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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植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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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竹类植物的分类、栽培及开发利用等方面，对竹类植物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也为从事

竹类植物科研、生产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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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es on Bamboo Plants

XIAO Xiong
( A'ba Prefecture Forestry Bureau，Barkam 624000，Sichuan)

Abstract: In this paper，a summary description is given of the classification，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amboo plants，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bamboo plants，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bamboo plant researchers and pro-
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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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是禾本科( Gramineae) 竹亚科( Bambusode-
ae) 植物的总称，模式属为箣竹属。全世界竹类植物

约有 70 多属1 200余种，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

地区，少数竹类分布在温带和寒带，我国约有 37 属

500 余种
［1］。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

源的锐减，全球森林覆盖率日趋减少的情况下，竹类

植物以其分布广、生长快、产量高、用途广、一年种植

连年持续利用等特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

境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开发利用在全

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2］。因此，竹类植物的研

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了更好的对竹类

植物进行研究，本文从竹类植物的分类、栽培及开发

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1 竹类植物分类研究

竹类植物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被认为

是禾本科最原始的类群，由于竹类植物很少开花结

实，以花和果形态特征为主要依据的传统分类方法

很难应用于竹类植物。一些竹子具苞片、无限花序、
假小穗、小花具 3 基数，6 个雄蕊，3 个柱头等，但是

很多竹子又表现出其它特化性状，如单性小穗，木

本，秆具复杂的分枝系统和地下茎系统等，根据广义

形态学 性 状 界 定 的 竹 亚 科 长 期 以 来 未 能 达 成 共

识
［3］。在广义形态学的系统中，Soderstrom ＆ Ellis

( 1987) ［3］
综合了微形态学、解剖学、胚胎学和细胞

学等方面的 10 个性状建立了“核心竹亚科”，包括

了 Anomochloeae，Streptochaeteae，Bergersiochloeae 和

Olyreae 等 4 个“草本竹”族和木本的竹族( Bambuse-
ae) 共 5 个族，是最详尽、最具综合性的一个分类系

统纲。Kellogg＆Cambell ( 1987 ) ［4］
依据微形态和解

剖结构特征对禾本科进行了分支分析，认为广义竹

亚 科 是 单 系 的，竹 亚 科 不 是 基 部 的。而

Kellogg＆Watson( 1993) ［5］
对竹亚科进行了更详细的

分析，结果表明核心竹亚科是多系的，竹亚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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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单系又是基部的。早期研究取样不全以及分子

系统学知识还未普及，竹类植物分类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随着竹亚科分子系统学的进展，从 DNA
序列如 ndhF，PhyB，rpl16，matK 等基因的许多分子

数据中，我们发现形态学所限定的竹亚科是多系的，

单系的竹亚科只包括 Bambuseae 和 Olyreae，它是禾

本科亚科水平上最早的分支，也被称为真禾本科的

基部类群
［6，7］。目前，竹类植物分类研究已经取得

很大的进展，但是属种分类依然还存在问题，大量研

究者发现将现代分子生物学与传统分类方法相结合

可能会有助于解决竹类属种分类问题，例如: 庞延军

等( 1998) ［8］
利用 RAPD 技术研究少穗竹和糙花少

穗竹分类问题，结果发现，聚类分析 ( 结合水平为

01524) 的结果与传统分类结果基本吻合，从分子水

平上 将 酸 竹 属 ( Acidosasa ) 和 少 穗 竹 属 ( Oligo-
stachyum) 合并的可能性得到认同，支持将肿节少穗

竹( Oligostachyum oedogonatum ) 独 立 出 来 成 一 属。
杨光耀等( 2000) ［9］

利用 RAPD 技术分析结果表明:

①苦竹( Pleioblastus amarus) 与宜兴苦竹( P． yixinge-
nis) 关系密切; ②大明竹( P． gramineus) 与其它 4 种

