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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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竹种! 资源丰富! 分布面广! 利用价值高! 加

工性能优良! 其竹业年产值已占全国竹业年产值的
!"#

以上! 以毛竹为主要对象的竹产业已成为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也是竹农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毛竹一直是中国竹类研究的重点对

象! 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生物学# 生态学和丰产栽培和加工利用等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 已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技术体系!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毛竹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多功能效益的良好发挥" 然而! 竹类植

物尤其是散生类竹种! 有性繁殖困难! 目前尚不能通过遗传改良来提高单产! 主要通过林分结构调控和

土壤管理等来提高竹林产出" 而对于集约经营毛竹林! 竹林产品$竹材#竹笋%产量已达到较高水平! 进

一步提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为此! 竹业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寻求通过某种途径来提高毛竹林经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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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地覆盖竹笋早出技术应用的问题思考

陈双林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浙江 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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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竹林地覆盖是利用有机材料的增温
%

保温和保湿作用
!

促进笋芽分化
!

提早萌发
!

显著提高竹林经济产出

的技术措施
!

在雷竹
!"#$$%&':)"#& *0:-)%;

!

早园竹
<"= *0%*4.>+:

和红哺鸡竹
!"= 404?-&)-.&

林中已得到大规模推广

应用
&

从林地覆盖对毛竹
!"= *+,-&)-.&

林立地生产力和丰产林分结构维护
!

竹子抗逆能力和地下害虫发生的影响

及生态环境保护
!

林地覆盖毛竹林选择条件
!

技术熟化度等方面进行了问题剖析
!

并提出了林地覆盖毛竹林土壤

劣变
!

留笋养竹
!

节本省力环保栽培和地下害虫防控等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性和生产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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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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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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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近年来!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借鉴雷竹
!"#$$%&'()"#& *+(,)%-

! 早园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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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哺鸡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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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有机材料林地覆盖促进竹笋早出技术! 实施了毛竹林地覆盖! 显著地提高了毛竹林竹笋产

量和经济效益! 有关方面以此为典型! 在浙江省毛竹主产区积极开展毛竹林覆盖技术的规模化推广" 笔

者认为# 林地覆盖竹笋早出技术不失为一种提高毛竹林经济效益的途径! 但依据毛竹的生物学生态学特

性和实现竹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 其中仍有许多技术性和生产性问题有待解决" 本研究从林地覆盖对毛

竹林立地生产力和丰产林分结构维护! 竹子抗逆能力和地下害虫发生的影响及生态环境保护! 林地覆盖

毛竹林选择条件! 技术熟化度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 旨在为毛竹林地覆盖技术推广和开展相关内容的

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

竹林立地生产力衰退

林地覆盖竹林大量生物量产出依赖于土壤养分的大量补充! 尤其是速效化学肥料! 而且林地覆盖显

著改变了土壤微环境$温度%湿度和通气性等&! 难以完全清除的有机覆盖物林地存留与腐解! 严重影响

土壤性状稳定' 以雷竹林为例! 长期的林地覆盖会导致竹林土壤发生化学% 物理和生物性劣变! 竹林立

地生产力衰退" 具体表现在# 土壤中有机阴离子(碱&随竹林生物量产出移出林外(碳循环&! 施用化学氮

肥后土壤铵态氮硝化和硝酸盐淋溶(氮循环&

)

$!!

*

! 覆盖物分解产生大量酚酸类物质)

&

*

! 交换性钙和盐基饱

和度降低! 交换性酸总量显著增加! 钙
'

铝下降 )

(

*等! 促使土壤趋于酸化+ 短期内难以分解的高碳
'

氮比

有机材料林地存留! 造成土壤原有的团聚体结构破坏! 孔隙性, 通气性和有效持水性能等土壤物理结构

发生剧变)

)

*

+ 竹林生物量产出和土壤酸化使土壤有效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降低! 而大量施用氮肥! 使

氮输入量超过系统的需要! 土壤阳离子损失量增加! 造成除氮素外的必需养分元素亏缺! 出现 -氮饱

和. 效应)

!

*

' 覆盖物分解又增加了土壤速效钾和速效磷含量! 抵消了前述的降低量! 增加量仍然显著)

(

*

!

