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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竹地下鞭的系统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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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雷竹地下鞭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
� ①雷竹地下鞭鞭段 数 为 �

。
�条�

�
么，
鞭长为�

。
����

�，
体积为�

�

�� ��
一 ‘
�

�

��
�。

在土中分布可深达����
， ���

�� �� 之间占��
�

��以上
，
其中 �� �龄鞭占总鞭数的��

。 。 �
。 ②壮芽占总芽数的

��
。
��

，
集中着生在 �一 �龄鞭上

，
发笋能力以 �� �龄最强

，
占当年发笋总数的

��
�

�����
� 。 �� ③壮芽和发笋位置在鞭段中部最多， ����节壮芽占��

�

��
，
发

笋 占��
�

��� 玄鞭多发生在鞭段前梢
，
在���节占��

�

��，④鞭的延伸方向以平行林
地和向上生长的类型为多

，
约占��

。
��以上

，
向上坡伸展的在��

。
��左右

，
向下坡

伸展甚少， ⑤以 土攘肥沃深厚
、

蔬松通 气
、

蓄水保肥性能良好的竹林地鞭量较多
，

分布结构合理� ⑥立竹���������抹����� ��
的竹林

，
地下鞭结构最适宜， 随着

发育年龄的增大���年生 以上�
，
壮龄鞭和壮芽渐减

，
老鞭增多

。

关健饲 留竹， 竹笋， 芽� 竹鞭

中图分类号 ����
�

���

雷竹�尸�万��������万� ������� �
�

�，���夕������属于中小型散生竹
，
为优良的笋用竹种

。

雷竹笋的产量与地下竹鞭的结构密切相关
，
直接影响着竹笋孕育和生长

。

研究其地下鞭延伸
、

芽的分布和发笋规律
，
可为竹林高效丰产培育和更新提供依据 〔 ‘ ，’��

� 试验地概况与调查方法

�
。
� 试脸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浙江省西北部的临安县临天乡吴马村
，
地处��

�
��‘ �

， ���
�

��
‘
�

。

属 北 亚

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

�℃ ，
年降水量为��。 。 �� 左右

。

竹林位于山谷 地 带
，

地势

平坦
，
砂质壤土

，
微酸性

，
是雷竹适宜生长之地

。

竹林经营年份在 ���� � 。

�
�

� 调查方法���

按立地类型
、

立竹密度和鞭竹系统发育年龄差异设置样地
，
在春笋期后按

“
�

”
字型布点

，

设置�� � ��的样方共��个
。

细心挖出样方内泥土
，
保持竹鞭分布原状

，
按鞭段记录鞭龄

、

鞭长
、

鞭径
、

节数
、

节间长
、

鞭深
、

岔鞭类型和鞭的伸展方向等
，
并记录每鞭段壮芽

、

弱芽
、

收稿 �期
� ����

一
��

一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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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笋
、

