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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毛竹笋用林竹鞭根系吸收能力

翁甫金 , 汪奎宏 , 何奇江 , 吴　蓉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毛竹笋用林地下鞭根系统的吸收能力是影响竹笋产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为充分认识毛

竹鞭根系统吸收能力的变化规律 ,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 对浙江省内较为典型的 3种毛竹笋

用林实施根系取样 , 并采用吸附甲烯蓝法进行根系吸收能力的测定 。结果表明:2 ～ 4年生

毛竹根的吸收能力最强 , 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转弱。2年生竹鞭根吸收能力较弱 , 尚处于生

长发育阶段;3 ～ 4年生鞭根根系最强壮 , 吸收能力最强;5 ～ 6年生竹鞭开始老化 , 根系吸

收能力下降 。表 3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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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命活动与根系活动紧密相连。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的根部系统结构庞大 , 错综

复杂 , 联系性强 。其发育程度的高低 、 生长势的好坏和生理活动性能的强弱都直接影响到毛竹体内的

新陈代谢及地上部分群体生物量和质量的形式。因而 , 通过实验对根系吸收进行测试 , 分析吸收能力

与年龄间的关系 , 为毛竹笋用林培育和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样地和样竹的选择

样地分别设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东坞里村 、 湖州市埭溪镇和宁波市鄞县横街镇 , 三地为浙江

省较为典型的毛竹笋用林高产区 , 平均立竹密度为 2 850 株·hm
-2
, 通常留 1 ～ 3度竹为母竹 , 4度以

上竹在安吉几乎没有 , 湖州 、 宁波有少量 (因此本研究没有采用 4 度以上竹和鞭根)。在该样地内 ,

先进行地上部分常规调查 , 然后随机选取生长良好 、 粗细相近 (胸径10 cm左右)和秆基入土深度近

似的竹株 , 分 2年生 、 4年生 、 6年生竹根和 2年生 、 3 ～ 4年生 、 5 ～ 6年生竹鞭根取样 , 同一年龄重

复3次 。吸收能力测定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实验室进行 。

1.2　样本的挖掘与处理

为保证吸附测定的准确性 , 要注意样根的挖掘处理 , 避免伤根
[ 1]
。处理方法如下:(1)野外整块

挖取 , 土块的大小以保持几条完整的根系而定 , 根系应包在土壤中 。(2)将根块置于水中浸泡 , 让土

壤自然脱落 , 而后人工细心冲洗 , 选出的完整根系洗净 , 用蒸馏水浸泡后置于加盖的搪瓷盘中待测。

1.3　测定程序
[ 2]



(1)从搪瓷盘中取出根系 , 分别剪断成若干支 , 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 , 切口处涂上凡士林;(2)

按顺序浸入装有 0.000 2 mol·L
-1
甲烯蓝溶液 3个烧杯中 , 在每个烧杯中浸 2 min , 每次取出时都要使

甲烯蓝溶液能从根上流回到原烧杯中去 。(3)从 3个烧杯中各吸收甲烯蓝溶液 1 mL , 分别加到3个比

色试管中 , 每管各加水 9 mL , 即稀释 10 倍。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每个烧杯里甲烯蓝溶液浓度的变化 ,