关系较远;③形态分类上将中、日产苦竹分成两类没

有 得 到 RAPD 分 析 的 支 持。同 时，李 淑 娴 等

( 2002) ［10］
将水稻微卫星引物应用到竹子分子系统

的研究上，对巴山木竹属( Bashania) 与近缘属及属

下种进行分子分析，结果表明，巴山木竹属作为 1 个

单独的属是成立的，不仅明确了茶秆竹( Arundinaria
amabilis) 的分类学位置，同时也为利用现代分子生

物学技术对广义青篱竹属的系统学研究提供了借

鉴。竹类植物利用传统分类方法不能解决的分类可

借助分子水平的辅助，使分类系统更为准确。

2 竹类栽培研究

2． 1 扦插技术

由于竹子开花周期长，开花后结实率低，很难得

到种子，因此大多数竹类植物的繁殖主要通过移蔸、
扦插以及组培等无性繁殖方法。西南林学院首次利

用扦插和埋节( 或埋秆) 技术对云南省主要经济竹

种龙 竹 ( Dendrocalamus giganteus ) 、云 南 甜 竹 ( D．
brandisii) 、慈竹( Neosinocalamus affinis) 等竹种进行

了成功繁殖
［11］。金爱武等 ( 2001 ) ［12］

首次以 ABT
生根粉处理绿竹( D． oldhami) 、吊丝单竹( D． var io-
striata) 主枝扦插试验，结果表明生根粉对绿竹和吊

丝单竹带兜主枝扦插均有促进作用。同时，钱建新

( 2003) ［13］
研究了大肚竹 ( Bambusa ventricosa) 侧枝

扦插育苗技术，发现选取大肚竹主侧枝主段扦播育

苗对成活率有极显著影响。而江廷国( 2004) ［14］
进

行观赏竹种黄金间碧玉( P． sulphurea cv ． houzeaua-
na) 的插枝繁殖试验时，主要采取主枝扦插和次生

枝扦插两种方法。此外，不同的扦插方法对竹类植

物的 繁 殖 成 活 率 也 有 明 显 的 影 响，例 如: 吴 建 国

( 2002) ［15］
对勃氏甜龙竹 ( D． brandisii) 进行埋秆理

节、高压、竹枝扦插等繁殖方法的对比试验，研究发

现: 竹枝扦插繁殖成活率高达 88. 25 %，埋节和埋杆

繁殖 成 活 率 依 次 77． 5 % 和 53． 0 %。陈 修 官

( 2006) ［16］
对茶秆竹( Pseudosasa amabilis) 的育苗和

造林技术进行了研究，发现采用主枝扦插育苗、次生

枝扦插育苗、带蔸( 根) 埋秆育苗等育苗技术均取得

良好效果。
2． 2 组织培养技术

自从 Alexander 和 Rao( 1968 ) ［17］
首次开展了竹

子合子胚的组织培养，大量研究者分别采用不同竹

种的种子、胚及胚状轴、嫩梢、竹枝小段、侧嫩梢顶芽

等材料作为外植体，对竹类植物的组织培养技术进

行 了 广 泛 研 究，并 取 得 一 定 成 果。Mehta 等

( 1982) ［18］
首先报道了印度刺竹( Bambusa arundina-

cea) 种子成熟胚诱导出愈伤组织和再植株。阙国宁

等( 1991) ［19］
采用黄竹( D． membranaceus) 和印度竹

两种丛生竹的嫩节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最终

形成完整植株。之后张光楚等( 1993) ［20］
以麻竹的

种子、幼竹为外植体进行丛芽诱导和植株再生。潘

学峰等( 2003) ［21］
通过大量试验，成功诱导了马来甜

龙竹( D． asper) 的丛生芽外植体的愈伤组织。杨本

鹏等( 2004) ［22］
利用龙竹( D． giganteus) 的幼枝节段

作为接种外植体，诱导形成丛生芽并最终形成完整

的根体系，随后又以巨龙竹( D． sinicus) 的种子和幼

枝节段为材料介绍了巨龙竹的组织培养
［23］。虽然

组织培养技术在竹类繁殖过程中取得一定成功，但

是在组织培养阶段愈伤组织的培育、生根培养阶段

以及试管花的可孕率等问题都是阻碍竹类植物不能

在生长产广泛推广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加

强对竹子的生理、遗传、细胞等基础性研究。

3 竹类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竹类植物是重要的森林资源，原竹以及竹材的

加工产品都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竹林生态环

境也被广泛用于风景园林、水土保持、调节气候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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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等，同时竹类植物一些药用价值也被医学家

