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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选优的基础上，将 3 丛慈竹优树的无性系子代进行多点区域栽培试验，7 a生时，对无性系子代生长量进
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 1) 3 个慈竹无性系株高和胸径变异不大; ( 2) 慈竹 3 号无性系在竹高、胸径、单
位面积竹秆数和发笋数方面表现最好，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46. 76%、61. 38%、128. 16%和 57. 06% ; ( 3) 综合各无性
系产量在不同地点表现，慈竹 3 号表现最好，其次为慈竹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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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竹( Bambusa emeiensis) 为禾本科( Poaceae) 箣

竹属( Bambusa) ，分布于我国西南各省，主要用于造

纸，建筑及园林绿化等［1］。沐川县是全省慈竹主要

产区之一，属高产栽培区范围，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

发展，竹产业成为沐川县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沐

川县全县竹林面积达 5. 33 万 hm2，其中，慈竹面积

4. 0 万 hm2。占全县竹林面积的 75%。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竹加工业对竹资源的

巨大需求，单一增加竹栽培面积满足竹加工业原料

需求已经缺乏现实性。无性繁殖具有保留母本优良

性状的特点，因此，选育优良无性系进行繁殖和推

广，能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为 林 业 生 产 提 供 优 良 资

源［2］，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本世纪后，沐川县林业

局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慈竹优良无性系的

选育工作，以期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获得更高的竹

材产量。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2002 年沐川县林业局严格按照慈竹选优程序

预选出 50 余丛，再由课题组进行复选，确定为 3 丛

为初选优丛后，再进行扩大繁殖，于 2003 年分别在

大楠、底堡、炭库、永福 4 个乡镇开展区域栽培试验，

2010 年每个栽培地点分别调查各无性系 10 丛的株

高、胸径、竹蔸单位面积竹秆数和发笋数。
1． 2 分析方法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进行无性系选

择，试验数据采用 SAS 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慈竹无性系生长表现

表 1 为慈竹 3 个优株无性系化后栽植 7a 生长

量统计描述表。从表 1 可以看出，不同慈竹无性系

及对照在不同地点在竹高、胸径、单位面积竹秆数以

及当年发笋有所差异。在各性状在各地点均表现

为: 竹高和胸径变异系数较小，说明这两个性状分化

不大，表明无性系单株分化不明显，无性系长势基本

一致。单位面积的竹秆和发笋数变幅较大，变异系

数大，这可能是人为干扰较大导致。
2． 2 不同慈竹无性系生长量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为进一步比较各无性间的差异，以及在不同造

林地点各无性系间的差异及无性系品系与地点因素

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见

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不同慈竹无性系( 含对

照) 在不同地点在竹高、胸径、单位面积竹秆和当年

发笋数量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对其进行多重比较结

果见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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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慈竹无性系、不同栽培地点生长量统计

地点 系号
竹高 胸径 竹蔸单位面积竹秆数 发笋数

平均值
( m)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平均值
( m)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平均值
( 个·m －2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平均值
( 个)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大楠 1 12． 85 0． 57 4． 40 6． 46 0． 20 3． 02 3． 70 0． 94 25． 46 8． 7 1． 83 21． 02
2 14． 52 0． 13 0． 86 6． 70 0． 18 2． 65 2． 37 0． 50 20． 11 6． 7 1． 06 15． 81
3 12． 71 0． 34 2． 68 6． 39 0． 14 2． 23 7． 60 1． 08 14． 17 5． 0 2． 16 43． 20

对照 9． 44 0． 45 4． 77 3． 59 0． 19 5． 29 3． 20 0． 94 29． 38 4． 9 2． 89 58． 98
底堡 1 12． 83 0． 41 3． 22 4． 89 0． 34 6． 96 4． 08 2． 08 50． 93 9． 3 2． 67 28． 70

2 14． 06 0． 36 2． 59 5． 78 0． 30 5． 23 4． 80 0． 28 5． 38 11． 7 0． 67 5． 77
3 15． 80 0． 24 1． 50 6． 47 0． 29 4． 39 4． 74 0． 85 17． 85 11． 7 1． 06 9． 05

