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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资源及其经济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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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毛竹
7*6''"45&8*64 +9#'-4

林下固氮植物资源! 在浙江% 福建等毛竹主要分布区采用踏查法调查了毛竹

林下固氮植物! 并参考了毛竹林下植物资源的相关研究结果& 结果表明$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共有
6

科
!-

属
6+

种!

其中豆科
789:;)1(0<8

植物占绝大多数 ! 占比达
$4,-5=

! 而且以蝶形花亚科
><?)@)(1()'8<8

种类为主 ! 占比为

54,%+=

! 胡颓子科
A@<8<91<B8<8

! 大戟科
A:?C(DE)<B8<8

和杨梅科
FGD)B<B8<8

等非豆科植物分布较少' 毛竹林下固氮

植物有乔木% 灌木% 草本和藤本类型! 其中灌木
!2

种! 乔木
5

种! 草本
4

种! 藤本
3

种! 并且有旱生% 中生% 湿

生
-

种生态类型! 以中生为主' 毛竹林下所调查的
6+

种固氮植物均有药用价值!

!-

种还有食用价值!

+2

种可用作

饲料!

5

种可用作肥料&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按入药部位分! 其种类数量总体上为根＞茎＞全株＞叶＞花＞果实＞种

子& 研究结果从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的生活型% 生态型% 经济价值% 药用部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为今后毛竹与林下

固氮植物的生态高效复合经营模式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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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固氮是自然界植物利用氮素的重要途径! 固氮植物通过与根瘤形成的共生固氮体系"

&

#

! 不仅为

固氮植物提供氮素! 而且在土壤改良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

$ 大量研究表明! 生

物固氮是生态系统中有效氮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 地球上由豆科
()*+,-./01)

根瘤菌固定的氮素达
$"

&%

&%

2*

%

1

3&

! 约占全球生物固氮总量的
4%5

! 相当于全世界工业合成氮肥量的
!

倍"

4

#

$ 自
!"

世纪
6%

年代

以来! 国内外陆续开展了固氮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 表明豆科植物是主要的固氮植物!

&7$

万种豆科植

物中&含羞草亚科
8-,/0/-9)1)

逾
"7!$

万种! 苏木亚科
:1)01;<-.-/-9)1)

逾
%7!$

万种! 蝶形花亚科
=1<-;#

-/./-9)1)

逾
;7!%

万种'!

6$5

的含羞草亚科(

>'$

的蝶形花亚科及
'%5

的苏木亚科植物能结瘤固氮! 非

豆科共生固氮植物相对较少"

?!$

#

$ 调查发现毛竹
!"#$$%&'()"#& *+,$-&

林下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

6

#

! 但对毛竹

林下固氮植物资源的调查少有涉及$ 毛竹是中国重要的经济竹种! 分布区域广! 栽培面积大! 应用范围

广! 经济价值高! 是中国南方毛竹主产区竹农的重要经济来源! 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生

态屏障$ 氮是毛竹生长所需要的重要营养元素! 林地氮素补充对毛竹林出笋率( 立竹胸径和产量均有促

进作用"

&%!&!

#

! 季节性施肥是毛竹林丰产栽培的重要措施! 尤其是施加氮肥$ 然而! 长期过量施肥会导致

毛竹林土壤养分失衡( 酸化( 板结( 有害物质积累及生物多样性降低( 竹材和竹笋产量与质量下降等负

面影响$ 简单地依靠施氮肥为主的方式来提高竹林产品产量和品质! 已经不能保障毛竹林立地生产力的

稳定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维护! 尤其是在当前毛竹林产品市场疲软! 竹林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 竹农经

营毛竹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下! 如何系统地调查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资源! 筛选生态适应性

强( 投入少( 见效快( 经济价值高( 市场前景大的固氮植物种类! 构建毛竹林下固氮植物高效复合经营

模式! 提高毛竹林自肥能力! 对毛竹林可持续经营以及提高竹农经济收入等有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 笔

者采取踏查法对浙江( 福建毛竹主产区的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进行了调查! 并对其经济价值进行了分析$

&

材料与方法

!%&?