从而造成土壤氮磷钾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尤其是难移动性土壤磷素的高存留)

*

*

+ 土壤酸化使土壤中铝, 锰,

铅, 铬, 锌等重金属元素从固定态转化为植物有效态! 且含量明显提高)

+!,

*

' 覆盖物分解产生的对竹子鞭

根系生长有抑制性化感作用的酚酸类物质随覆盖年限增加而上升! 而多酚氧化酶活性呈相反变化规律!

使酚酸在土壤中不断积累)

&

*

! 硝酸盐显著提高)

-

*

+ 林地覆盖引起土壤温度, 湿度和通气性等环境因子变

化! 有机态营养耗竭! 碳
'

氮比和氮磷钾间比例失调和酶活性异常! 使土壤微生物量碳和微生物区系发

生变化)

#%

*

! 真菌, 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均呈急剧上升, 稳定和急剧下降的变化规律! 厌气性微生物爆炸式

繁殖生长! 产生大量影响土壤生化特性的代谢产物)

##

*

'

浙江省散生笋用竹主栽区临安市, 余杭区, 富阳市, 德清县和龙游县等! 近年来林地覆盖竹林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立地生产力衰退现象! 且有越趋严重的趋势! 其中! 临安市
&.!

万
/0

!雷竹林已有近
#'(

严重退化! 未退化竹林仅占
#&.&&1

)

$!

*

! 严重影响了区域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毛竹林地覆盖技术的大

面积推广应用! 同样面临着土壤劣变所引起的竹林立地生产力衰退问题'

!

丰产林分结构维护困难

林分结构是竹林多功能效益发挥的基础! 是内因! 主要通过目标留笋长竹和选择性伐竹来实施' 按

照目前毛竹林覆盖经营中! 一般为覆盖
! 2

自然培育
#3! 2

! 覆盖年份不留养母竹! 在自然培育年份留

养生长健壮的母竹
# )%%

株/
/0

!!左右! 留竹年份的秋季伐除
*

年生以上立竹! 立竹密度控制在
& %%%

株/
/0

!!左右)

#&

*分析! 对于大小年明显的毛竹林! 覆盖年份必须是出笋小年的秋冬季! 那连续覆盖
! 2

!

即出笋大年也覆盖就失去了生产性意义! 而覆盖年份不留养母竹(实际上也很难留养&! 则
! 2

中就没有

留养的新竹! 如何来建立合理的林分结构0 也即说明覆盖毛竹林宜选择大小年不明显的花年竹林' 而对

于花年毛竹林! 从理论上分析! 如果连续覆盖
! 2

!

! 2

中也很难留养起标准数量和质量的新竹! 表明连续

覆盖
! 2

不科学! 应覆盖
# 2

自然培育
#3! 2

' 目前虽然已开展了一些毛竹林地覆盖栽培技术的研究)

#(!#*

*

!

但均是短周期(第
#

年覆盖!第
!

年观测出笋期和竹笋产量&实施的! 缺少连续性试验! 更未涉及合理林

分结构建立'

毛竹林地覆盖确能显著地促进笋芽提前萌发出土! 短期内也能显著提高竹笋产量! 而竹笋产量的提

高来源于林地覆盖打破了毛竹原有的生物学节律! 促使原本地下延伸生长长鞭和来年萌发的侧芽集中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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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双林! 毛竹林地覆盖竹笋早出技术应用的问题思考

发出土的贡献" 是以将来的 #欠收$ 和竹林林分结构被破坏等为代价的% 毛竹林地覆盖同雷竹林地覆盖

一样" 对竹林赖以自我更新的地下系统结构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有许多研究表明林地覆盖雷竹林地下鞭系

的鞭径& 总鞭长& 幼壮龄鞭比例和侧芽数等显著降低" 地下系统垂直分布格局变化" 竹鞭明显上浮'

$%!$"

(

"

产生土壤 )薄化* 现象" 地下鞭系养分和水分吸收空间受到限制%

毛竹是
! &

换叶
$

次的竹种" 决定了地下鞭系侧芽分化和萌发节律与
$ &

换叶
$

次的雷竹& 早园竹

和红哺鸡竹等竹种存在着差异% 在生产中覆盖年份毛竹林新竹极难留养的现象" 说明林地覆盖对毛竹林

地上和地下结构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雷竹林更为严重% 为此" 为实现覆盖毛竹林的可持续经营" 如何科

学合理地建立林地覆盖毛竹林地上和地下结构需开展针对性的系统研究%

'

竹子抗逆能力下降
!

