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竹
!"#$$%&'()"#& *+,-&)-.&

竹鞭是毛竹林地下系统中的主要器官! 竹林鞭系既是营养和水分的运

输储存器官! 同时还是竹林赖以更新发展的繁殖器官! 是影响竹林生产力形成及竹林发展的重要因子"

!

#

$

因此! 对鞭笋生产! 大部分竹农心有顾忌! 怕影响整个竹林生长$ 专家% 学者们对竹鞭的地下分布% 结

构特征% 生长发育规律% 与环境因子"

"! #

#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唯独在鞭笋挖掘后对竹鞭生长

影响方面的研究很少$ 所以! 本研究对挖掘鞭笋
$ %

后! 竹鞭的鞭径% 节间长% 岔鞭数量% 跳鞭分别进

行调查分析! 旨在为今后的毛竹鞭笋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调查地概况

调查点设在浙江省遂昌县三仁乡叶坞村&十八罗的山场' 毛竹笋材两用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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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为
&$+ ,

! 年平均气温为
!#-! %

! 最高气温为
.+-! %

! 最低气温为
!)-# %

! 年降水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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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笋挖掘后毛竹竹鞭的生长规律

毛达民
!

陆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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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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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玄石 川
!

吴礼栋

&浙江省遂昌县林业局! 浙江 遂昌
&"&&++

'

摘要
!

研究挖掘鞭笋
$ %

后的毛竹
!"#$$%&':)"#& *+,-&)-.&

笋材两用林基地中竹鞭的鞭径
%

节间长
%

岔鞭数量和跳鞭

等情况
!

旨在为鞭笋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结果显示
$

!

岔鞭鞭径比主鞭鞭径减少
+-!+ 1,

&

"

挖鞭笋比不挖鞭笋试

验之间的竹鞭整体鞭径平均增加
+-&+ 1,

&

#

不同母竹年龄
"

!

!

"

!

&

度
'

的主鞭鞭径大小
!

挖掘鞭笋的比不挖鞭笋的

增加了
+-&+(+-#+ 1,

&

$

挖鞭笋比不挖鞭笋之间的平均竹鞭节间长度增加
+-&! 1,

&

%

岔鞭的条数平均增加
"

条
&

')

0-++0

＞
'

+-+!

2&-&''

!

存在极显著差异
&

&

挖鞭笋后的样地中没有找到跳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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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 大于
$% !

年积温为
' !()*) !

! 无霜期为
!!) +

! 相对湿度为
(,-

" 土壤属黄泥土!

./ '*)01*%

!

土层深度均在
1% 2&

以上" 竹林是大小年明显的毛竹纯林!

!"$"

年为春笋小年" 平均立竹量为
! 3""

株#
4&

"!

! 平均胸径为
$"*5 2&

! 竹林年龄结构比例
$ # ! # )

度为
3) # !' # )!

" 施肥以氮肥和磷肥为主! 钾

肥少量$

5

%

! 在春笋小年时
'

月施以施尿素
3"" 67

#

4&

"!

#

8

"$

! 过磷酸钙
)%% 67

#

4&

"!

#

8

"$

! 氯化钾
(' 67

#

4&

"!

#

8

"$

!

5

月施复合肥
!!% 67

#

4&

"!

#

8

"$

& 春笋大年时!

'

月施尿素
!!% 67

'

4&

"!

'

8

"$

! 过磷酸钙
!%% 67

'

4&

"!

'

8

"$

! 氯化

钾
'% 67

'

4&

"!

'

8

"$

"

!

调查设计与方法

!"#

调查设计

在同一个毛竹林科技示范户! 选择立竹结构和环境条件基本一致的毛竹笋竹两用林基地" 设立挖掘

鞭笋(样地
$

)和不挖鞭笋(样地
!

)的调查样地各
$

块! 面积为
!% & $ )% &

的长方形样地" 挖掘鞭笋技

术要求* 梅雨季节不挖鞭笋! 以养鞭为主! 对粗壮浅鞭及时深埋
)% 2&

& 伏天以挖鞭笋为主! 养鞭为

辅! 并且做到挖除细小鞭的笋! 留养粗壮鞭的笋! 弱鞭强挖+ 壮鞭弱挖! 每年都进行鞭笋采挖"

!"!