岔鞭位置及数量
。

� 结果与分析

�
�

� 竹鞭数量与分布

�
�

�
�

� 总鞭量
、

鞭长
、

鞭径和体积 单 位

空间竹鞭数量主要由鞭段数
、

鞭的长度和鞭

径大小来决定
，
结果见表 �

。

样方内鞭段数为�
。
�条��

�，
总 鞭 长 夕�

�
。
����

�，
鞭体体积为�

。
�� ��

一 ‘
����

�，

幼壮鞭��� �龄鞭�占总鞭 段 数 ��
。
���

鞭段平均长以老龄鞭较长
，
节间长与鞭径以

幼壮龄鞭较大
。

这种变化和历年挖笋有关
。

表 � 雷竹地下鞭特征
�

����� � ��������������� �����

������ ��������

鞭龄

��

鞭段数

���
�

鞭长

�
��

节间长

�
��

枚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勺

钾‘�
��占、︸��月马�

……
一﹄����甘，几�﹄月侣��

月组目匀��勺月，����月吧，二�甘

……
‘����
，�二�占������一劣

淤

近年来
，
大多样地均加强水肥管理

。

�
。
�
�

� 竹鞭在土层 中分布 由表 �可见
，
鞭段数的 ��

�

��分布在土层的 ���� �� 之间
，

其中������� 间占��
�

��， 在 。 ����� 与������� 的土层中
，
竹鞭分布甚少

。

不同年龄竹鞭分布差异很大
，
�年生鞭在 �一�� �� 土层中分布 占��

�

��
，
而 在 深 层

土层中很少可见
。
�� �龄鞭主要分布在���� �� 土层中

。
�龄 鞭 段 分 布较深

，
一般在

����� �� 之间
。

竹鞭延伸受土壤条件影响很大
。

该林地经营措施集约
，
每年松土

、

施肥和

培土
。

因此
，
竹鞭生长就表现出趋肥性

，
竹鞭分布上升

，
幼壮龄鞭在上

，
老龄鞭在下

。

表 � 不同阶竹柱在土层中分布
����� � ������������ ����� ���名���� ����� �������������

竹 报 分 布 �� �

鞭 龄 ��

—

——
艺

������ �����记� ������� ������� ����以上

，二��匕心自�
﹃八”介石通

︸

��仙︸勺�舀

……
�﹄��
�丹���‘

，二�内�，人�，
������几�
︸幼�﹄���曰�臼�曰�目�

……
，上，人月怪，二�八�
﹄�

口�

月，��月，�自��︸�月‘��自��舀���

……
，二���，口，孟介�

内‘

�斑�八”
﹃��，��，�臼����任�品占��、的︸舀�

……
�‘��勺�
����

��孟

一﹄丹�自�‘��
�二月扭，口‘叨�����卜甘

月吸
�

……
�几
﹄
�月，，上�拍」

，孟的舀

‘马�盛���甘��民舀门‘介舀��

…
��
��工�臼�仙��‘����。

铆习

�
。
� 芽的数量与分布

�
�

�
�

� 芽的种类和数量 在竹鞭的各鞭节处均着生一芽
，
因分化

、

发育的不一致而形 态 各

异
。

以发育良好
，
肥壮饱满

，
芽体膨大的为

“
壮芽

” � 生长瘦小
，
芽苞黑色

，
生活力弱和芽苞

黄白
、

高而不壮的为
“
弱芽

” � 出笋被收获或休眠后腐烂脱落的为
“
空芽节

， 。

调查表明
，
在整

个竹鞭系统中
，
壮芽数占总芽数的��

�

��
，
弱芽数为��

�

��
，
空芽节为 ��

�

��
，
抽 鞭 数 为

�了沼�
。

不同龄鞭段
，
各类芽数比例也不同

， �龄幼鞭芽尚未分化发育完全
，
多高而不壮

，

约占��
� 。�

，
壮芽数仅为�

�

��， �� �龄壮鞭
，
壮芽比例大

，
达��

�

��
，
弱芽为��

�

��
，
部

分发笋
、

抽鞭 � 而大于 �龄鞭则壮芽数仅占�
。
��

，
大部分已萌发生笋或抽鞭

，
部分弱 芽 则

休眠后仍不能萌发而失去活力
，
死亡脱落

，
成为空芽

，
在积水膺薄土壤中

，
占��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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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笋能力以 �� �龄鞭最强
，
占当年发笋总