年
$!6

月(

!%&>

年
@!$

月在浙江省龙游县( 景宁县( 桐庐县( 富阳区( 江山市和福建省沙县

等毛竹主要分布区采用踏查法对人为干扰相对较小( 林下植被较为丰富的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进行调查记

录! 并通过万方数据资源检索补充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生活型( 经济价值( 药用

部位皆参考于)中国植物志*$ 调查数据用
A/B9 !%%'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

结果与分析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共有
4

科
!'

属
4&

种&表
&

'$ 其中! 豆科&含羞草亚科( 苏木亚

科( 蝶形花亚科
'

个亚科'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7'@5

$ 豆科中含羞草亚科和苏木

亚科种类较少! 蝶形花亚科种类较多! 达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7>&5

$ 毛竹林下

非豆科固氮植物有胡颓子科
C;1)1*.1D)1)

! 大戟科
C+<E/BF-1D)1)

和杨梅科
8GB-D1D)1)

等
'

个科! 胡颓子

属
.$(*(/0,&

有
4

种! 占
67@>5

! 算盘子属
1$%)"-+-%0

和杨梅属
2#3-)4

各有
#

属! 各占
!7445

$

表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

H1F;) # I<)D-)0 /J .-KB/*).#J-L-.* <;1.K0 +.9)B !"#$$%&'4)"#& *+,$-& 0K1.90

科 属 种 生活型 经济价值 药用部位

豆科
()*+,-./01)

合欢属
5$6-7-4

合欢
58 9,$-63-&&-0

乔木 药用( 食用( 材用 根( 茎( 花

山合欢
58 :4$:%34

乔木 药用( 食用( 材用 根( 茎( 花

肥皂荚属
1#;0%)$4+,&

肥皂荚
18 )"-0*0&-&

乔木 药用( 材用( 化工 果实

决明属
<('&-(

决明
<8 '%3(

草本 药用( 食用 种子

胡枝子属
=*&>*+*7(

美丽胡枝子
=8 ?%3;%&(

灌木 药用( 食用( 饲料 根( 茎( 花

中华胡枝子
=8 )"-0*0&-&

小灌木 药用 全株

细梗胡枝子
=8 @-3/('(

灌木 药用 全株

大叶胡枝子
=8 +(@-+--

灌木 药用( 食用 全株

药用 ( 食 用 ( 饲

料( 肥料( 燃料

胡枝子
=8 6-)%$%3

灌木 全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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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属 种 生活型 经济价值 药用部位

铁马鞭
!"#$"%"&' $()*#'

亚灌木 药用 全株

木蓝属
+,%(-*."/'

马棘
+0 $#"1%*2(,32*/('

小灌木 药用! 食用 全株

浙江木蓝
+0 $'/4"#((

小灌木 药用! 食用 根! 根状茎

山蚂蝗属
5"#6*%(16

山蚂蝗
57 /83"6*#16

灌木 药用 全株

圆菱叶山蚂蝗

90 $*%*3'/$16

"

#!

#

小槐花
90 3'1%'216

灌木 药用! 饲料 全株

长柄山蚂蝗属

:*%*3'/$(16

尖叶长柄山蚂蝗

:0 $*%*3'/$16 0%12 *;<$=<))16

紫藤属
>(#2"/('

紫藤
>7 #(,",#(#

藤本 药用! 食用 根! 茎! 花! 种子

锦鸡儿属
?8/8-8,8

锦鸡儿
@0 #(,(38

灌木 药用! 食用 根! 花

黄檀属
98)A"/-(8

黄檀
90 =1$"8,8

乔木 药用! 食用! 材用 根! 叶

藤黄檀
90 =8,3"(

藤本 药用! 香料 根! 茎

香港黄檀
90 6())"22((

藤本 药用! 材用 叶

南岭黄檀
90 A8)8,#8"

乔木 药用! 材用 叶

鸡眼草属
B166"/*C(8

鸡眼草
B0 #2/(828

草本 药用! 饲料! 肥料 全株

药用 ! 食 用 ! 饲

料! 肥料

黄芪属
D#2/8-8)1#

黄芪
D0 6"6A/8,83"1#

草本 药用! 食用 根! 茎

葛属
:1"/8/(8

葛藤
:0 )*A828

藤本 药用! 食用! 饲料 根! 花

草木犀属
E")()*21#

草木犀
F7 *..(3(,8)(#

草本 药用! 肥料! 饲料 全株

崖豆藤属
E())"22(8

香花崖豆藤
E7 %(")#(8,8

藤本 药用 根! 茎

网络崖豆藤
E7 /"2(31)828

"

