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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液的采集及保鲜方法
‘

毛 日耀 吕文柳 陆龙根

�浙江省长兴县小浦林场
，
长兴 ������� �浙江省长兴县林业局� �浙江省医药科学院�

摘 要 采用毛竹活体取汁技术
，
在不破坏竹林生态平衡的情况下

，
平均每株毛竹

可取鲜汁 ��� ��
，
每根竹鞭可取汁液 ������

。
经 巴 氏 消毒后

，
在常温下

，
竹汁

可保鲜 �个 月左右
。

取汁的最佳时间为每年 �� �月
。

用电钻在离地面 高�� �� 以

下的竹杆上打洞取汁最为理想
。

关键词 毛竹�
竹沥�

中图分类号 ����
�

�，

收集 � 巴氏灭菌 � 保藏

����
。
�

竹汁具有镇咳
、

祛痰
、

清肺热等功效
，
既可入药

，
又能制天然保健饮料

。

但以往竹汁只

局限于嫩竹和竹笋中提取
，
碎压竹�笋�体

，
操作繁杂

，
成本高

，
难 以适应批量生产

，
因而丰

富的竹汁资源未得刊充分的开发利用
。

我们在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在不破坏竹林生态环境
，
不影响竹林正常生长

的情况下
，
通过 � ��的研究

，
初步总结出一套简便

、

快捷
、

易推广的活体毛竹�尸���������丙脚

�动�������取汁技术和竹汁保鲜方法
。

� 试验地点和取汁方法

��� 试验地点

供试验的竹林在长兴县小浦林场
。

该林子立竹量为 ���。株
�

��
一 �，
其中 �度竹占��

�

��
，

�度竹占��
�

��
，
�度竹占��

�

��
，
�度竹占��

�

��
，
�度竹占�

�

��
。

平均胸径为����
，

最大为�� ��
，
部分钩梢

。

林地属酸性红壤
，
土层较厚

。

坡度为 ����
“ 。

坡向东南
。

�
。
� 取汁方法

�
�

�
�

� 竹杆取汁方法 每年的 �一 �月
，
选择 �� �度的粗大竹秆

，
离地面高���� 以下的

任一节间在紧靠上下节节隔处用电钻各钻 �个大小相同的直径为 �
。
��� 的 圆 洞

。
该洞以穿

透竹腔膜为度
，
并在洞内注入一定量的食用保鲜剂

。

取长约����� �� 直径与洞形相符的导

管
，
两端分别插入

�

�下两个竹洞内 �
。
���

。
���

。

密 闭 ��取出上导管 口并倒入无菌的接液

器内
。
� �内能取���一����卜株

一 ’
的竹液

，

特大竹可取 ���� �卜株
一 ’
以上

。
��内竹汁的

流量约占总量的���左右
。

竹秆取汁除电钻钻洞外
，
也可用刀砍嘴形和凿子凿洞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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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鞭取汁方法 在每年的 �� �月
，
选择 �根 �一 �度的青黄色跳鞭