调查方法

在样地
$

与样地
!

中! 分别随机选择试验后
(

!

'

!

) 8

(

$

!

!

!

)

度竹)

$

,

%胸径在
5 0 $% 2&

的且竹鞭去

鞭方向
!*' &

范围内主鞭上没有毛竹的母竹和跳鞭作为调查对象! 设
)

个重复" 调查范围* 从竹蒲头开

始朝着竹鞭去鞭的方向
!*' &

$

$%

%

! 将挖出来的主鞭+ 岔鞭(不含其他母竹延伸过来的竹鞭)! 进行逐条测量"

主鞭测量鞭径大小和节间长度& 岔鞭调查每条主鞭上生长岔鞭的条数和鞭径大小& 跳鞭测量裸露在地表

的竹鞭鞭径大小和节间长度" 量测距离和竹鞭节间长度用
)%% 2&

长的钢卷尺! 量测竹鞭鞭径用测树用

的钢围尺"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 " )$

日"

)

结果分析

$%&

竹鞭鞭径

根据实地调查的数据! 将不同处理+ 不同年龄母竹的竹鞭主鞭鞭径粗度+ 岔鞭粗度(岔鞭粗度
%

同条

主鞭上所有岔鞭鞭径的总和
9

岔鞭条数& 因跳鞭在样地
$

中没有找到! 且它是与立地条件+ 竹鞭在土层

中垂直分布的深度有关! 与是否挖鞭笋无关" 所以! 本研究没有作祥细分析)& 整理成竹鞭鞭径大小变

化表(表
$

)"

样地
$

中竹鞭主鞭与岔鞭鞭径的大小看(表
$

)* 主鞭鞭径平均为
)*"" 2&

! 岔鞭鞭径平均为
!*," 2&

!

岔鞭鞭径小了
"*$" 2&

" 从样地
$

与样地
!

的主鞭鞭径大小用
!

值检验方法分析结果看!

!%$*3!1

＜
!

"*"'

:

!*)%1

" 由此得知! 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的竹鞭鞭径虽然增加
%*)! 2&

! 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这表

明* 在挖掘鞭笋时! 采用有意识地将细鞭+ 弱鞭挖除! 并对粗壮的浅鞭进行了深埋后! 整体的竹鞭鞭径

不会小于对照" 同时! 经过合理采挖鞭笋的样地! 调查中! 我们没有找到跳鞭! 表明对粗壮的浅鞭进行

填埋能减少跳鞭的产生! 增加有效鞭的数量"

$%!

着生不同年龄母竹的竹鞭大小变化

现将着生不同年龄母竹的竹鞭鞭径大小变化整理成表
!

"

样地
$

主鞭
)*'% )*%% !*5% )*%% )*%% !*'% )*'% )*!% !*'% )*%%

样地
!

主鞭
!*)% !*'% )*'% !*'% )*%% )*%% !*)% !*'% !*'% !*15

样地
$

岔鞭
!*'% )*)% )*'% !*'% !*5% )*%% )*%% )*)% !*'% !*,%

样地
!

岔鞭
)*%% !*5% !*,%

样地 名称
( 8 ' 8 ) 8

平均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表
&

竹鞭鞭径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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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从表
!

中看出! 挖鞭笋
$ %

后的竹鞭鞭径比对照的增加
&'(& )*

"

# %

的没有变化"

+ %

的增加
&'$& )*

#

这表明合理采挖鞭笋$ 竹鞭鞭径没有随着时间长短的变化而变大或变小%

!"!

竹鞭节间距

竹鞭节间长度变化统计见表
(

#

从表
(

中看出! 竹鞭的节间长度大小依次是挖鞭笋＞不挖鞭笋& 增加
&'(, )*

& 为验证挖鞭笋后对

竹鞭节间长度是否有影响' 采用
!

值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
! ! ,'&-.

＜
!

&'&.