们逐渐发现
［24］。但是，在全球能源紧缺的情况下，

生物能源的开发势在必行，竹类植物有着生长迅速、
生物量大; 种植资源丰富; 可持续经营以及不占用耕

地等优势被大量研究者作为能源利用植物而进行了

广泛研究
［25］。

一般认为，作为能源植物一般要有较大的净生

物量的积累。但不同竹种生物量的高低与竹种自身

有关外，也与竹种在引种地的适应性相关。陈先刚

等( 2008) ［26］
通过归纳整理国内学者对竹林生物量

的研究结果，得出毛竹林平均生物量为 159. 86 Mg
·hm －2 ( 1Mg = 106g) ，而除毛竹外的 21 个常见竹

种，包括刚竹( Phyllostachys viridis) 、绿竹( Dendroca-
lamopsis oldhami) 、慈竹 ( Neosinocalamus affinis) 、茶

秆竹 ( Pseudosasa amabilis) 、苦竹 ( Pleioblastus ama-
rus) 、肿节少穗竹( Oligostachyum oedogonatum) 等的

竹林单位面积生物量平均值为 95. 36 Mg·hm －2，同

时绿竹( Dendrocalamopsis oldhami) 、苦竹 ( Pleioblas-
tus amarus) 、慈竹 ( Neosinocalamus affinis) 等也有较

高的林分生物量
［26］。竹材可作为一种理想的直燃

发电燃料，它的发电技术原理和稻壳发电技术基本

类似，但竹材热分解产物主要是可燃性挥发物、焦油

和竹炭。与稻壳煤气中的煤焦油相比较，竹焦油经

过进一步热分解后，焦油最终可转变为挥发物和炭，

基本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7］; 热解后剩余的竹炭或

竹灰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可作

为清洁燃料，而且可用于除臭、调湿、洗浴、净水和电

磁波屏蔽的材料，也可作为土壤改良剂
［28］。此外，

大量研究者也将竹材作为生物燃料的开发原料，以

达到生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目的，例如: 邵千钧

等( 2007) ［29］
的研究结果表明，竹子在超临界甲醇中

热解的适宜温度是 270 ℃ ～ 280 ℃，其液化率为

34. 3 %。催化剂 K2CO3 对竹子热解具有促进作用，

在同等条件下液化率达 46. 3%。通过 GC-MS 分析，

热解产物中主要含 C10 以下的醇类、酯类、酮类和醚

类，适合作为点燃式内燃机的燃料。将竹类作为能

源植物加以利用，除了其生物量高、生长迅速等客观

优势以外，还能减少森林砍伐、不占用耕地、增加碳

汇，起到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4 研究展望

我国竹类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鉴于我国竹类植物的研究现状。特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一是加强竹类植物的栽培繁殖，通过生物技术手

段，选育出易培育、抗逆性强的竹类品种，为竹类植

物的开发利用奠定基础。二是积极开展竹类植物的

资源的开发利用，伴随着化石能源的逐渐消耗殆尽，

对生物能源的需求将是今后能源的主要方向，无论

从竹类植物自身特性还是生态功能方面，都有必要

加强对竹类植物的开发研究，发展和推广“以竹胜

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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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木单板直接接触。而未剥离的均是以杨木单板作

为基材面板，与贴面的桦木单板直接接触的。说明

材质较软的杨木和材质较硬的桦木之间的接触性优

于材质较硬的桉木和桦木。

图 8 浸渍剥离情况比较

注: A 代表全桉，B 代表全杨，P1 代表桉杨组合一，P2 代表桉杨

组合二，P3 代表桉杨组合三，P4 代表桉杨组合四，P5 代表桉杨组

合五，P6 代表桉杨组合六

4 结论

通过试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桉杨复合生产实木复合地板基材的方法是

可行的，且性能都较好。
( 2) 通过试验分析可以得出，桉杨不同的组坯

方式，其各项性能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浸渍剥离

的差异性较大。
( 3) 通过对实木复合地板的各项性能的比较可

以得出，桉杨组合五: 中间放置 3 层杨木单板，然后

对称放置四张桉木单板，这样的组合方式的综合性

能表现较好。
( 4) 以桦木进行贴面，以按木为面板的基材，其

浸渍剥离情况较以杨木为面板的基材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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