波长取580 nm , 即黄镜头。(4)用排水法测量所测标准根的体积 。

2　结果与分析

1 mL 甲烯蓝成单分子层时占有的面积为 1.1m
2
。据此 , 由第 1杯和第 2杯所被吸收的甲烯蓝毫克

数乘以1.1 m
2
, 来确定总的吸收表面积 。因此此时活动的和非活动的根系表面都达到了吸附饱和 , 而

以第 3杯被吸收的甲烯蓝毫克数乘以 1.1 m
2
, 计算出活跃的吸收面积和总吸收面积与根系体积之比 ,

就得到根系的总吸收比表面积 。同理 , 活跃吸收面积与体积之比即为活跃吸收比表面积 。

2.1　毛竹竹根吸收能力与竹株年龄的关系

由表 1可知 , 2年生竹根系的活跃吸收率 (活跃吸收面积与总吸收面积的百分比)为最高 。4年

生总吸收比表面积最大 , 活跃的吸收比表面积也最大 。6年生竹根的吸收面积和吸收比表面积已趋于

下降。这说明 , 4年生竹根系生理机能发达 , 吸收基数大 , 吸收效率也高 , 根系较成熟。2年生竹根

系比较嫩 , 吸收能力不是很强 。6年生竹根细胞开始老化 , 根系生理活动能力衰退 , 吸收能力出现减

弱趋势。从总的趋势看 , 根系吸收能力要经过由弱到强 , 又由强转弱的过程 , 根系吸收能力随年龄的

变化在吸收表面 、吸收比表面积和活跃吸收率上的反映是基本一致而且稳定的 。

表 1　不同年龄的毛竹竹根吸收能力
Table 1　Absorbing ability of root of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at different ages

年龄
根系吸收面积/m2

总的 活跃的

活跃吸收

率/ %

比表面积/ (m2·cm-3)

总的 活跃的

2年生 31.70 16.85 53.15 2.42 1.24

4年生 30.64 16.30 51.20 2.68 1.37

6年生 30.49 15.96 52.35 2.30 1.19

平均值 2.47 1.27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2年生 、 4 年生

和6年生的毛竹根系总吸收面积 、活跃吸

收面积 、 总吸收比表面积和活跃吸收比表

面积均无显著差异 , 说明 6年生的毛竹的

竹子根系吸收能力与 2年生和 4年生的差

异并不大 , 6年生竹根系还有相当的生理

吸收能力。因此对整个竹林来说 , 6年生

的母竹作用不容忽视 。

2.2　毛竹鞭根根系吸收能力与年龄的关系

表 2　不同年龄的毛竹鞭根根系吸收能力
Table 2　Absorbing ability of rhizome system of Phyl lostachys pubescens

年龄
根系吸收面积/m2

总的 活跃的

活跃吸收率

/ %

比表面积/ (m2·cm-3)

总的 活跃的

2年生 28.63 14.10 49.25 3.23 1.56

3～ 4年生 28.18 14.91 52.91 2.54 1.36

5～ 6年生 28.49 14.34 50.33 2.56 1.29

平均值 2.78 1.40

　　毛竹鞭根根系吸收能力数据结果见表

2。表 2表明 , 2 年生竹鞭鞭根系吸收面

积和吸收比表面积最大 , 活跃吸收率也

大 , 3 ～ 4 年生活跃吸收率最大 , 5 ～ 6 年

生的活跃吸收率比 3 ～ 4年生则有所下降 ,

活跃的吸收比表面积随着鞭龄的上升逐渐

下降。以上说明 , 2年生竹鞭根系生理机

能发达 , 因而吸收效率也大 , 根系已近完

善。3 ～ 4年生鞭根 , 由于地上部分光合作用加强 , 根系组织进一步健全 , 趋向成熟 , 所以吸收率最

大。随着年龄增加 , 到 5 ～ 6年生 , 根细胞趋于衰老 , 吸收效能有所减弱 。

将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各年龄竹子的鞭根各实验数据无显著差异 , 说明 5 ～ 6年

生的毛竹的鞭根系吸收能力与 2年生和 3 ～ 4年生的差异并不大 , 5 ～ 6年生的毛竹的鞭根系还有相当

的生理吸收能力 。所以在毛竹林的培育管理中 , 5 ～ 6年生的竹鞭不能挖去 , 应予以留养 。

2.3　笋用毛竹林竹根和鞭根的表面积测定

对3块样地的毛竹笋用林进行了地下鞭根系统的调查
[ 3]
, 统计分析的结果为:竹根平均生物量

(干质量)为 4 594.00 kg·hm
-2
, 鞭根平均生物量为 6 417.40 kg·hm

-2
;每立方厘米鲜体烘干后的干质

量平均为:竹根 0.452 g , 鞭根 0.310 g 。每公顷林地的根系体积 、总表面积及活跃表面积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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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竹根 、 鞭根表面积和活跃表面积
Table 3　Surface area and active area of bamboo root and bamboo rhizome