对照 11． 58 0． 36 3． 11 4． 23 0． 54 12． 77 3． 12 0． 76 24． 35 8． 2 1，03 12． 56
炭库 1 14． 16 0． 55 3． 89 5． 61 0． 44 7． 92 3． 23 0． 77 28． 72 11． 5 2． 63 22． 92

2 15． 60 0． 27 1． 71 6． 43 0． 26 3． 99 4． 83 0． 40 8． 39 8． 1 1． 20 14． 78
3 15． 93 0． 35 2． 20 6． 47 0． 39 6． 07 6． 36 0． 45 7． 12 12． 8 1． 75 13． 68

对照 9． 23 0． 43 4． 66 3． 45 0． 46 13． 33 2． 85 0． 53 18． 60 7． 2 1． 98 27． 50
永福 1 12． 96 0． 28 2． 16 5． 71 0． 30 5． 20 3． 29 0． 91 27． 59 9． 8 1． 82 18． 51

2 13． 42 0． 26 1． 93 5． 75 0． 33 5． 82 5． 69 0． 54 9． 60 6． 2 1． 03 16． 66
3 14． 58 0． 09 0． 65 5． 91 0． 20 3． 34 9． 48 0． 72 7． 62 12． 6 0． 70 5． 55

对照 9． 95 0． 14 1． 51 4． 38 0． 23 5． 25 3． 21 0． 65 22． 00 6． 9 0． 65 9． 42

表 2 不同慈竹无性系、造林地点方差分析

性状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P 值

竹高 地点 3 61． 29 20． 43 167． 51 ＜ ． 0001
无性系 3 53． 06 17． 69 217． 54 ＜ ． 0001

无性系* 地点 9 43． 36 4． 82 59． 25 ＜ ． 0001
误差 144 13． 17 0． 09
总计 159 170． 89 ＜ ． 0001

胸径 地点 3 13． 05 4． 35 49． 11 ＜ ． 0001
无性系 3 9． 05 3． 02 51． 09 ＜ ． 0001

无性系* 地点 9 9． 11 1． 01 7． 15
误差 144 9． 56 0． 07
总计 159 40． 78

竹蔸单位 地点 3 53． 23 17． 74 21． 28 ＜ ． 0001
面积竹秆数 无性系 3 261． 87 87． 29 156． 99 ＜ ． 0001

无性系* 地点 9 132． 75 14． 75 26． 53 ＜ ． 0001
误差 144 90． 07 0． 63
总计 159 537． 94

发笋数 地点 3 328． 2 109． 40 38． 48 ＜ ． 0001
无性系 3 116． 46 38． 82 20． 48 ＜ ． 0001

无性系* 地点 9 14． 20 1． 58 18． 42 ＜ ． 0001
误差 144 307． 10 2． 13
总计 159 1065． 99

表 3 不同慈竹无性系各性状多重比较表

性状 邓肯组 均值 无性系号

竹高( m) A 14． 75 无性系 3
A 14． 40 无性系 2
B 13． 20 无性系 1
C 10． 05 对照

胸径( cm) A 6． 31 无性系 3
A 6． 17 无性系 2
B 5． 67 无性系 1
C 3． 91 对照

竹蔸单位面积竹 A 7． 05 无性系 3
秆数( 个) B 4． 42 无性系 2

C 3． 58 无性系 1
C 3． 09 对照

发笋数( 个) A 10． 68 无性系 3
A 9． 83 无性系 1
B 8． 18 无性系 2
C 6． 80 对照

从表 3 可以看出: 3 个慈竹无性系号均和对照

有极显著差异，在各个指标上明显好于对照。在 3
个慈竹无性系号中: 慈竹无性系 3 号和 2 号在竹高、
胸径和单位面积竹秆数差异不显著，但均同 1 号差

异极显著; 在发笋数方面，慈竹无性系 3 号和 1 号差

异不显著，但与慈竹 2 号差异极显著。综合各个指

标，以慈竹无性系 3 号表现最好。
慈竹 3 号同当地慈竹( 对照) 相比: 竹高、胸径、

单位 面 积 竹 秆 数 和 发 笋 数 分 别 提 高 了 46. 76%、
61. 38%、128. 16%和 57. 06%，增产效果明显。
2． 3 各慈竹无性系与对照产量预测

