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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夹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ａ）是华蓥山山区重要的基底生态经济资源，笋用经营开发是华蓥山白夹竹林
经营转型的方向。通过对邻水县国营罗过铺林场不同坡位（沟槽、坡下部、坡中部、坡顶）白夹竹林的立竹数量、胸

径、发笋情况的调查、观测，分析研究了不同坡位白夹竹的生长和发笋，提出山地乡土小径竹笋用经营存在着集约

经营、近自然经营、品牌塑造３大技术体系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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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竹种白夹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ａ）是竹
亚科（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刚竹属（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植物，生
长快，用途较广，在造纸、编篾、棚架、笋食用等方面

利用价值高，是四川盆周山地重要的森林植被组成。

全省白夹竹面积达４２４万ｈｍ２，其中川东平行岭谷
面积达２２８万 ｈｍ２，且多为纯林，是区域重要的基

底生态经济资源。川东白夹竹经营传统为材用，面

对小径竹材市场疲软和竹林３０％以上的自然退笋，
如挖掘白夹竹竹笋的食用禀赋，转变经营类型进行

笋用经营，既可维系竹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又可

获得经济效益。围绕材用低产林改造、施肥等丰产

措施应用以及病虫害发生规律和白夹竹笋用经营技



术的研究上已有一些成果［１～４］，但不同地形条件下

白夹竹生长繁育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围绕白夹竹

林笋用经营的转型，开展山地坡位白夹竹生长、发

笋、退笋等调查分析，对营建乡土小径竹笋用基地具

有现实意义，也可为低产林定向改造提供一定的理

论与实践参考。

１　调查方案

１．１　调查地点
邻水县罗过铺林场白夹竹资源分布于东经

１０６°５１′～１０６°５５′，北纬３０°２０′～３０°２５′，海拔７５０ｍ
～１４２０ｍ之间，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冬暖春早，夏长秋短，为川东华蓥山区白夹竹生

长最适区。调查地点为林场大垭口工区。

１．２　调查方法
设定４个坡位调查，由低到高分别为沟槽、坡下

部、坡中部、和坡顶。在每一坡位，分别随机布设３
个３ｍ×４ｍ的样方，样方总数１２个。进行样方本
底调查，计数各样方内的母竹数，并进行每竹检尺。

各坡位所取样方内白夹竹的本底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坡位白夹竹生长本底状况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ａｆｏｒｅｓｔ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立竹密度
Ｂａｍｂｏｏｄｅｎｓｉｔｙ
（株·ｍ－２）

胸径１．３ｍ
ＤＢＨ
（ｃｍ）

秆高Ｓｔｅ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ｍ）

营养空间利用指数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ｃｍ２·ｍ－２）

沟槽 ２．２０±０．２９ｃ ３．３６±０．３９ａ ６．２２±０．４７ａ １９．３１±３．４６ａ
坡下部 ３．４７±０．４１ｂ ２．５６±０．２７ｂ５．１２±０．４３ａｂ １７．８５±３．４３ａ
坡中部 ３．４４±０．４９ｂ ２．５２±０．０１ｂ５．０９±０．６６ａｂ １７．１６±２．３０ａ
坡顶 ４．７８±１．０６ａ １．６３±０．１５ｃ ３．９８±０．７５ｂ １０．０９±２．９７ｂ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到００５显著水平，下同。
Ｎｏ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０．０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１．３　观测与指标计算
样方本底调查后，密切关注林内发笋状况，笋期

每３ｄ～５ｄ观察一次。一旦发现出笋，挂牌、编号、
作好记录，连续观察过程中标注是否退笋，对退笋基

径和上林笋（新竹）胸径进行测量。监测数据进行

发笋力、上林率、退笋率和营养空间利用指数计算。

１．４　统计分析方法
对坡位间计算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如果差异显

著，再用 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方差不齐的数据经
过齐化（如百分率数据经过平方根反正弦转换）后

再行分析。显著水平α＝００５。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本底调查结果
由表１可见，沟槽部位的白夹竹密度２４９００株

·ｈｍ－２，而山顶密度达５８４２５株·ｈｍ－２；相反，随着
坡位由低到高，白夹竹胸径、秆高和营养空间利用指

数均呈下降规律，沟槽位置的这三项指标均显著高

于坡顶。这很可能是因为从坡上到坡下，水肥不断

集中，土层也逐渐丰厚，因而白夹竹生长状况变好。

因此坡下或沟槽部适合集约型地培育大径级笋，留

竹密度宜低，而坡中上部适合培育小径级笋，密度宜

高。

２．２　不同坡位白夹竹发、退笋率
不同坡位上白夹竹发笋力不同，与母竹生长情

况一致的是，沟槽部白夹竹发笋力最大，山中、下部

居中，山顶发笋力最小，坡顶处平均每竹发笋数比沟

槽处少了近０７个，但彼此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总体来看，该区域白夹竹退笋普遍存在，山顶的白夹

