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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雷竹竹鞭笋芽分化期 (8月至翌年 4月)用恒重法 、 伯川法和双缩脲法

对雷竹竹鞭的含水量 、糖类和蛋白质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 幼龄鞭含水量依次

高于壮龄鞭 、老龄鞭 , 其中以 8 ～ 9月笋芽分化期含水最为丰富 。蛋白质和碳水化

合物等营养物质在 8 ～ 9月含量很低 , 而后逐渐升高 , 在笋期 (3 ～ 4月)下降至最

低点。这种变化关系和竹鞭的发育及笋芽的分化消耗营养物质相关 。营养分析表

明 , 8 ～ 9月做好肥水管理 , 以满足行鞭和笋芽分化的养分需求 , 对提高笋芽分化

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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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竹 (Phyl lostachys praecox f.prevernalis)笋用林竹笋产量与地下鞭结构状况密切相

关[ 1] 。有关雷竹竹鞭侧芽发育的生理过程已有较多研究[ 2 ～ 4] 。研究表明 , 雷竹竹鞭侧芽的

发育与萌发一定程度上受地下鞭的发育状况和鞭体营养状况的影响和控制 。分析不同时期地

下鞭的营养状况可以反映雷竹笋芽孕育和萌发对养分的需求程度 , 为适时合理施肥 , 补充营

养消耗 , 提高侧芽分化率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来源及处理[ 2]

试材采于浙江林学院试验总场 。将鞭体分为幼龄鞭 (1 a), 壮龄鞭 (2 ～ 3 a)和老龄鞭

(>4 a)。竹鞭去节 , 作为分析试样 。

1.2　测定方法

1.2.1　含水量测定　称取一定量的材料 , 在 80 ℃烘箱中烘干处理 5 h , 冷却后称量 , 至恒

重为干质量。

1.2.2　含糖量测定　采用伯川法 。



1.2.3　蛋白质测定　采用双缩脲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含水量的动态变化

雷竹竹鞭含水量变化见表 1 。

表 1　不同类型竹鞭在不同时期的含水量变化
Table 1　Moistu re content of bamboo rhizomes at dif ferent stages

鞭　　型
含水量/ %

08-27 09-24 10-23 01-28 04-02

幼龄鞭 75.19 75.95 74.88 67.95 73.97
壮龄鞭 68.40 77.80 65.89 66.01 68.39
老龄鞭 64.91 62.33 58.81 62.17 66.04

　　表 1表明 , 不同年龄的竹鞭含水量有显著差异 , 以幼龄鞭的含水量最高 , 老龄鞭的含水

量最低。

不同采样期 , 竹鞭的含水量存在明显差异。幼龄鞭和壮龄鞭在 9月份含水量最高 , 出现

一个高峰期 , 随后含水量下降 , 到 1 月份降至最低值 , 随后含水量又回升 。而老龄鞭则在

10月份含水量最低 。幼龄鞭及壮龄鞭在 8 ～ 9月份含水量增加 , 和它生活力旺盛及此期正为

笋芽分化期有关 。这和水分作为竹笋产量限制因子的结论[ 4]是一致的 。老龄鞭在 8 ～ 9 月份

行鞭期含水量较低 , 说明老龄鞭处于个体衰老过程中 。

2.2　含糖量变化

雷竹竹鞭含糖量测定结果见表 2 。

表 2　不同类型竹鞭在不同时期的含糖量变化
T able 2　C hange of carbohydrate content in dif ferent types of bamboo rhizome at dif ferent stages

糖类 鞭　　龄
含糖量 (鲜质量)/ g·kg -1

08-27 09-24 10-23 04-02

还原糖 幼龄鞭 5.33 0.24 0.52 0.20
壮龄鞭 4.97 0.20 3.50 0.79
老龄鞭 4.32 6.11 7.74 0.03

可溶性糖 幼龄鞭 2049 0.41 0.86

壮龄鞭 28.27 0.72 4.17

老龄鞭 12.61 6.53 8.92

蔗　糖 幼龄鞭 15.16 0.17 0.34

壮龄鞭 23.30 0.52 0.67

老龄鞭 8.29 0.42 1.18

淀　粉 幼龄鞭 4.20 1.46 2.19 0.30

壮龄鞭 5.24 2.10 3.89 0.30

老龄鞭 4.43 3.71 8.51 0.50

总　糖 幼龄鞭 6.22 1.50 2.28

壮龄鞭 8.08 2.17 4.31

老龄鞭 5.10 4.36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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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表明 , 竹鞭提取物中含有的还原糖 、可溶性糖 、 蔗糖和淀粉等组成糖中 , 淀粉含量

