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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竹保护地栽培筱盖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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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 间试验结果表明
,

6 种不同及盖材料 的保护栽培
,

均提早 了始笋期
,

延

长 了笋期
,

增加 了笋产量和产值
,

其 中以竹叶
、

谷株及盖增温效果较为理 想
。

地面

及盖酿热就是利 用微生物的繁位
、

分解
、

发酵产生的热量增沮
。

眼热温度的高低和

持续时间
,

主要取决于酿热物的破
、

氮
、

羲和水 的含量
。

时 多种夜盖材抖的碳氮比

的刚 定和试脸
,

豆饼
、

莱饼一类为高温型限热物
,

稻草
、

麦杆一类为低温型像热物
,

包括竹叶在 内的阔叶树落叶
、

新鲜厩肥等一类介于两者之间
。

当破氮比为 20 ~ 30
,

含水量 70 %
,

有适量氧 气时
,

微生物活 动旺盛
,

滚热正常而持久
。

关健词 早竹 , 保护地栽培 , 祖盖 , 碳氮比

中图分类号 5 7 9 5
。

7 0 6

早竹 ( P h万 Ilo s t a c h夕s p ; a e c乙x
)是优良笋用竹种

,

具有产笋早
、

品质优
、

产 量 高
、

效益好

等特点
。

露地栽培一般在 3 月 8 日前后出笋
。

为了生产反季节竹笋
,

提高经济双益
,

各地都

进行了保护地栽培
,

用不同材料覆盖来提高地温
,

以达到提早出笋的 目的 [ ” 2 ]
。

目前使用的

覆盖材料主要是竹叶和谷糠
。

随着覆盖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

这两种材料也越趋紧张
,

价格不

断上扬
。

为了拓宽覆盖材料的来源
,

降低投入成本
,

便于竹农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充分利

用覆盖物
,

本文在研究几种常用覆盖材料的同时
,

对酿热机理进行了探讨
,

为扩大覆盖物的

来源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脸地概况

本试验在浙江省安吉县进行
。

共设 3个点
,

分别在该县的塘埔乡
、

凤凰山乡双溪口村和

余墩村
。

试验地位于 3 0
0

2 3 尹~ 3 0
0

5 2 `
N

, 1 1 9
0 1 1 尹~ 1 2 9

0

5 3产 E
,

地处浙西北太湖流域上游
,

属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年平均降水量为 1 5 00 刃以I n ,

年平均湿度为 80 % , 年平均气温为 15
.

5℃
,

极端最高气温为 4 0
.

8 ℃
,

极端最低气温为 一 17
.

。℃ , 土壤类型为黄红壤
,

立竹度为 12 00 0~

收稿 日期 。 1 0 9 5
一

0 7
一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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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5 0株 /hm
Z ,

立竹平均粗度为 3
.

s c m
。

1
。
2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一地设 1个区组
,

共设 3 个区组
。

每个区组包括 6 种处理和 1个对照
。

每个样地面积为 6 0~ 6 0 0 m
,

不等
。

于 1 9 9 2 ~ 1 9 9 `年冬季连续 3 a 进行覆盖
,

厚度 约为2 0一 2 5

cnI
。

在 产 笋 季节每天统计竹笋的产量和产值
,

同时对覆盖 日期
、

始笋期
、

终笋期等进行记

录
,

以 3 a 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
3 , 4

10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处理对早产高效因子的影晌

2
.

1
.