根 据 慈 竹 胸 径 与 重 量 回 归 方 程: y =
0. 1222742x2． 1056 ( 相关系数为 0. 97) 和单位面积的竹

秆预测慈竹的产量。
从 表4可以看出，以慈竹3号在永福表现最好，

表 4 各无性系在不同栽植地点每 hm2 蓄积量

地点 系号
胸径

平均值
( cm)

竹蔸单位
面积竹杆数

平均值
( 个·m －2 )

蓄积量
平均值

( t·hm －2 )

大楠 1 6． 46 3． 7 55． 20
2 6． 7 2． 37 38． 10
3 6． 39 7． 6 59． 85

对照 3． 59 3． 2 17． 25
底堡 1 4． 89 4． 08 33． 90

2 5． 78 4． 8 56． 70
3 6． 47 4． 74 53． 25

对照 4． 23 3． 12 19． 05
炭库 1 5． 61 3． 23 35． 85

2 6． 43 4． 83 67． 80
3 6． 47 6． 36 71． 40

对照 3． 45 2． 85 15． 60
永福 1 5． 71 3． 29 37． 80

2 5． 75 5． 69 66． 45
3 5． 91 9． 48 73． 20

对照 4． 38 3． 21 2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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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进行覆盖时，采用起拱覆盖方式，同时应注

意观察薄膜内温度变化，但温度升高时，应揭开薄膜

两端，注意天气变化及土壤湿度情况。采用草被覆

盖时，应做好草被的消毒工作，草被可选用茅草等，

覆盖厚度以刚好盖土即可，同时控制苗床土壤水分

含量。
3． 5 苗期管理

播种 10 d 后种子开始发芽，到 30 d 左右发芽完

毕，揭去部分覆盖物，当幼苗长出 2 片 ～ 3 片真叶

时，可在阴天或晴天傍晚全部揭去覆盖物。待幼苗

长出 3 片 ～ 4 片真叶时，每月追施两次浓度为 0. 2%
～0. 3%的尿素溶液，每次 0. 5 kg ～ 1 kg。幼苗长出

6 片真叶前，应控制好苗床水分，保持苗床湿润，浇

水时用细喷头喷壶浇水，避免冲散冲折幼苗，水量不

能淹过苗床，保证苗木生长稳定。在幼苗长出 6 片

真叶左右时，可进行间苗，拔出生长过于密集，发育

不健全和感染病虫害幼苗，同时对稀疏地段进行补

栽，使幼苗分布均匀，保证每 hm2 产 30 万株 ～ 45 万

株。育苗期应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如发生蝼蛄、蛴螬

等，可采用 500 倍 ～ 800 倍液敌敌畏喷雾防治; 如发

生立枯病可采用 150 倍波尔多液喷雾防治，同时加

强圃内环境卫生，及时清除圃内杂草，采用人工与生

物防治结合等方法，最大限度防治病虫害。
3． 6 苗木出圃

在当年 12 月中下旬至翌年 1 月中上旬，处于休

眠期的四川桤木是最佳出圃时期。1 a 生出圃四川

桤木一级苗要求地径到达 0. 85 cm，苗高 80 cm。起

苗时间应选择阴雨天或晴天早晚进行，起苗前应将

苗床浸透，用锄头或铁锹取苗，然后打捆，起苗时需

做到苗木根系完整，苗根湿润，然后用稻草将根部包

裹，及时上车，运输到目的地，进行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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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生时蓄积达到了73. 20 t·hm －2，其次以慈竹 3 号

在炭库表现达到了 71. 40 t·hm －2，比对照 19. 05 t
( 底堡) 分别提高了 53. 15 t 和 62. 35 t，增产效果比

较明显。综合各无性系产量在不同地点表现，可知

慈竹 3 号表现最好，其次为慈竹 2 号，对照产量最

低。

3 结论

经过 7 a 的多点试验，慈竹 3 个无性系在生长

量和产量与对照差异显著，以慈竹 3 号表现最好，其

次是慈竹 2 号。慈竹 3 号成林后，蓄积量达 72 t·
hm －2以上，每年每 hm2 可出材在 27. 0 t 以上。因

此，慈竹 3 号无性系可在沐川县慈竹栽培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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