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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现状分析

王晓明 王建和

�南京林业大学
，
南京 �������

摘 要 运用 文献计量的方 法
，
对我国���������年的竹类研究文赦进行 了统计分

析
。

近�� � 来文献量演 变表明
�
竹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包括对竹子的利用和时竹林环

境的利用�已成为近 几年最为突 出的重点和热点
，
竹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各个方面呈现

不平衡
，
其中竹产品加工和竹材人造板的文献量之和 占竹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总文献

量的���
，
是近年竹资源开 发利用的主要内容

。
文中就 �个方面论述 了我国竹资源综

合开 发利用的现状
、

途径和 发展动态
，
提 出 了搞 好 竹 资 源 综 合 开 发利用的 几点

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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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资源在我国森林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

对竹类研究文献的

系统整理和分析可揭示我国竹类研究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和发展动态
。

由于文献资料较现有的

研究工作有一定滞后性
，
愈是近期文献

，
则愈能反映学科的前沿动态

。

本文在前期工作的基

础上�” �’ ��， 进一步分析了���������
，
���������两个 � � 内�七

�

类研究文献数量的变化
，

发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
竹类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比例已发生明显变化

，
有关竹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的文献量明显增加
，
并显示了大量的科技和市场信息

。

及时揭示这一新的研究动态
，
对于

从事竹类研究
、

教学和生产的科技人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竹类研究文献数量的演变

根据竹类研究 �大学科领域 〔�’ “ �近�� �来的文 献变化情况及各学科领域文献所占百分比

看出�表 ��
，
竹子庭园观赏的研究已悄然兴起

，
���������年 � � 间发表文献��篇

。

其文献

总数虽不及其他学科领域
，
但反映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出现

。

这已在文献 �中提及
。
� 。

间文献量增幅最大的是竹产品加工与利用
。

该学科领域文献量 占文 献 总 数 的 百 分比已从

���������年的��
�

�写增长到���������年的��
�

���近����
，
文献量增长了�

�

�倍�
’

而基础

研究
、

竹林培育
、

病虫害研究防治 �个学科领域的文献量虽有增加
，
但所占文献总量的百分

比却下降� 竹类经济和经营经理两个学科领域���������年的文献量和所占百分比都较����

�����年有所增加
。

据统计这两个学科����和����年的文献量分别为��
，
��和��

，
��篇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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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竹 类 研 究 文 献 最 的 演 变

����� � ���二��������� ����� ������ �����������

��������� ����������

学 科 领 域

文献量�篇�
占总文献量百分 比

���
文献量�篇�

占总文献量百分 比

���

比匕�口心王︸矛﹄�

�…
�曰��﹄���‘二宁曰��‘六乙一�二，生�乙�口咬�幽�口口一了�仙八‘臼����了

曰�，泣，�

竹产 品加工与利用

墓 础 研 究

竹 林 墙 育

经 营 经 理

病虫害研究

一般性间题

竹 类 经 济

竹庭园观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 金� ����

献量呈持平或增加趋势
。

这与前期时序列分析的结果〔 “ �相吻合
。

综上所述
，
竹资源的综合开

发利用已成为近几年最为突出的重点和热点
。

� 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途径

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应包括对竹子的利用和对竹林环境的利用两大部分
。

对竹子的利

用包括直接利用
、

传统加工利用和工业化加工利用�包括综合利用��个方面， 对竹林环境的

利用则主要指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用竹林生态环境栽培食用真菌
、

药材和花卉及以竹建园
、

美化环境等�表 ��
�

统计发现
，
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各方面呈现不平衡

，
据 ���������年

间的文献显示
，
文献量最多的是竹产品加工

，
其次依次为竹材人造板

、

竹浆造纸
、

竹荪食用菌
、

竹庭园观赏
、

笋加工
、

竹材材性和竹保材护
。

竹产品加工和竹材人造板的文献量之和占竹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总文献量的近�心��表 ��
�

这说明它们是近年来竹资源开发利用 的 主要内容
。

从表 �显示
，
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范围很广

，
竹子不但可用于制作家具

、

农具
、

工艺

品和食品等
，
而且还可用于包装

、

建筑
、

造纸
、

交通运输
、

化工和医疗等领域
。

搞好竹资源

的综合开发利用可实现以竹代木�钢
、

塑�
，
以竹胜木�钢

、
塑�

，
缓解我国木材 供 应 紧 张矛

盾
，
以及发挥竹林作为旅游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

此外竹加工产品
、

竹工艺品
、

食用菌
、

竹笋及笋制品都可作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特色产品
。

因此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文献研究就是通过对文献的整理
、

统计和分析
，
掌握所要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发展动态

，

为研究人员确定研究目标提供参考性意见
，
避免研究的盲 目性及重复研究， 同时文献研究也

可对前期研究工作进行系统的总结
，
找出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
肯定已有的成绩

，
推动研

究工作进行
。

从表 �可看出
� 工��������年我国有关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文献量较�����

����年增长了�
�

�倍
，
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竹资源开发利用蓬勃兴起的现实

。

竹荪�食用菌�
、

竹

庭园观赏的文献量增幅最大
，

是近几年新兴的研究领域
，
说明近几年我国才重视竹林的环境

利用
。

此外
，
竹材人造板和笋加工两个研究领域文献量增幅也较大

，
这也说明近几年竹材人

造板和笋加工发展较快
，
势头较猛

。
以下将分别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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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竹资派综合开发利用的途径
��� ������� ��������������� ����������� ��� ����������� �������� ����� ���

分类 内 容

直接利用

林下生态

环境利用

建园观赏

建材
、
农具

、

嫩料
、
渔用

、
饲料�竹叶等�

、

食用竹笋

日用品�竹席
、
竹帘

、

竹筷
、
牙签

、

竹片垫
、
竹篮等�

家具�竹家具
、

竹床
、
竹椅

、
门等�

工艺品�竹刻竹雕
、
屏风

、
画

、

盆景
、
乐器

、
灯及编织品等�

农具�备
、
水管等�

笋加工�笋千等�

竹制土纸
、
竹索旅统

、

架桥造屋等

笋加工系列产品�清汁笋
、
怪味笋

、
笋丁

、
笋丝等 �

机制竹浆造纸�书写纸
、
包装纸

、

复印纸等�

竹材人造板�竹材胶合板
、

竹编胶合板
、
竹材层压板

、
竹材碎料板

、
竹帘胶合板

、
竹木复合板及

各种竹胶模板等�及竹筋混凝土

竹制地板�竹材断面板
、
竹竿拼板

、
竹拼花地板

、
竹木复合地板等�

竹模压制 品�竹材模压成型织梭
、

打梭棒等�

竹制装饰材料�竹材旋切片
、
竹材贴面板及各种竹制装饰板等�及竹制工艺品

竹材综合利用产品�竹屑混凝土
、

竹屑画
、

燃料棒等�

竹副产品加工利用�竹汁
、
竹箔

、
竹花

、
竹果

、

竹枝�梢�
、

竹筹
、

竹叶
、
竹莞

、
竹鞭�根�的加工或

深加工产 品�

栽培食用真菌�竹荪
、
香菇

、
木耳

、

金针菇
、
灵芝

、
平菇等�

栽培 中草药材�砂仁等�

种植花卉

以竹建园

保持水土
，
绿化环境

，
作为旅游资源观赏用

统传加工利用

工业化加工︵利用包括综利用合︶

竹林环境利用

� 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现状与发展动态

�
。
� 竹产品加工

����一����年我国竹产品加工业蓬勃发展
，
其文献量位居首位�表 ��

�

竹子在 林业
、
农

业
、

建筑
、

轻工
、

纺织
、

家具
、

食品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

其主要产品有竹制农具
、

竹刻

和竹编工艺品
、

家具�包括竹藤制品�及竹筷
、
牙签

、

竹片垫
、

凉席等竹制品
。

�
�

�
�

� 产量和贫易 据统计
，
����年我国竹制农具产量达����万件

，
竹制 品产值����万

元
，
竹刻工艺品产值���万元�略�

。
����年我国出口竹制家具�了

�

�万美元
，
竹编织品����

�

�万

美元 〔 ‘ �， 出口额分别比����年增长�
�

��倍和�
�

��倍
。

以上数据表明
，
我国竹产品加工发展很

快
，
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

�
�

�
�

� 新产品开 发 近年来
，
我国已开发成功竹材模压成型制品�如织梭�

、

竹席胶合管
、

竹

质烟筒
、

竹珠垫及其系列产品
、

竹胎衣箱
、

竹梗火柴
、

竹三醋酸纤维素超滤膜等新产品
，
有

的已投入批量生产
。

�
�

�
�

� 竹副产品加工 如鲜竹沥提取药用
，
竹叶制天然食品防腐剂和天然食用色素

，
竹捧加

工地毯
，
竹花制酒等在我国均开始起步

，
有的已开始小批量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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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有关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文献统计
�

’

�� ���������� ������������� ��������������� ����������� ��� �����������

�������� ��������

��������� 所 占百分 比

���

��������� 所 占百分比

���
增长倍数

�篇数� �篇数�

‘望�上﹁�八�
令�

��

…
��
�����甘�吕

﹃了�‘

竹产 品加工

竹材人造板

竹桨造纸

笋 加 工

竹材材性

竹材保护

竹荪食用菌

竹庭园观赏

计

���其中机械 ��

���其中机械���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机械 ��

����其中机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竹子利用

竹林环境

利 用

�� ��
�

�

�� �
�

�

��� ���

�
。
� 竹材人造板

竹材人造板是人们从木材制成人造板后改变了木材特性的科学道理中得到启迪
，
针对竹

材本身特性研制成功的
。

从表 �看出
，
后��与前�� 相比

，
有关竹材人造板的文献量增长了

�
�

�倍
，
为竹子利用 �个方面中最多的

。

这也说明竹材人造板近年来发展相当迅速
。

实践也证

明
，
开发竹材人造板是改善竹材性能

、

提高竹材利用价值
、

实现以竹代木
、
以竹胜木的有效

途径
。

�
。
�

。
� 生产品种 据统计

，
我国已投入工业化生产的竹材人造板有竹材胶合板

、

竹材 层 压

板
、

竹编胶合板
、

竹材碎料板
、

竹帘胶合板
、

竹材断面板
、

竹华拼板
、

竹木复合板�竹材贴面

装饰板�
、

竹拼花地板等
。

此外
，
近年来还开发成功竹材�碎料�复合板

、

竹材中密度纤维板
、

重组竹等
，
品种达数十种之多

。

�
�

�
�

� 产品应用 近年来
，
竹材胶合板和竹材层压板在汽车�卡车

、

客车�及火车车厢底�地�

板上获得了广泛应用
。

以竹材胶合板等为基材经覆膜加工制成的竹胶合水泥模板各项性能良

好
，
为竹制板材在建筑上的应用开辟了广阔前景

。

此外竹编胶合板
、

竹材碎料板等也在家具
、

建筑
、

包装等行业获得了较广泛的应用
。

�
�

�
�

� 生产规模 据����年不完全统计
，
我国有 �� 。 多家各类竹材人造板厂

，
年产 量 超过

��万�
“ ，
相当于年节约木材��万�

“ �

我国竹材人造板的加工水平和生产规模
、

产量均居世界

第一�‘�
。

�
·
� 竹桨造纸

我国用竹子造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世纪
，

是世界上第 �个利用竹子以粗加工方式造

纸的国家
，
但竹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 �。 从表 �可看出

，
后 ��与前 ��

相比
，
竹浆造纸的文献量增长了 �

�

�倍
，

这反映出近几年竹子制浆造纸 已受到一定重视
。

竹

子纤维长度介于针阔叶材之间
，
明显高于草类

，
其中的灰分含量和硅含量均低于草类而略高于

木材
。

竹林产量高
，
每万平方米竹林年产纤维比针

、

阔叶材高好几倍
。

竹子不需剥皮
，
密度

大
，
蒸煮量比木材

、

草类原料增加�������
，
有利于节能和提高生产效率

。

因此利用竹子造

纸是以竹代木
、

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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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浆产量 据统计
，
我国����年为��

�

�万 �， ����年已达��
�

�万 ��年节约木材可达

��余万�
“
�

，
分别占我国年产纸浆����万 ��的�

�

��和�
�

��
，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比邻国印

度相差甚远 〔“�。 四川重庆和江西赣州等地已建成几家年产 �赚的用毛竹和杂竹代替木材生产

高等级纸张的纸厂
。

此外
，
江西

、

福建
、

广东等地正在论证或安排建设以竹材为原料的大型

纸厂团
。

�
�

�
�

� 研究进展 竹子属种多
，
特性有差异

。

利用竹子造纸
、

制浆设备要改造
，
各种竹子的

制浆特性要研究
，
竹子要大面积繁殖

，
废液的综合治理要跟上川

。

目前在林业系统中研究较

多的为南京林业大学
，
其他如四川造纸研究所

、

华南工学院
、

浙江造纸研究所
，
西北轻工业

学院等也有研究
。

南京林业大学对我国产一些主要竹种的造纸性能
、

制浆用竹材生物结构及

化学组成等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毛竹碱性亚硫酸钠一蕙醒法制浆新方法�四川造纸研究所分析

了不同竹龄竹子的制浆造纸性能， 浙江造纸研究所等单位研究用小杂竹
、

毛竹
、

慈竹
、

青篱

竹等或和麦草
、

废纸
、

松
、

杉木混和制浆生产牛皮箱纸板
、

牛皮纸
、

描图纸
、

打字纸等均获成

功
，
有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

。

一些造纸厂应用了竹子高得率硫酸盐制浆和亚按法制浆方法
。

�
�

� 笋加工

竹笋美味可 口
，
营养丰富

，

是 �种低脂肪
、

高纤维
、

蛋白质和搪分含量适中的营养保健

食品
。

从表 �看出
，
后 � � 与前 � � 相比

，
有关笋加工的文献量增长了�

�

�倍
，
发展较快

。

�
�

�
�

� 产量和货易 竹笋生产是与竹林面积直接相关的第一性产品
。

据统计
，
我国年产�，�’ 笋

目前达������万 �
，

有���多家竹笋罐头厂
，
年产笋罐头��万多 �，

年出口笋罐头�
�

���
�

�

万 ��
�’ �

火为主要的笋加工出口产品�
。

但我国的竹笋产量及流向国际市场的笋加工产品却远

比不上日本和我国的台湾
。

台湾年平均出 口笋罐头�
�

�万 �左右
，
日本的竹林面积约为我国的

��
，
但其竹笋罐头的出口量也达�

�

�万 �左右 ���
。

由于竹笋生产是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
，
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目前国际市场对笋产品的需求量有增无减
，
我国需抓紧当前的

有利时机
，
及时培育一定面积的笋用林和笋材两用林基地

，
采用先进生产工艺

，
研制系列笋加

工产品和保鲜技术
，
提高包装和产品质量

，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
为山区 人 民 脱 贫致富作出

贡献
。

�
�

�
�

� 研 究进展 近几年我国对竹笋培育管理
、

生化成分分析
、

营养成分含量
、

加工和保鲜

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
，
有的已处国际先进水平

，

并已开发成功怪味笋
、

麻辣笋等新型笋制食

品
。

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了竹
、

笋比价关系中的不合理成分
，
指出要适当调整笋竹比价

，

保护和

合理开发利用并举
，
促进笋生竹

、

竹生笋的良性循环机制
，
发展我国的竹笋加工业

。

�
�

� 竹材材性

中国林科院木材研究所近�
一

�年对毛竹等�种竹种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了研究�浙江林学院

对麻竹等 �种丛生竹种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了研究 � 南京林业大学对竹材进行乙酞化改性
，