地下害虫危害加剧

覆盖雷竹林由于土壤性状发生劣变" 而且林地大量的有机覆盖物存留" 生境异质性程度提高" 微斑

块土壤经常处于干湿交替的变换中" 使地下鞭根系统生长发育不良" 大量幼龄鞭和壮龄鞭死亡" 致使竹

林常会出现大量立竹死亡的现象" 尤其是新竹% 并且" 由于一些立竹因来鞭和去鞭已死亡" 具有强烈生

理整合作用的无性系种群分株数量显著减小" 甚至成为 )孤立竹*" 集团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 '

$(

(

"

冬季遇较低气温或季节性干旱与强降水时" 立竹易大量强迫性落叶或枯萎" 竹子抗寒& 抗旱和抗涝等抗

逆能力降低% 而且雷竹林地覆盖会造成立竹秆壁厚度减小" 木质化程度降低" 竹冠长缩短" 枝下高增

大" 遇雨雪冰冻和强风影响时" 立竹易翻蔸倒伏" 竹秆劈裂或折断'

)*

(

% 虽然毛竹林地覆盖是否会造成竹

子抗逆能力下降需要通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检验" 但从理论上分析" 现行的覆盖材料& 方式及配套栽培措

施等与雷竹和早园竹等并无太大的差异" 毛竹林经长期林地覆盖" 土壤势必发生劣变" 对竹子生长发育

会产生不利影响" 具备了竹子抗逆能力下降的一些潜在条件% 因此" 对于林地覆盖毛竹林" 需针对性地

研究配套栽培措施" 如土壤酸碱度人工调节" 影响竹子生长的毒害化学物质生态降解" 易腐解的低碳
+

氮比有机覆盖物筛选等" 以防止竹林退化或促进退化竹林复壮" 增强竹子抗逆能力%

林地覆盖竹林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 使地下害虫活动节律随土壤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尤其是土壤温

度的变化" 使地下害虫的活动危害时间提前并延长" 而且" 有机覆盖物及其腐解过程对一些地下害虫具

有吸引集聚作用" 显著增加了覆盖竹林地下害虫的种类和危害程度% 竹林地下害虫种类达
#*

余种 '

,-

(

"

其中" 主要种类为沟金针虫
!"#$%$&'( )*%*"+)'"*,'(

'

))

(

" 浙江栉蝠蛾
-+./),+"'( 01/2+3%4/%(+(

').

(

" 沟胸重脊叩

甲
51+*4$(%+'( ('")+)$"+

" 筛胸梳爪叩甲
6/"*%$,'( )7+887+)$""+(

'

,/

(和竹蝉
!"*,9"$&+* .+/"+

'

,0

(等
-*

余种" 均能

危害毛竹" 取食竹笋或竹鞭& 鞭根和鞭芽" 影响竹林生长和经济产出" 被害竹林出笋数量减少" 新竹数

量和质量下降" 已成为影响笋用覆盖竹林经营的主要问题之一% 由于地下害虫的隐蔽性" 目前生产上并

无有效的防控手段" 以前在覆盖竹林中使用呋喃丹防治" 但会造成竹笋和环境污染" 已禁止使用% 如何

采取环境友好型" 保障竹笋安全的" 以生物& 物理和营林措施为主的林地覆盖毛竹林地下害虫生态防控

技术" 是今后需要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

/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林地覆盖笋用竹林为获取最大化的竹笋产量" 土壤养分补充是重要经营措施% 据研究! 雷竹林化学

肥料年施入量
1 1%02* 34

+

56

!!

'氮肥
"%%20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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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磷肥,

7

!