/ -'(&0

&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挖鞭笋没有对竹鞭节间长度生长造成显著影响% 从表
,

中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的竹鞭鞭径增加

&'+- )*

看& 与竹鞭节间长度增长的数量相近& 也就是竹鞭节间长度生长与鞭茎粗生长习性基本一致%

所以& 合理采挖鞭笋& 竹鞭节间长度不仅不会缩短& 而且还略有增长%

!"#

岔鞭

根据这次实地调查的数据& 现将挖鞭笋与不挖鞭笋每条竹鞭主鞭生发岔鞭的条数进行整理& 结果见

表
1

%

从表
2

中可见! 挖鞭笋与不挖鞭笋每条竹鞭主鞭生发岔鞭的条数平均增加
-

条% 为了分析它们之间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进行
!

值检验分析& 结果
! ! 0'&&0

＞
!

&'&,

/+'+..

% 虽然这次分析数据的数量不多& 但

分析的结果与何奇江(

,$

)研究的竹鞭生长的顶端优势很强$ 挖掘鞭笋* 截取鞭梢后$ 截断附近的侧芽很快

就萌发分化$ 长出岔鞭的结论相符合% 由表
,

中岔鞭与不挖鞭笋的竹鞭平均鞭径数据比较$ 岔鞭平均鞭

径增加
&'-- )*

% 由此可知! 合理采挖鞭笋$ 既能增加岔鞭条数$ 又能保持竹鞭平均鞭径不变小% 所以$

要增加竹鞭总量$ 营造竹林丰产的地下结构$ 合理采挖鞭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表
!

竹鞭节间长度变化统计

3%456 + 7896:8;96 568<9= )=%8<6 ;> 4%*4;; :=?@;*6 ?8 A?>>6:689 <:;B9= C6:?;AD

样地
-

主鞭
.'-& 0'&& .'&& .'&& 0'&& 0'&& .'(& 2'&& ('"& .',2

样地
,

主鞭
.',& 0'&& .'&& 0'&& .'&& 0'&& .'$& 0'(& 2'&& .'2.

样地 名称
" % . % (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竹鞭节间长度
E)*

平均

表
#

竹鞭岔鞭变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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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挖鞭笋
& & & & - & & - & &'22

经营措施

竹鞭岔鞭数
G

条

平均

挖鞭笋
! ( ! ( ! ! ! ( ( !'22

$ % . % (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毛达民等! 鞭笋挖掘后对毛竹竹鞭生长的影响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合计 平均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合计 平均 重复
,

重复
!

重复
(

合计 平均

样地
, ('.& ('&& !'"& H'(& (',& ('&& ('&& !'.& "'.& !'"& ('.& ('!& !'.& H'!& (',&

样

地

$ % . % ( %

样地
! !'(& !'.& ('.& "'(& !'"& !'.& ('&& ('&& "'.& !'"& !'(& !'.& !'.& $'(& !'2&

差异
,'!& &'.& I,J&& ,K&& &'+& &'.& & I,'&& && & ,'-& &'$& & ,'H& &'$&

不同年份
+

个重复竹鞭鞭径大小
G)*

表
$

不同年龄母竹竹鞭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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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结论

' (

的试验表明! 虽然挖掘毛竹鞭笋的岔鞭鞭径与主鞭鞭径减少
%)$% *+

" 但通过将细鞭和弱鞭挖

除! 并对粗壮的浅鞭进行了深埋后! 整体的竹鞭鞭径平均却增加了
%),! *+

" 挖鞭笋后的样地中没有找

到跳鞭" 母竹年龄分别为
#

度的#

!

度的#

,

度的主鞭鞭径大小! 挖掘鞭笋的与不挖鞭笋的增加了
%),%

!%)-% *+

" 竹鞭节间长度! 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的平均竹鞭节间长度增加
%),# *+

$ 岔鞭! 挖鞭笋与

不挖鞭笋每条竹鞭主鞭生发岔鞭的条数平均增加
!

条!

! " .)"".

＞
!

")"$

/,),00

! 存在极显著差异$

因此! 在采挖毛竹鞭笋时! 能做到及时将细小的鞭挖除! 并对粗壮的浅鞭进行填埋! 就不会影响整

个竹鞭鞭系生长! 还能调控竹鞭生长! 调整竹鞭地下分布! 推动竹鞭总量生长! 营造竹林丰产的地下结

构%

$'

&

' 合理采挖毛竹鞭笋技术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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