并测定了我国产�����种造纸用材的纤维素
、

半纤维素和木素的含量
。

这些研究为竹材加工

利用和竹材保护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

��� 竹材保护

竹材保护涉及竹材的防蛀防腐及竹制品的防虫防霉
。

近几年我国基本查清了危害竹材和

竹制品的害虫约��种��个目
、
�个科�

，
总结出物理

、

化学和其他处理方法
，
为竹材保护奠

定了基础
。

南京林业大学完成了竹材化学处理防治竹长蠢的研究，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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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现状分析 ��

究确证��钟霉菌�其中��种为重要致霜菌�可引起毛竹霉变
，

提出了选用菌体相对覆盖量 日测

估计竹材霉变程度的方法
，
为竹材防霉贮藏

、

加工用竹种和 竹 材 选 择
、

处理提供了理论依

据
。

�
�

� 竹荪食用菌

竹荪是近年来培育繁殖的 �种高营养食用菌种
。

研究指出
，
其菌柄

、

菌体�裙�
、

菌托
、

菌

盖都含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
在国际市场上十分抢手

。

从表 �看出
，
近年来竹荪生产从无到有

，

发展很快
，
文献量增幅最大

。

利用现有竹林
，
加快食用菌生产

，
同时可促进竹林生长

，
是一

项竹菌互利共存的复合经营措施
。

南京林业大学提出利用竹林生态环境栽培竹荪的竹莞栽培

新方法
，

对竹林进行立体经营
，
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产品的深加工方面
，
己

研制成功竹荪酒
、

美菇竹荪液和竹荪保健茶晶等新型保健食品
。

�
。
� 竹庭园观赏

����年才开始起步
。

从表 �看出
，
文献量相对较少

，
研究尚且薄弱

，
但从竹子本身的特

性具有调节气候
、

保持水土
、

旅游景观
、

及造园观赏等功能来看
，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 结语

通过对近�� �来的竹类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
，

有关竹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正 占

有愈来愈大的比重
，
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已取得很大成绩

，
并具有广阔的前景

。

我国的竹产品加工和竹材人造板产量都居世界首位
，
但加工水平特别是机械设备尚落后

。

从表 �看出
，
竹产品加工机械和竹材人造板专用设备的研究文献量很少

，
研究非常薄弱

，
有

的设备制造水平与日本和我国台湾相比尚有差距
，

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
，
今后应

注意研制或消化吸收
。

竹产品和竹副产品的加工利用还没有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研究面尚嫌窄

。

日本已成功地

利用竹子生产酒精
、
炭

、
活性炭

、

编织杆
、

除臭剂等
，
还利用竹材进行爆碎法处理生产饲料

，

工业化提取竹汁生产竹酒
、

保健饮料和食品等
。

这些方面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

重视全竹利用
，
以及除毛竹外其他大小径级竹材和丛生小杂竹的全面系统研究

，
根据其

材性及其特征选择有前途的加工产品
，
促进其开发利用

。

充分认识竹子作为旅游资源在绿化国土
、

维护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

在竹林多功能作用前

提下
，
依据不同地理

、

经济条件
，
分别建立材用

、

造纸用
、

笋用
、

笋竹两用
、

观赏用
、

防护

用等竹林基地， 重视开展竹荪
、

药材
、

花卉的研究
，
提高竹林立体开发利用率

。

竹子的利用特别是竹材人造板
、

笋加工及竹制品过去几年有盲 目发展的倾向
，
今后应加

以统一规划和布局
，
确定加工产品和规模

，
做到综合开发

，
立体经营

，
永续利用

，
提高效益

。

在竹笋加工方面
，
今后应加强竹笋保鲜及笋加工系列产品的研究

，
争取更多地出口创汇

。

文献资料也同时显出
，
竹雕

、

竹刻
、

竹编等传统工艺品制作也具有良好的国际市场
。

但

此类技术性较强的手工工艺
，
如同竹类庭园

、
盆景等园林艺术一样

，
无法从文献数量上反映

其重要性
，
但从少数文献反映的市场信息来看

，
也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亦应作为竹资源

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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