明显高于其他糖类。在笋芽分化期 (8 ～ 9月)还原糖 、蔗糖 、 淀粉 、可溶性糖和总糖的含

量明显下降 , 可能和此期竹鞭消耗了大量养分有关。9 月下旬至 10月下旬 , 鞭体还原糖 、

可溶性糖 、蔗糖 、淀粉和总糖含量又开始回升 , 表明此时竹鞭处于积累养分的过程中。

在笋芽分化期鞭体中还原糖 、 可溶性糖 、蔗糖 、 淀粉和总糖含量的下降幅度幼龄鞭明显

高于老龄鞭。此期 , 幼龄鞭正处于鞭体的组织完善过程 , 壮龄鞭鞭芽分化能力最强 , 而老龄

鞭的鞭芽分化能力已经很弱。

2.3　蛋白质变化

雷竹竹鞭蛋白质的含量变化曲线见图 1。

图 1　不同龄竹鞭在不同时期的蛋白质含量变化　
Figure 1　Change of protein content in dif ferent types of bamboo rhizome at

dif ferent stages

　　笋芽分化期壮龄鞭和幼龄鞭蛋白

质含量高峰值出现在 8月 , 此期竹鞭

正积累了大量养分 , 有利行鞭和笋芽

的分化 。8 ～ 9 月进入行鞭期 , 幼龄

鞭和壮龄鞭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降低 ,

至 9月下旬降至最低。这种变化关系

可能是竹鞭的发育和笋芽的分化消耗

了较多蛋白质而导致蛋白质积累量下

降 , 以后随着光合作用产物的转化运

输 , 蛋白质含量又逐渐回升 。从图 1

中可以明显看出 , 老龄鞭 、 壮龄鞭与

幼龄鞭的蛋白质曲线有明显的差别 。在 4 ～ 10月 , 老龄鞭的蛋白质含量反而上升 , 10 ～ 1月

蛋白质含量又下降。这种差异正好说明老龄鞭的笋芽分化能力已经很弱 , 几乎不形成笋芽 。

从幼龄鞭与壮龄鞭在 8 ～ 9月蛋白质含量的下降幅度来看 , 壮龄鞭的鞭芽分化能力也强于幼

龄鞭 。

3　结论

3.1　雷竹竹鞭以 1月份含水量最低 , 其中幼龄鞭含水量依次高于壮龄鞭和老龄鞭 。

3.2　竹鞭侧芽分化期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变化分析表明 , 壮龄鞭笋芽分化能

力最强 , 幼龄鞭分化能力潜力大 , 而老龄鞭生活力已明显衰退 , 应视为挖掘更新的对象 。

3.3　由糖类 、 蛋白质在笋芽分化期内的变化可知 , 在 8月份需做好竹林肥水管理 , 以满足

行鞭和笋芽分化的养分需求 , 并做好笋前肥水管理 , 以保证出笋的营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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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isture content , carbohydrates and protein contents of Lei bamboo rhizome dur-

ing the period of the mixed bud differentiation w ere measured by use of constant weight , colori-

metric method and biure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moisture content of young rhizome

w as higher in turn than sound and older rhizome , and moisture content w as the most aboundant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 while in this period proteins and carbohydrates w ere the lowest ,

and then gradually increased , and then decreased w ith the g row th of bamboo shoot and at last

reached the low est point in M arch and April of nex t year.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varia-

tion had relation w ith nutrient consumpation during rhizome development and mixed bud differen-

tiat ion.According to the analy sis of nut rient states i t was important to improve bud differentia-

tion rates that fertilizer and moisture management w as well done to meet the nutrient needs of rhi-

zome g rowing and bud dif ferentiation.

Key words:Lei bamboo(Phy llostachys praecox f.prevernalis);bamboo rhizomes;water con-

tent;carbohydrates;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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