1 搜盖对产笋时间的影响 经不 同处理后的产笋时间见表 1
。

由表 1 可 知
,

与对照相

比
,

各种覆盖物均使笋期提早
,

并延长了笋期
,

其中以竹叶
、

谷糠和两者混合处理最为显著
,

分别提早始笋期 6 4 d
, 5 6 d 和 5 7 d

,

延长笋期 4 7 d
,

4 1 d 和 4 2 d
。

从覆盖到开始出笋
,

竹叶

需要31 d
,

稻草需要 53 d
,

竹叶 + 谷糠 比单独使用谷糠提早 s d
。

表 1 不同材料祖盖的产笋时间

T a b l e 1 D
a t e o f b a

m b o o s h o o t s u n d e r d i f fe er
n t m u l e h i n g m a t e r i a l s

处 理

项 目

——
—

竹 叶 谷 桩 竹叶 + 谷棣 竹 刨 花 稻 草 麦 秆 对 照

笋期始末 时间 0 1
一 0 4~ 0 4

一 0 8 0 1
一

1 2~ 0 4
一
1 0 0 1

一

1 1~ 0 4
一
1 0 0 1

一

2 9 ~ 0 4
一 2 1 0 1

一

3 0 ~ 0 4
一 2 5 0 1

一

2 9 ~ 0 4
一

23 0 3一 0 8 ~ 04
一
2 5

/月
一
日

笋期长 / d , 4 5 5 5 , 5 1 名s a遵 ` 7

提早笋期 / d 6 4 5 6 5 7 3斗 5 8 3 9 0

延长笋期 / d 4 7 月1 峨2 3 5 3 a 3 7 0

粗盖 日至出笋 1 2
一

0 3~ 01
一

0 4 1 2
一

0 5~ 0 1
一

1 2 1 2
一

1 1~ 0 1
一

2 9 1 2
一

0 7~ 0 1
一

3 0 1 2
一

0 7~ 0 1
一

3 0 1 2
一

0 8~ 0 1
一 2 9

日 /月
一
日

播要时间 / d 3 1 3 7 3 2 4 9 5 3 5 1

2
.

1
.

2 不同度盖物对早期笋产量和产位的影响 以对照试验开始出笋的日 期 ( 3 月 8 日 )作

为界线
,

在此之前为早期笋
,

之后为后期笋
,

则可得表 2
。

由表 2 可知不同覆盖物处理
,

使

竹林生产的早期笋产量和产值占总产量总产值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
,

其中以竹叶最为显著
,

两项指标分别为 62
.

4 % 和 85
.

5 %
,

谷糠和竹叶 + 谷糠也相类似
,
稻草和麦秆的早期笋产量比

例分别为 35
.

6%和 35
.

1%
,

早期笋产值比例为58
.

2% 和 57
.

9%
。

以 I Oo m
Z

为一单元
,

对每区组早期笋产量和产值的 3 a 平均值进 行 方 差 分 析和L S D检

验
,

结果表明
,

覆盖处理对早期笋产量和产值均有极显著影响
,

各种处理间的差 异 也 是显

著的
。

2
.

1
.

3 搜盖物时总产量
、

总产值的影响 各种处理的竹林总产量
、

总产值见丧 2
。

以 1 00 爪
2

为单元
,

把各组 3 a 的平均值减去对照试验的总产量和总产值
,

并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和 L S D

检验
,

结果表明
,

各种处理对总产量或总产值 都 有 极 显著的影响
,

各处理 间 的 差 异也极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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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扭益物与竹笋的产量和产值

Tal b e2 Y i eld and valu o o fba m bo o s ho ot su nd erd i f f er ent mu l ei hn gm
at r eial s

处 理
项 目 一一

一一
-
- - -

一

一—
- - - -

— 一 一一
-

— — 一 一
- - -

— 一
-

一一—
一
一

- - - -

一

—
-

—
一 一

竹 叶 谷 棣 竹叶 +谷糠 竹 刨 花 稻 草 麦 秆 对 照

早期笋产量 / g
·

m
一 2 2 1 6 5 53 2 0 12 62 50 6 6 62 2 6 4

早期笋产值 /元
·

hm
一 “ 2 46 5 50 192 a o s 10 0 67 6 5 4 4 40 7 42 2 0 70 6 40

后期笋产里 / g
·

m
一 “ 93了 。。 092 2 0 6 63 2 0 0 1 1 13 5

后期笋产值 /元
·

m h
一 2 42 1 50峨 463 0 0 43 10 5 59 803 52 0 5 50 1 6 4

总 产 且 / g
·

m
一 2 2 3 9 42 3 2 2 2 2 9 9 0 1 1 8 1 1 8 7 6 7 7了 1 6 5 5

总 产 值 /元
·

m h
一 “ 2 9 03 0 823 2 3 2 0 0 1 18 1 7 7 513 2 0 1 7 5 472 2 0 1 10 03 9 0 80

早期笋产量比 / %2 6
.

谁 7 5
.

1 56
.

633
.

13 5
.

63 5
.

1

早期笋产值比 / % 5 5
.

1 5 5
.

2 2 5
.

, 5 5
.

6 5 8
.

2 5 7
.

9

2
.

1
.

4 搜盖物使 用后经济效益 分析 表 3表明
,

与对照相比各种覆盖物处理的 产 量平均增

长率为33
.

6%
,

其中以竹叶为最高
,

达 6 0
.

2 %
。

产值平均增长率为 1 07
.

。%
,

也以竹叶为最高
,

达 2 5 9
.

4%
,

谷糠次之
,

为 1 93
.

1%
。

纯收入平均增加了 83 03 5元 / h m
“ ,

平均增长率为 12 7
.

5%

这两项指标都以竹叶最高
,

分别为 1了3 6 5 0 元 / h m
“
和 2 6 6

.