竹退笋最少、上林率最高，而沟槽部退笋率最高、上

林率最低（表２）。这可能与沟槽处竹林通风透光排
水相对较差、杂草杂灌竞争较强、病虫更易滋生有

关，在营林过程中需注意改善林内卫生条件。

表２　不同坡位白夹竹的发笋力、上林率与退笋率
Ｔａｂ．２　Ｓｈｏｏｔ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ｓｈｏｏ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ｗｉｌｔｓｈｏｏ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ａ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发笋力
Ｓｈｏｏｔ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个·母竹 －１）

上林率
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退笋率
Ｗｉｌ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沟槽 １．２０±０．５５ａ ５２．１７±４．７６ａ ４７．８３±４．７６ａ
坡下部 ０．９５±０．４８ａ ６１．２６±５．６５ａ ３８．７４±５．６５ａ
坡中部 ０．８０±０．４１ａ ６０．６２±１３．６６ａ ３９．３８±１３．６６ａ
坡顶 ０．５３±０．１１ａ ６３．６７±１１．３１ａ ３６．３３±１１．３１ａ

２．３　不同坡位白夹竹上林笋胸径、退笋基径
就上林笋的平均胸径看，各坡位上几乎均能达

到母竹的胸径水平（胸径比值在 １０１～１０９之
间），另一方面与退笋基径相比，除坡顶外，上林笋

的粗生长明显大于退笋，说明退笋本身长势弱，营养

退（自然退）可能占有较大比重。就坡位间比较而

言，沟槽处上林笋胸径最大，是坡顶部上林笋胸径的

２１４倍（表３）。可见，经营过程中需保证肥料的合
理、充足供应，以优化笋、竹的粗生长，降低营养退笋

率，这对坡上部的白夹竹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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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坡位上白夹竹的上林笋胸径与退笋基径
Ｔａｂ．３　Ｔｈｅ１．３ｍＤＢ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ｓｈｏｏｔａｎｄ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ｔｉｎｇｓｈｏｏ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上林笋胸径
１．３－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ｓｈｏｏｔ（ｃｍ）

上林笋胸径／母竹胸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ｔｏｍ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ｎｔ

退笋基径Ｗｉｌｔｉｎｇ
ｓｈｏｏｔ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沟槽 ３．５３±０．２９ａ １．０５±０．０５ａ ２．９１±０．３５ａ
坡下部 ２．７８±０．３０ｂ １．０９±０．０２ａ ２．０６±０．１０ｂｃ
坡中部 ２．７４±０．３２ｂ １．０９±０．１２ａ ２．１９±０．１４ｂ
坡顶 １．６５±０．１６ｃ １．０１±０．１２ａ １．７７±０．０９ｃ

３　结论与讨论

有学者很早就对白夹竹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细

致的观察，发现其退笋非常严重，虫退４３９８％，自
然退２６４８％，上林率仅 ２９５４％［４］，另一项长达 ６
年的跟踪研究，则得出白夹竹退笋率均在 ７０％以
上［６］。可能由于林场林分条件（密度、卫生状况等）

相对较好，白夹竹的退笋率在 ３６３３％ ～４７８３％，
营养退（自然退）占有相当的比重，且退笋的粗生长

几乎均小于上林笋。总体上上林笋的平均胸径与母

竹胸径相比，并无太大差异，这表明该试验点白夹竹

从繁育质量上看并无衰退迹象，但是从上林笋数量

上看，没有一个样方上林笋数高于母竹数，这就意味

着繁育数量上的衰退，需进行适当强度的砍伐以刺

激发笋［７，８］，并通过补足林地养分和改善卫生条件

来降低退笋率。

从坡位间的比较来看，有两项指标是与坡位高

低呈正相关关系的，包括立竹密度和上林率。这可

能是因为顺坡往下，土层变得深厚，养分也更充足，

利于地下竹鞭横走，使母竹与发笋（新竹）间距离增

大。但是越往沟槽处气流不畅、空气与土壤湿度较

大、光线减弱等问题也越发突出，致使病虫退笋增

多、上林率降低；另外一些指标则与坡位高低呈负相

关关系，包括立竹胸径、秆高、营养空间利用指数、发

笋力、上林笋胸径等，这应该主要是水肥条件较好的

缘故。值得一提的是，光线相对不足致使竹株争相

往上生长，秆高因此在沟槽处较大。

这些结果提示我们，白夹竹退笋是普遍存在的。

在小径竹材市场疲软和人们对生态食品日益青睐的

形势下，开展笋用经营，将竹林产出物由秆材转型为

竹笋，对于提高该竹种经济价值和促进竹农增收十

分必要。参考类似竹种的笋用经营经验［９］，坡下部

或沟槽处具有培育大径竹笋的立地条件，适合集约

经营，留养母竹要粗、要稀，立竹密度控制在１５０００
株·ｈｍ－２，左右为宜，以形成高效笋竹经营基地；坡
中上部土层薄、水肥差，笋径小，集约经营费高效低，

但笋产品更具“山珍”形象，宜进行立竹密度２４０００
株·ｈｍ－２～３００００株·ｈｍ－２的近自然经营，以打造
有机食品精品，塑造品牌获得高收益。由此，山地中

小径竹笋用经营存在着集约经营、近自然经营、品牌

塑造三大技术需求，相关的技术体系研发亟待有识

的科研院校、生产经营单位加以关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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