根系种类
生物量/

(kg·hm-2)

鲜根密度/

(g·cm-3)

鲜根体积/

cm3

总表面积/

m2

活跃表面积/

m2

竹根 4 594.00 0.452 1.016×107 2.510×107 1.290×107

鞭根 6 417.40 0.310 2.070×107 5.755×107 2.901×107

　　从表 3可看出 , 每公顷毛竹笋用林的竹根活跃表面积为 1.290×10
7
m

2
, 鞭根活跃表面积为 1.901

×10
7
m

2
, 总的活跃表面积的为4.191 ×10

7
m

2
, 其中竹根的活跃表面积占30.78%, 鞭根的活跃表面积

占69.22%。据此 , 毛竹笋用林的林地内分布着丰富的根系 , 要想获得毛竹笋用林的高产 , 首先应重

视鞭根的作用 , 做好鞭根肥水管理 , 当然也不能忽视竹根 。由于竹根生长相对集中 , 因此根系吸收表

面积也相当集中 , 对竹根施肥利用率高 , 投入效益较为显著 , 实际工作易于操作。

3　讨论

目前毛竹林经营中 , 因为竹子加工业的发展 , 竹材价格的上升 , 有些地方已经只留养 2度以下的

竹子 , 3度或 3度以上的竹子基本采伐作为原料 。从根系吸收能力的分析上看 , 3度竹还有一定的吸

收能力 , 对整个竹林来说 , 作用不容忽视 , 所以现在竹林的采伐留养方法有待探讨 。

毛竹竹鞭鞭根系活跃的吸收比表面积随着鞭龄的上升逐渐下降 , 但 5 ～ 6年生 , 根细胞趋于衰老 ,

吸收效能有所减弱。但 5 ～ 6年生的毛竹的鞭根系还有相当的生理吸收能力 , 所以在毛竹林的培育管

理中 , 5 ～ 6年生的竹鞭仍要留养。

毛竹的吸收能力主要由地下的竹根系和鞭根系的吸收能力决定 , 随着年龄的不同 , 根系的发育程

度也不同 , 导致根系吸收能力的不同。所以在竹林培育中要留养吸收能力强的根系 , 挖除年龄较大的

根系 , 提高土壤空间利用率 , 促进毛竹林产量的提高 。

毛竹笋用林竹根系生长在母竹周围 , 分布较为集中 , 而鞭根所占份额较大 , 但分布分散 。在毛竹

笋用林施肥管理时 , 要 “点面结合” , 既要兼顾整个竹林 , 又要有重点地对付母竹周围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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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bing ability of root and rhizome system of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hoot forest at different ages

WENG Pu-jin , WANG Kui-hong , HE Qi-jiang , WU Rong
(Zhejiang Forestry Academy , Hangzhou 310023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The absorbing ability of root and rhizome system of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shoot forest under the earth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shoot output.To discover the change rules of the absorbing ability and achieve a high

shoot output , the study took the samples of root and rhizome system of Phylloslachys pubescens collected from 3

typical shoot forests in Zhejiang , and measured their absorbing abilities using method of absorbing methylidynel

blu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sorbing ability of roots aged from 2 to 4 years is the highest ,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ge , it gets lower.2-year-old rhizomes are at the stage of growth and have the low absorbing ability.
3-and 4-year-old rhizomes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the highest absorbing ability.Absorbing ability of 5-and 6-year-
old rhizomes decreases.

Key words:Phyllostachys pubescens;bamboo shoot forest;root system;absorb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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