6%
。

投入产 出 比
,

竹叶
、

谷糠处

理均大于对照
,

分别为 I : 5
.

5 9和 1 : 5
.

12
,

其他均小于对照
,

但其产 量
、

产值
、

纯收入均显

著高于对照
。

因此覆盖林地对于丰产高效栽培早竹仍然是可取的
。

表 3 祖盖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T
a b le 3 A n a l y s is o f e e o n o m ie b o n e

f i t f
o r d i f f e

er
l l t m u l e h i n g m

a t e r ia l s

笋产量 比对照 笋 产 值 比对 照
极盖处理

/ g
·

m
一 2 增加 /% /元

·

h m
一 “ 增加 / %

投入 /元
·

h m
一 “

纯收入 /元
·

h m
一 2

材 料 用 工 肥 料
投入

,

产出
料 收 入

竹叶 + 谷棣

2 4 9 3

2 3 1 0

2 2 2 8

1 7 9 9

1 8 6 2

1 7 7 7

1 5 5 6

2 9 0 8 3 0

2 3 7 1 80

2 3 5 7 10

1 2 1 3 5 0

1 2 7 4 70

1 2 2 1 0 0

8 0 9 3 0

2 5 9
.

4

1 9 3
.

1

1 9 1
.

3

4 9
.

9

5 7
.

5

5 0
.

0

3 3 0 0 0

2 7 0 0 0

2 8 6 0 0

1 8 2 0 0

1 2 0 0 0

8 8 0 0

1 2 1 0 0

1 1 0 0 0

1 1 9 0 0

1 2 6 0 0

1 4 90 0

1 4 0 0 0

1 1 6 0 0

6 9 5 0

6 8 0 0

6 8 0 0

8 0 0 0

6 2 0 0

6 8 0 0

4 2 0 0

2 3 8 7 8 0

1 9 2 3 8 0

1 8 8 4 1 0

8 2 5 5 0

9 4 3 7 0

9 2 5 0 0

6 5 1 3 0

比对照增加 增长率

1 7 3 6 50 2 6 6
.

6

1 2 7 2 50 1 9 5
.

4

1 2 3 2 80 1 8 9
.

4

1 7 4 20 2 6
.

7

2 9 2 4 0 4 4
.

9

2 7 3 70 4 2
.

0

1
: 5

.

5 9

1
: 5

.

2 9

1 1 4
.

9 8

1 .
3

.

1 3

1 :
3

.

8舀

1
: 4

.

1 3

1
:
5

.

1 2

弓口一ó,自月匕内弓自了

……
八甘内己丹JLQO. J任自b任̀月喂̀上

,二.1叶旅竹谷

花草秆照竹发稻对

平 均 3 3
.

6 10 7
.

0 8 3 0 3 5 1 2 7
.

5 1
: 4

.

50

2
。

2 映热机理与扭盖物的碳氮比

2
.

2
.

1 夜盖物的酿热原理 地面覆盖栽培就是利用微生物繁殖
、

分解
、

发酵时产生 的热量迸

行增温
,

从而提高土壤温度
,

促进笋芽分化生
一

长
。

酿热物在真菌
、

细菌
、

放线菌等微生物作

用下的分解方程式如下〔“ J
。

C
o

H
: 20

。 + 6 0
: 、 6C 0 : + 6 H

z

o + 热量 t

其中对发热起主要作用的是好气性细菌
。

酿热物发热温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好

气性细菌的活动强弱
,

而好气性细菌活动的状况又决定于酿热物中的碳
、

氮
、

氧和水分的含

量
。

即要满足 3 个适宜条件
:
浙:分要充足

,

通气要满足
,

水分要吃足
。

因为碳是微生物分解

活动的能源
,

氮是微生物繁殖活动的营养
,

所以酿热物的碳氮比 ( C / N )是衡量酿热材料酿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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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主要指标
。

当碳氮比为 0 2 ~30之 间
,

含水量为 70 %
,

并有适量氧气时
,

好气性细菌的活

动最为活跃
,

发热正常而持久
。

若C /N < 2。则发热快
,

温度高
,

但不能持久
,

若 C / N > 3。则

发热慢
,

温度低
,

但发热时间持久
。

2
.

2
.

2 常用娘热物 的碳 氮比 各种酿热材料的碳素和氮素含量及其比例
,

测定结果见表 4 。

表 4 常用映热物的碳氮比

T a b le 吐 C a r b o n 一 n i t or ge n r a t io o f f
e r m e n t m a t e r i a l s m o s t i n u s e

材料名称 C /% N /% 碳 氮 比 材料名称 C /% N /% 碳 氮 比

24202616232820150018546045肠75154 2
.

0 0

4 6
.

