64 d
,

56 d 和 57 d
,

延长笋期 47 d
,

41 d 和 42 d
。

从覆盖到开始出笋
,

以竹叶覆盖最快
,

只需 31 d
,

稻草最迟
,

需 5 3 d
。

2
.

6
。

2 不同夜盖物对早期 笋产量和产值的影响 以对照试验区开始出笋的 日期 ( 3 月 8 日 )

作为分界线
,

在此之前的笋作为早期笋
,

在此之后的笋称晚期笋
。

可知不 同覆盖处理后
,

竹

林早期笋产量和产值占总产量和总产值的比例很高 (表 3 )
,

其中竹叶最显著
,

两项指标分别

为 6 2
.

4%和 8 5
。

5 %
,

碧糠和竹叶 + 碧糠混合覆盖效果也好
。

表 3 不同祖盖物林地竹笋的产量和产值
f a b l e 3 T h e o u t P u t a n d v a lu e o f b a m b o o s h o o t s t r e a t e d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e o v e r s o n t h e g r o u n d o f s h o o t s t a n d s

早期笋产量

/ k g
·

m
一 “

早期笋产值
覆 盖 钧

总 产 量

/ k g
·

m
一 “

总 产 值

/元
·

m
一 “

早期笋产
量 比 例

/% :

早期笋产
值 比 例

/% 1

工J
11叮习亡Jn己一才OOR的八沪Ò口洲a,一叮才几b马Jl匕一匕n01勺目已no,U,O2 9

.

08

2 3
.

72

2 3
.

5 7

1 2
.

1 4

1 2
.

7 5

1 2
.

2 1

8
.

0 9

O甘1几,曰Oō匕R一几hJ兮,内口̀nnOnū̀,勺2 4
.

8 7

1 9
.

2 6

1 9
.

5 4

6
.

7 5

了
.

4 2

了
.

0 6

月匕,白内匕已J,乙仁口O心自口月匕门O只é碧竹 糠叶

竹叶 + 者糠

秆草屑照竹稻对麦

以 1。。 m Z
为 1 单元

,

对每组早期笋产量和产值的 3 a 平均值分别进行方差 分析和 L S D

检验
。

早期笋产量方差分析
,

F 二 1 57
.

8
。

早期笋产值方差分析
,

F = 86
.

23
。

凡 分别为F
。
:
。。

(5
,

10 ) = 3
.

33
,

F
。 . 。 :

( 5 ,

10 ) = 5
.

62
,

F > aF
,

表明覆盖处理对早期笋产量和产值均有极显著影

响
。

经 L SD 检验表明
,

各种处理间的差异显著
。

2
.

6
.

3 度盖物时总产量和 总产位 的影响 以 10 0 m
Z

为一单元
,

把 各组 3 a 平均总产量
、

总产

值减去对照试验的总产量和总产值
,

进行方差分析和 L S D 检验
。

总产量方差分析
,
F = 64

.

28
。

总产值方差分析
,
F = 60

.

5
。

F
。

分别为 F
。 : 。。 ( 5

, 1 0 ) = 3
.

33
,

F
。 . 。 :

( 5
, 1。 ) = 5

.

62
,

F > 几
,

丧明各种覆盖处理对总产量和总产值均有极显著影响
。

经 LSD

检验表明
,

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

与对照相比
,

各种覆盖处理的林地
,

笋产最平均增长率为 3 3
.

6%
,

其中竹 叶 最 高
,

达

60
.

2%
。

产值平均增
一

民率为 10 7
.

。%
,

也以竹叶覆盖效果最好
,

为 2 5 9
.

4%
,

兽 糠 次 之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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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

1%
。

2
.

6
.

4 经 济效益分析 早园竹林地覆盖试验投入产出情况见表 4
。

表中结果显示
,

各种覆盖

处理后
,

每平方米林地纯收入平均增加 8
.

30 元
,

其中竹叶覆盖最高
,

达 17
.

37 元
。

竹叶覆盖

投入产出比为 1 :
5

.

59
,

若糠为 1 : 5
.

29
。

研究结果说明
,

早园竹林地覆盖能获得丰产高效
。

表 4

T
a b l e 魂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不同祖盖物比较结果
r e s u l t s t r e a t e d w i th d i f f e r e n t e o v e r 3 o n t h e

g r o u n d o f s h o o t s t a n d s

笋产量 / k g
·

m
一 2

处 ” 产 !

毓舞

笋产值 /元
·

m
一 “

投 入 /元
·

m
一 2 纯 收 入 /元

·

m
一 2

产 值
比对照
增加%

材 料 用 工 肥 料 收 入
比对照
增加%

增长率
%

投入
,

产 出

2 5 9
.

4

1 9 3
.

1

;
.

;:
:

.

:
6 0

.

6 8

0
.

4 2 :
.

::

2
.

9 2

2
.

了4

2 6 6
.

6

1 9 5
.

4

1 8 9
.

4

2 6
.

7

4 4
.

9

4 2
.

0

1 :
5

.

5 9

1
:
5

.

2 9

1 :
4

.

9 8

1一 3
.

1 3

1
:
3

.

8 5

1
: 4

.

1 3

1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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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

0 8
.

3 0 1 2 7
.

5 1 留 4
.

5 0

3
。

1

结论与建议

湖州市的森林蔬菜资源丰富
,

生产
、

加工和销售有一定基础
。

弓}种栽培适合本地土壤
、

气候条件
,

群众喜欢食用的优 良品种
,

如红椿和大叶拘祀等
,

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3
。

2 早园竹林地覆盖物以钓万叶
、

碧糠和两者混合物效果较佳
。

合理采收野生森林蔬菜
,

挖掘

历史栽培品种
,

建设有规模的森林蔬菜基地
,

是开发森林蔬菜资源的有效途径
。

3
。

3 针对森林蔬菜生产季节性强
,

鲜菜贮藏又比较困难的情况
,

发展加工业
,

既能解决森林

蔬菜运输与贮藏间题
,

又能增加产值
。

较简单方便的是晒干和腌制等家庭作 坊 式加 工法
。

工厂化生产可采用保鲜
、

脱水等技术
,

保持蔬菜的鲜度
、

色泽
,

制成罐头产品或进行真空软

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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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6年我院科技进步奖申报工作圆满完成

根据有关科技进步奖申报要求
,

院科研处对 1 9 9 6年申报省
、

厅级科技进步奖项目进行了

认真的组织
。

截止 4 月底
,

我院共有 11 项科研成果申报了浙江省教委
、

浙江省林业厅科技进

步奖
。

每项科研成果只有获得厅 ( 局 )级科技进步奖
,

才能再次申报省级科技进步奖
。

有关部

门对我院的报奖材料感到满意
。

(凌申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