#3

# 藤本 药用 根! 茎

鸡血藤
E7 /"2(31(828

藤本 药用! 化工 根! 茎

厚果鸡血藤
E7 $83=<38/$8

药用! 食用 根

药用 ! 食 用 ! 肥

料! 化工

药用 ! 食 用 ! 饲

料! 肥料! 材用

黧豆属
E131,8

常春油麻藤
E7#"6$"/G(/",#

藤本 药用! 食用 茎! 花! 种子

百脉根属
H*21#

百脉根
H7 3*/,(31)821#

草本 药用! 饲料! 肥料 根

胡颓子科

4'%(%5+%6(%(

药用! 食用

药用 ! 食 用 ! 饲

料! 化工

蔓胡颓子
I7 -)'A/'

灌木 药用! 食用 根! 茎! 果实

木半夏
I7 61)2(.)*/'

灌木 药用! 食用 果实

大戟科

4.78*1&-%6(%(

杨梅科
9:1-6%6(%(

杨梅属
E</(3'

杨梅
E7 /1A/'

"

#"

# 乔木 药用! 食用 根! 茎

小灌木 药用 根! 叶

小灌木 药用 全株

杭子梢属
@'6$1)*2/*$(#

杭子梢
@7 6'3/*3'/$'

灌木 全株

槐属
J*$=*/'

苦参
J7 .)'G"#3",# 0%12 .)'G"#3",#

亚灌木 根

刺槐属
K*A(,(8

刺槐
K7 $#"1%*8383(8

乔木 叶

胡颓子属
I)8"8-,1#

胡颓子
I7 $1,-",#

灌木 根! 叶! 果实

牛奶子
I7 16A"))82"

灌木 根! 茎! 叶! 果实

算盘子属
L)*3=(%(*,

算盘子
L7 $1A"/16

灌木 药用 根! 茎! 叶! 果实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生活型及生态型

生活型是植物适应外界环境的形态表现$ 由表
;

可知%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类型有乔木& 灌木& 草本

和藤本$ 其中' 乔木有
;

科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2=<>

' 灌木& 草本& 藤本分别有
!

科
?

属
;=

种&

#

科
<

属
"

种&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2@@>

'

#32@!>

和

;#2?">

$ 可见'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主要为灌木类型' 乔木& 草本和藤本分布相对较少$

生态型是植物物种对其生境的基因方面的反应$ 由表
!

可知%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有旱生& 中生& 湿

高平珍等%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资源及其经济价值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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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的生活型

&'()* ! +,-* -./0 .- 1,2/.3*1!-,4,13 5)'126 718*/ !"#$$%&'()"#& *+,$-& 62'186

生活型
科 属 种

科数
9

科 占总科数的比例
9:

属数
9

属 占总属数的比例
9:

种数
9

种 占总种数的比例
9:

乔木
! ;%<%% ; !#<=> = ?=<%=

灌木
@ =;<%% A @A<?@ !% >$<=$

草本
? !;<%% = @%<>@ ; ?!<!%

藤本
? !;<%% ; !?<=> A !?<A;

生等
@

种生态型! 其中! 中生植物
@

科
?B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B$<!A:

! 旱生和湿生

植物分别有
?

科
@

属
B

种"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B@:

和
?=<%=:

# 可见毛

竹林下固氮植物主要为中生型! 湿生和旱生分布较少$

表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生态型

&'()* @ CD.2E5* .- 1,2/.3*1!-,4,13 5)'126 718*/ ."#$$%&'()"#& *+,$-& 62'186

生态型
科 属 种

科数
9

科 占总科数的比例
9:

属数
9

属 占总属数的比例
9:

种数
9

种 占总种数的比例
9:

旱生
? !; @ ?@<%> B ?><B@

中生
@ =; ?B BA<;= !$ B$<!A

湿生
! ;% = @%<>@ = ?=<%=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经济价值分析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具有诸多方面的经济价值! 如药用% 食用" 饲料" 肥料等&表
>

'$ 其中! 调查到

的毛竹林下固氮植物都具有药用价值! 具有食用价值的种类有
@

科
?B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

类的
;B<?%:

! 可以用于饲料% 肥料的分别有
!