8

0

-

.9*2* 34

+

56

!,

(" 其中" 氮肥用量已是国

际限量标准的
.2(

倍% 而且因长期大量化学肥料施用" 雷竹林氮素流失达
,"(2* 34

+

56

!,

+

&

!-

" 占氮素投

入的
,%2**"

'

,9

(

"

-"2-""

的土壤有效磷超过
,** 64

+

34

:-

'

9

(

" 造成竹林周边水体氮& 磷等化学元素的富营养

化% 大量有机覆盖物存留于林地中" 仅稻草覆盖用量就达
;* <

+

56

!,

+次!-以上" 随着覆盖物的腐解" 土

壤承接了大量的大部分属于水溶性的低分子有机化合物" 能够通过侧渗& 下渗水输入竹林周边水体" 造

成水体碳富集'

,%

(

% 林地覆盖毛竹林一般要求近水源" 虽然地势要求平坦" 但氮& 磷& 碳及化学防治病虫

害的化学农药仍可以通过覆盖前的灌溉和降水后的地表径流& 壤中流及地下渗漏污染水体环境% 有研究

表明! 植物或水体& 稻田等缓冲带能有效地拦截土壤养分的流失量'

,"!,(

(

" 为此" 在近水体" 特别是饮用水源

区毛竹林实施林地覆盖措施" 需科学地设置一定规模的缓冲带" 并研究节本省力环保的土壤养分补充技

术" 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量" 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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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覆盖毛竹林选择条件

竹林生长正常! 林分结构合理! 竹笋基础产量高! 立地条件好"交通便利! 近水源! 地势平坦! 土层

深厚! 土质疏松肥沃#等是选择林地覆盖毛竹林的基本要求! 而且以出笋大小年不明显的花年毛竹林为

好!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毛竹林地覆盖技术的推广应用$ 以浙江省为例! 如完全按上述条件选择! 目

前! 全省适于林地覆盖的毛竹林资源估计不会超过
$

万
'(

!

$ 如果盲目选择毛竹林进行林地覆盖! 往往

会竹笋产量低或早出效果不明显! 而投入成本大! 经济效益不理想! 甚至入不敷出$ 为达到毛竹林地覆

盖经营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对于立地条件符合而林分结构不合理的毛竹林可以通过留笋长竹和伐竹

等林分结构调控措施来实施% 对于立地条件较差的毛竹林! 采用人工土壤管理措施"如林地清理& 林地深

垦和养分补充等'! 尽可能地达到林地覆盖要求% 对于立地条件符合但出笋大小年明显的毛竹林"浙江省

大部分毛竹林属于此类'! 可以通过毛竹林大小年改制技术转变为花年竹林% 在规划新造毛竹林过程中!

应规模化选择符合林地覆盖立地条件要求的林地开展造林$

)

技术熟化度

毛竹林地覆盖需要较高的技术要求! 如果某一措施环节达不到要求! 如覆盖物增温和保温效果不

佳! 覆盖厚度或时间不到位! 土壤水分和肥力不足等! 会导致竹笋提前萌发效果不明显或竹笋产量不

高$ 不同竹种的生物学特性和对主要环境因子的生态适应性也不一样! 当土表温度为
*+% !

! 各土层平

均温度
*+& !

以上时! 雷竹笋芽开始分化$ 土表温度和各土层平均温度
#%+% , #&+% !

时为出笋盛期(

-%

)

%

红哺鸡竹土表温度
#.+" !

时为出笋起始温度!

!"+" , !!+" !

时为出笋盛期(

-$

)

$ 毛竹自然出笋时间较雷竹

迟! 较红哺鸡竹早! 也即笋芽萌发所需积温较雷竹高! 较红哺鸡竹低$ 而且竹种间的生物量产出不同!

水分和养分消耗量也不一样$ 说明毛竹林地覆盖不能完全照搬雷竹和红哺鸡竹林地覆盖技术$ 目前! 虽

开展了一些毛竹林地覆盖经营措施的研究! 但许多机制性问题尚未摸清! 距技术熟化仍有较大的差距$

应在系统地开展温度& 水分和养分等主要生态因子对毛竹笋芽萌发影响的研究基础上! 结合低碳
/

氮比

覆盖物选择! 开展覆盖厚度& 时间& 方式及竹林配套栽培措施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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