数的��
�

��一��
�

��
，
�龄鞭和 �龄鞭发笋

各占��
�

��左右
，

而 �龄鞭发笋极少
。

因 �

一 �龄壮鞭鞭体金黄
，
养分充足

，
生活力旺

盛
，
竹鞭 已经发育成熟

，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

下壮芽开始分化并能顺利萌发成笋
。

老龄鞭

的芽苞则黑色而瘦小
，
生活力衰退

，
部分芽

苞死亡脱落
，

是应挖掘更新的对象
。

�
�

�
�

� 壮芽
、

笋和禽鞭在粗段上的分布

�
�

�
�

�
�

� 壮芽在竹鞭上的分布位置 鞭 段

上不同部位的芽因位置效应
，
营养和体内生

理代谢水平产生差异
，
而产生分化和发育的

不一致性
，
其规律见表 �

。

由表 �知
，
壮芽分布在鞭身中部较多

，

表 �

�����

壮芽
、

岔鞭与发笋在竹救上

的位�

���������� �� ����� ���，，

������ �������� ��� ������

������� �� ��� ������， ������

壮 芽 数 岔 稚 致 笋 数

彼 节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在鞭身 ����节上占总壮芽数的��
�

��
，
在

近鞭柄和鞭梢部位的约占��
�

��左石
。

这与鞭段中部贮存营养充足和生长旺盛有关
。

�
。
�

。
�

。
� 岔鞭在竹鞭上的位置 如表�所示

，
雷竹岔鞭多发生在鞭梢生长断点附近鞭节上

，
少

数在鞭段中部和后部
。

竹鞭伸长生长迅速
，
鞭梢的顶端优势极为明显

，
抑制了侧芽的萌发

。

在断鞭去梢
，
解除顶端优势后

，
侧芽就很容易萌发

，
在营养充足条件下即能抽发新鞭

。

�
�

�
�

�
�

� 发笋与竹鞭位置 笋一般由壮芽萌发而来
，
在竹鞭段位置的分布上和壮芽分 布 相

似
。

由表 �可见
，

发笋位置集中在 ����节之间
，
占发笋总数的��

�

��以上
。

其中
， �� �

龄鞭发笋集中在 ����鞭节
，
占其发笋数的��

� 。�
， �� �龄鞭发笋在 ����鞭节之间

。

不同龄鞭段上壮芽分化成笋的能力也不同
。

从笋数量占壮芽数的百分比看
， �龄鞭小于

��
，
�� �龄鞭为��

�

�����
�

��
， �� �龄鞭在��

�

��左右
。

�
�

� 竹鞭生长和延伸特点

�’ �
·
� 竹鞭分岔特

�

氛 鞭梢生长顶端优势强
，
侧芽一般受抑制而不萌发

，
如鞭梢抵触 坚 硬

物或伸入积水之地或人为损伤而折断
，
则在其断点附近侧芽会很快萌发而形成岔鞭

。

一般在

各类型岔鞭中
，
先端一侧单岔的占��

�

��
，
一侧多岔占�����

，
两侧单鞭占��

�

��
，
两侧多

岔占��
�

��
，
因鞭梢死亡或折断而发岔鞭的达��

�

��以上
。

�
。
�

�

� 竹鞭的延伸方向 在坡地上
，
竹鞭延伸方向

，
相对于坡面以平行和向上生长的类 型

占多数
，
分别占总鞭段数的��

�

��
、
��

�

��和总鞭长的��
�

��
、
��

�

��， 相对于坡位而言
，

则以纵于坡向
，
向上坡延伸的类型最多

，
占总鞭数的��

。
��和总鞭长的��

�

��
，
向下坡延伸

仅占��
�

��
。

竹鞭的这种延伸规律和松土
、

施肥等措施密切相关
。

�
。
�

�
。
�

。
�

不同类型竹报系统的比较

不同立地 条件引起的差异 土壤和水分状况不同
，
竹鞭和芽的生长发育均有 差 异

，

见表 �
。

结果表明
，
以质地疏松

、

结构良好
、

养分丰富
、

蓄水保肥
、

通气排水良好的林地
，

地下

部分生长良好
，
鞭体粗壮

，
节间长

，
壮芽数多

，
鞭根发达 � 在土壤性能差

，
特别是在积水和

板结
，
通气排水能力差的条件下

，
竹鞭生长明显不良

。
积水促使鞭体发霉发黑

，
鞭芽腐烂而



�期 胡超宗等
�

雷竹地下鞭的系统结构

表 � 不同立地条件下狡特征比较
����� � ���������� ����� ��� ������� ��������������� ����� ��������� ���� ����

立地类型 城径��� 壮芽�� 弱芽�� 发笋�� 岔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

土城硫松肥沃
，
有一定坡度

，
通气排水好， �

�

土城硬结
、
积水， �

�

培过塘泥
，
土层深厚

，
肥沃

，
通气不好

丧失生活力
，
土壤板结也能导致抽发岔鞭增多

。

培塘泥的竹林
，
虽然土层深厚肥沃

，

但多年

来因培塘泥而致土壤结实
，
通气性差

，
使鞭体发黑

，
萌芽萌生能力明显降低

。

�
�

�
�

� 不 同竹林密度的差异 竹林立竹密度和竹林光合能力
、
获取养分

、

通风透气性
、

病虫

害状况有密切联系
。

所有这些又都能在竹鞭的生长发育中反映出来
。

对生境条件相近
，
立竹

分别为����株�甲样地�
、
����株�乙样地�和���株�丙样地�的 �块样地������

�
�调查表明

，

在 �种密度中
，
乙样地壮芽分别较甲和丙样地增加�

�

��和�
�

��
、

发笋增加�
�

��和�
�

��
，

幼鞭段增加�
�

��和�
�

��
，
鞭段总长增加��

�

��左右
。

可见乙密度较为适宜
，
生长良好

，
壮芽

抽发和孕笋能力强
。

在该条件下雷竹林密度以��� 。一����株八 ��� �
�

为宜
。

�
�

�
�

� 不 同系统发育年龄竹林差异 竹林是竹连鞭
，

鞭生芽
，
芽孕笋

，
笋长竹

，
竹又养鞭而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

不同竹林因初植时间不同
，
存在系统发育年龄差异

。

调查结果表明
，
��

年生以上竹林其壮鞭数较 �年生竹林已大大减少
，
��年生竹林其壮鞭较 �年生竹 林 要 减 少

��
。
��

，
而老鞭增加��

�

��
，
发笋和壮芽分别减少��

�

��和��
�

��
，
且鞭体 发 黑

，

生 活 力

低
。

随着发育年龄的增加
，
地下鞭的数量依次递减

，
抽发新鞭能力降低

。

因此
，
对��年生以

上竹林要及时更新
，
挖除老鞭

，
加强培育管理

，
使竹林复壮提高生长力� 对��年 生 以 上 竹

林
，
应采取带状或块状皆伐更新

。

� 结论

�
。
� 雷竹地下鞭的鞭段数为�

�

�条��
�，
鞭长为�

�

����
么。

按鞭龄统计
， �� �龄鞭占总鞭

段数的��
� 。�

。

竹鞭在土中的分布
，
集中在����� �� 土层

。

由于竹鞭有趋肥趋温特性
，
幼

鞭分布有上伸的趋势
，
所以松土埋鞭

、

培土降低竹鞭分布深度
，
对提高竹笋产量是非常必要

的
。

�
�
� 壮芽的数量占总芽数的��

�

��
，
集中着生在 �� �龄鞭上

，
能分化发育成笋

，
发 笋 能

力也以 �� �龄鞭最强
，
占当年发笋总数的��

�

�����
� 。�

。

芽苞肥大而扁平的尚未发育成

熟的芽
，
多数着生在幼龄鞭上

。

这些芽是发育成壮芽和发笋的基础
。

已经丧失萌发能力的虚

芽
，

都着生在老鞭上
。
�龄以上的竹鞭发笋能力已很低

，
应及时挖掘更新

，
使新鞭不断增加

。

�
�

� 壮芽和发笋集中分布在鞭段中部
，
在 ����节上壮芽占总芽数的��

�

��
，
发笋占��

�

���

岔鞭则多在鞭段前梢 �一 �节
，
占总岔鞭数的��

。
��

。

因此
，
适当挖掘鞭笋

，
消除竹鞭生长

顶端优势
，
能多发岔鞭增加竹鞭数量

。

此外
，
要控制竹鞭的生长

，
鞭 段 长 度 以 �� ��为

宜
，
鞭段陡长壮芽分化率就会降低

。

�
�

� 鞭的延伸以平行林地和向上生长为多
，
约占���以上

，

向上坡伸展占���左 右
，
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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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伸展甚少
。

因此松土施肥均应全面进行
，
留养母竹也应分布均匀

，
促进竹鞭系统结构合理

。

�
�

� 不同立地
、

不同系统发育年龄和不同立竹密度的竹林
，
其地下鞭结构相差 较 大

。

以土

层深厚
，
质地疏松

，
蓄水保肥通气性能良好的土壤为好

。

对老龄竹林��� � 以上�要进行不断的

更新
，
以新母竹新竹鞭取代老母竹和老鞭

。

��年生以上的竹林
，
应带状皆伐更新

，
挖除所有

的竹鞭
，
让相邻的竹鞭延伸进更新节里

，
几年内逐年进行

，
竹林就会焕然一新

。
����年生

的壮龄竹林
，
密度以 ���������株八 ����

�
的结构较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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