科
A

属
?%

种%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

种类的
!><@A:

和
?=<%=:

! 此外! 具有香料% 化工等其他经济价值的有
?

科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

氮植物种类的
!A<!=:

$ 具有
!

种以上多重经济价值的种类有
@

科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

类的
=;<B?:

$ 说明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具有很好的开发利用潜力$

经济价值
科 属 种

科数
9

科 占总科数的比例
9:

属数
9

属 占总属数的比例
9:

种数
9

种 占总种数的比例
9:

药用
> ?%%<%% !@ ?%%<%% >? ?%%<%%

食用
@ =;<%% ?B BA<;= !@ ;%<?%

多重价值
@ =;<%% !? A?<@% @? =;<B?

饲料
! ;%<%% A @A<?@ ?% !><@A

肥料
? !;<%% = @%<>@ = ?=<%=

其他
? !;<%% $ @><=$ ?! !A<!=

表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经济价值

&'()* > CD.1.0,D F')7* .- 1,2/.3*1!-,4,13 5)'126 718*/ ."#$$%&'()"#& *+,$-& 62'186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药用部位多样性

从表
;

可知(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的药用部位有根% 茎% 叶% 花% 果实% 种子% 全株# 其中! 根药用

的最多! 茎次之! 种子最少# 根% 茎% 叶营养器官药用的分别有
>

科
#;

属
#A

种%

>

科
##

属
#;

种和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B<@>:

!

@B<;A:

和
#A<;#:

# 花% 果实% 种子生殖器官药

用的分别有
#

科
B

属
=

种%

@

科
@

属
B

种和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

!

#><B@:

和
=<@!:

# 整株可药用的有
#

科
=

属
#!

种! 占毛竹林下固氮植物种类的
!A<!=:

# 总体而言! 毛

竹林下固氮植物按入药部位分! 其种类多少排序为根＞茎＞全株＞叶＞花＞果实＞种子#

@

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共有
>

科
!@

属
>#

种! 主要为豆科植物! 而且以蝶形花亚科种类

#B>



第
!"

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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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药用部位

$%&'( " )(*+,+-%' .%/01 23 -+0/24(-!3+5+-4 .'%-01 6-*(/ !"#$$%&'()"#& *+,$-& 10%-*1

药用部位
科 属 种

科数
7

科 占总科数的比例
78

属数
7

属 占总属数的比例
78

种数
7

种 占总种数的比例
78

根
9 #::;:: #" <";== #> 9<;!9

茎
9 #::;:: ## 9?;@! #" !<;">

全株
# =";:: ? !:;9! #= =>;=?

叶
! ?";:: " =#;?9 @ #>;"#

花
# =";:: < =<;:> ? #?;:?

果实
! ?";:: ! #!;:9 < #9;<!

种子
= ":;:: ! #!;:9 ! ?;!=

为主!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有旱生" 中生" 湿生
!

种生态型# 并且以中生为主# 存在乔木" 灌木" 草本和

藤本
9

种生活型# 其中以灌木类型种类居多# 说明灌木类固氮植物比其他类型的固氮植物更能适应毛竹

林下环境# 这与毛竹林劈山除草等人为经营干扰会导致一些林下植物生命过程破坏# 难以完成完整的生

殖过程有关$

#"

%

# 也与区域毛竹林经营中施用化学除草剂# 清除了大量的林下植被# 使乔木" 草本" 藤本

类植物失去更新生长的竞争能力# 有利于灌木生长等有关$

#<

%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具有药用" 食用" 饲料" 肥料等经济价值# 所调查的全部固氮植物皆具有药用价

值#

#7=

以上的种类具有食用价值#

#7"

左右的种类可用于饲料" 肥料# 而且兼具药用" 食用" 饲料" 肥

料等
=

种以上经济价值的种类约占
97"

! 毛竹林下固氮植物药用器官有根" 茎" 叶" 花" 果实" 种子#

有的可全株入药# 其中# 根部药用最多# 种子药用最少! 可见# 结合毛竹及其林下固氮植物的生物学和

生态学特性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科学合理的提出毛竹林下种植固氮植物的种类配比" 空间配比" 时

间配比# 选中最佳坡向坡位坡度# 并结合不同的人为干扰# 研究构建毛竹林下固氮植物复合经营模式#

对于提高林地使用率和产出率# 充分发挥毛竹林的经济" 生态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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