，
将之切断

。

在

来鞭切口的下方放置内有一定量食用保鲜剂的无菌接液器
，
用导管和粘胶纸将鞭段的切口与

接液器的入口密闭相连
。
��内能取竹液 ���� ���� �卜根

一 ‘ ，
多 的 可 达 ���� �卜根

一 ’
以

上
。
��内液流量可占总量的���以上

。

竹鞭取汁类型有伤鞭与断鞭两种类型
。

竹秆与竹鞭取得的竹液经巴氏消毒
，
即加温至��℃ ，

再特续�����
，
可在常温下保持 �

个月不变质
。

� 试验效果分析

�
。
� 取汁方法与汁流纽

通过试验比较
，
刀砍嘴形操作难度大

，
开口偏大

，
损伤竹体严重

，
易引起风折

，
且伤口

与空气接触面大
，
易干燥

，

易污染
，
竹汁流量少

。

用凿子开洞
，
易掌握

，
但开 口不平

，
易污

染
，
不易接导管

，
汁流量居于刀砍嘴形与电 表 � 取汁方法与汁流量的关系

钻钻洞之间
。
电钻开口最理想

，
洞 口光滑

，

洞的大小易掌握
，
利导液

，
且竹汁流量最多

�表 ��
，
缺点是需要具备电源

。

伤鞭不易取汁
，
易污染

。

用断鞭法用导

管保护鞭体导入容器
，
简便

，
流量最大

。

通

过对��条鞭的试验
，
共取汁�� �����

，
平均

������
·

条
一 ’ ，
有汁率 ���

。

竹汁流 量 主

要集中在来鞭方向
，
去鞭方向基本无竹汁

。

����� � ������������ ������� �������

�������� ��� ��� 江��� �� ��

��� ����

方 法
项 目

—
合 计

电 钻 刀 砍 凿

��流量��� ��� �� ��� ����

平均���
·

株
一 ‘ ��� �� ��� ���

无汁率�� � �� �

来鞭方向第 �天流量 一 般 为 �����卜条
一 ‘
左右

�

第 �天伤口基本愈合
，
汁流明显减少

，
一

般只有�� �卜条
一 ’
左右

。

如在来鞭方向再用利刀切削 �次
，
第 �天尚有竹汁流出

，
汁流量为

����卜条
一 ’
左右

，
以后明显减少

。

鞭的汁流量与鞭的粗细有关
。

鞭越粗汁流量越大
。

�
�

� 取汁时间与竹汁流盆

活体取汁简便易行
，
在每年的 ����月期间都有竹汁可取

。

���株毛竹共取汁 ����� ��
，

株均�����
。
�� �月汁液最多�表 ��

。

最多的一天取汁 ������
·

株
一 ‘ 。

表 � 取汁月份与汁流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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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份

项 目

—
总 计

� � � � � � ��

汁流量��� ����� �‘ �魂� ���� ��� ��� ��� ��� �����

取汁毛竹�株 �� �� �� �� �� �� �� ���

平均取汁���
·

株
一 ’ ��� ��� �� �� �� 通� �� ���

无汁株数�株 �� �� � � � � � ��

�
�

� 竹汁流量与开 口时间的关系

从试验效果看
，
竹汁流量主要集中第 �天

，
以后明显减少�表 ��

。

汁流量主要在夜间
。

开洞时间最好在傍晚的�
�
��左右

。



�期 毛 日耀等
�
毛竹液的采集及保鲜方法

�
。
� 毛竹径级与出汁量

从试验得知
，
毛竹径级越大

，
汁流量越多�表 ��

。

表 �
表 �

����� �

����� �

取汁过程与汁流量的关系

������������ ������� ���� ��������

��� ��� ������ �� ��� ����

毛竹径级与汁流量的关系

������������� ������� ������

�������� ��� ���� �� �� ��� ����

打洞后天数

项 目 总汁量

径 级�
��

一
凹

小径� � 中径��� 大径� �

第 �天 第 �天 第 �天 第 �天

��

����

���

��

�����

���

���

夕� ���

���

��︸�，�

︸”︺︸”��孟出汁量 ���

百分比��

����� ����

��
�

� ��
�

�

���� ����

�

�����

���

株 数

出汁量���

平均值��卜株
一 ’

�
�

� 竹汁流量与气温的关系

�月气温低于��℃时无竹汁
，
�� �月

高温干旱季节汁流量相当少
，
连续干旱后基

本无竹汁
。

�
�

� 竹汁的采集与出笋上竹

经方差分析两区� � �
�

����
。 � �

�

��，
上

竹量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
。

表 �

����� �

取汁与出笋上竹的关系

������������ ������� ������ �只�

��� ���� �� �� ������� ������

出 笋 量

�株
·

��
一 �

上 竹 量

�株
·

��
一 �

新竹径级

���

挖 笋

���
·

��
一 �

取 汁 区

对 比 区

����

忿���

����

����

� 竹汁成分分析

经光谱分析鉴定
，
毛竹液�包括竹鞭上取到的汁液�含有天门冬酸

、

谷氨酸
、

酪氨淤
、

亮

氨酸
、

异亮氨酸
、

丙氨酸
、

苏氨酸
、

脯氨酸
、

甘氨酸
、

蛋氨酸和赖氨酸等氨基酸
，
还有苹果

酸
、

水杨酸
、

甲酸
、

乙酸
、

苯酚
、

木酚
、

葡萄糖
、

果酪及其他无机盐
。

竹秆汁液与竹鞭汁液

的化学成分无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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