5 0

4 3
.

3 0

3 7
.

0 0

5 0
.

0 0

1 6
.

0 0

4 2
.

0 0

4 6
.

20

阔叶树落叶

蕃 菇 膝

青割大豆

新鲜厩肥

马 粪

牛 粪

羊 粪

猪 粪

4 9
.

00

2 3
.

6 0

45
.

0 0

42
.

5 0

2 1
.

5 0

1 4
.

5 0

2 5
.

50

1 5
.

0 0

秆秆草饼糠饼针英

米云

稻麦玉米ù义莱松紫

根据酿热物碳氮比的不同
,

可分为高温型酿热物和低温型酿热物
。

前者如豆讲
、

菜饼等
,

后者如稻草
、

麦秆等伪 ]
。

其他覆盖材料的碳氮比大多在 20 ~ 30 之间
。

如包括竹叶在 内的阔叶

树落叶
、

松针
、

米糠
、

新鲜厩肥
、

玉米秆
、

马粪
、

牛粪
、

羊粪等
,

都是比较理想的酿热材料
。

猪粪比上述酿热物发热要快
,

发热量高
,

而在我 国南方猪粪往往撒在有稻草的猪圈里
,

成为

普遍使用的酿热物
。

3 小结与讨论

3
.

1 6 种材料覆盖处理对提早早竹林出笋时间
,

增加早期笋产量和产值
,

提高经济效益
,

均

有明显效果
。

其中以竹叶的覆盖效果为佳
,

提早笋期64 d
,

延长笋期 47 d
; 早期笋产量 1 5 56

g /m
Z ,

产值为 2 4 5 6 5 0元 / h m
Z ,

总产量为 2 4 9 3 9 / m
Z ,

总产值为2 9 0 a s o元 / h m
, ,

分别 比对照

增加。
.

60 倍和 2
.

59 倍
。

虽然竹刨花
、

稻草
、

麦秆等处理的投入产出比都小 于 对照
,

但提早了

出笋
。

早期笋价格高
,

经济效益好
。

覆盖竹林笋总产量总产值及纯收入都显著高于对照
。

因

此
,

地面覆盖栽培还是可取的
。

3
.

2 6 种处理的覆盖 日期很接近
,

但与各自的出笋时间相比
,

差异却较大
。

覆盖竹 叶需要

3 1 d 才能出笋
,

竹叶 + 谷糠需要 32 d
,

而稻草需要 53 d
,

麦秆需要 51 d
。

这是由于前者的碳

氮比在 20 ~ 30 之间
,

发热正常持久之故
。

稻草等的碳氮 比为 70 和 72
,

是属低温型酿热物
,

虽

然发热时间持久
,

但发热慢
,

温度低
,

所以出笋天数要长
。

相反
,

菜饼
、

豆饼等碳氮比均在 6

以下
,

为高温型酿热物
,

其特点是发热快
,

温度高
,

出笋需要的天数短
。

酿热物酿热不 同于堆

肥
,

决不是升温越快越高越好
,

而要求温度适宜
,

时间持久
。

因此
,

需要根据酿热物的发热

原理和各种酿热物的碳氮含量来调节碳氮比
,

以维持适宜的发热时间和温度
。

把高
、

低温型

酿热物合理搭配
,

使其碳氮比在20 ~ 30 之间
,

同样能收到很好的酿热效果
。

3
.

3 酿热物的处理方法也很重要
。

控制酿热物湿度等项指标
,

可指导应用于生产
。

首先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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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酿热物中含水量不能过低
,

也不能过高
,

应保持在 70 %左右
。

倘若水分不足
,

则不会发热
,

发热也不会持久
,
水分过多则通气不好

,

发热困难
,

反而降低温度
。

另外
,

要考虑铺设酿热

物的厚度
,

一般以 20 c m 左 右为宜
,

太紧太厚通气都会不 良
,

酿热效果不佳
。

3
.

4 各种覆盖处理出笋所需时间是不 同的
。

为了能在预定时间内及时出笋
,

正确掌握不 同酿

热材料的覆盖时间很重要
。

首先要遵循竹笋萌发生长的规律和酿热物的酿热性能
,

其次要与

市场价格相洽接
。

近年来各种保护地栽培的竹笋逐年增加
,

不一定在春节前后挖的笋能卖到

好的价格
,

因而要有计划地安排
,

要根据不同覆盖材料而定
。

不 同覆盖材料的碳氮比有异
,

酿热效果也不一样
。

一般铺设高温型酿热物的时间可迟一些
,

铺设低温型酿热物就要适当提

早 20 ~ 30 d
,

必要时铺设高温型酿热物能起到临时增温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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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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