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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丛生竹新品种佯黄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ｉｅｔＢ．Ｘ．Ｌｉ〕作为研究对象，种苗繁育重点研究埋秆育苗
法。在发笋率、成竹数表现上，母竹２ａ生略高于１ａ生，平均单株成竹数可达７９株。２ａ生母竹是作为造林母竹
的最佳选择，在母竹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用１ａ生母竹，也能达到较高的发笋率与成竹数。秆、蔸的不同处理对佯
黄竹发笋率、成竹数有显著影响，秆切口处理和带蔸处理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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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佯黄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ｉｅｔＢ．
Ｘ．Ｌｉ）的特性，主要可用作浆（材）用定向培育，重点
研究简单可行、具有可操作性、适合生产应用的种苗

快速繁育方式。在目前可行的各种竹苗繁育技术

中，传统的育苗方式多采用母竹分蔸移栽，其不足在

于繁育速度慢，种苗数量受限，需要大量的造林母竹

和资金。枝条扦插、高空包枝育苗法，虽然不破坏竹

林资源，但是生根剂的配比难，成活率无法保证，并

且成活苗木根系较弱，留圃时间长。埋节育苗法，成

本较高，并且造林后还存在“假活”现象，若选择的

母竹为弱、老、小竹，育苗期或造林半年内，竹苗易开

花死亡［１］。

佯黄竹枝条在秆的各节上通常多数簇生，每个

枝条，特别是主枝犹如秆，整个枝条就像大大缩小了

的母竹，因此，将竹杆埋入土中，在温度、水、空气条

件适合时，能萌发成新的竹丛［２，３］。本试验通过对



佯黄竹埋秆育苗法的研究，总结出一套方法简单、配

置灵活，可操作性强，成活率高、繁育成本低的佯黄

竹快速繁育技术。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宜宾市林科院良种实验基地（长宁

县竹海镇新生村），东经１０４°５５８′，北纬２８°２８７′，
海拔２８０ｍ。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
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年均

气温１８３℃，年均降雨量 １１４１７ｍｍ，日照时数
９８７６ｈ，无霜期３５７ｄ左右。土壤主要为紫色土，肥
力中等。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实验材料与田间管理
母竹选择和整理：在宜宾市林科院良种实验基

地选择节芽饱满的１ａ生、２ａ生母竹。取母竹时，不
能挖伤竹蔸和笋眠，砍断竹蔸时，砍口要尽量贴近老

母竹。取出母竹后，速将竹梢砍去，视母竹大小，一

般留竹秆长８ｍ，每秆去梢后留１２节，每节留主枝一
节。枝叶过长的要修剪，粗壮主枝留节１～２个，长
６ｃｍ～１０ｃｍ，其余细小侧枝尽量剪短。

育苗方法：采用斜埋法，母竹秆与苗床成１５度
倾斜，仅露出母竹竹秆上部１～２个节在外即可，每
个苗床中埋秆两株，竹秆首尾交错，放母竹时务使竹

蔸的秆柄向下，秆节芽向两侧，竹蔸部复土１０ｃｍ～
１５ｃｍ，竹秆部６ｃｍ～１０ｃｍ。淋定根水时，整条母竹
都要淋透，然后盖一层草，以防水分蒸发、土壤板结。

育苗均在３月中、下旬进行，最迟在清明节前结束。
竹苗管理：栽植７ｄ～１４ｄ，母竹根系恢复生长，

注意保持土壤湿润，特别是母竹蔸部，必须经常浇

溉，使母竹迅速恢复根系生长，促进节芽萌发。栽植

３０ｄ后，第１代幼苗出土，此时幼苗未生根，抵抗干
旱的能力弱，首先要注意淋水防旱，保持原来盖草；

可以从母竹蔸部追肥，以提高出苗率和促进竹苗生

长；同时要拔除苗床上的杂草，但要注意不能触动母

竹和碰伤幼苗。从７月到１１月，为幼苗分蘖期，在
这个时期，首先加强追肥和灌溉，每２～３周追肥１
次，其次是松土除草，以免杂草和苗争夺养料，发现

有竹蔸裸露的竹苗，应即时培土。注意打顶整枝，当

第一批幼苗长高１５ｍ以上时，不等侧枝抽出，在

１５ｍ处用枝剪剪去顶梢（即“打顶”）。从１２月中
旬幼苗开始进入休眠，到第２年２月上旬幼苗恢复
生长为幼苗休眠期。此时幼苗休眠，又是起苗造林

前夕，一般不采取抚育措施。

病虫害防治：佯黄竹育苗重点是对竹蚜虫和竹

螟的防治，可用５０％辛硫磷２０００倍液喷杀幼虫，发
现有笋腐病的，应及早喷施波尔多液。

２．２　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
试验处理包含秆龄（Ａ）、秆处理（Ｂ）、蔸处理

（Ｃ）３个不同因素，各试验因素水平设计见表１。
秆龄：秆龄分为１ａ生、２ａ生，代号分别为 Ａ１、

Ａ２。
秆处理：分切口（在各节上方１０ｃｍ处锯两个切

口，相距２ｃｍ，深度为直径的１／２。）、不切口，代号分
别为Ｂ１、Ｂ２。

蔸处理：蔸处理分为带蔸、去蔸，代号分别为

Ｃ１、Ｃ２。

表１ 因素与水平设计表

水平
因素Ａ 因素Ｂ 因素Ｃ
秆龄 秆处理 蔸处理

１ １ａ 切口 带蔸

２ ２ａ 不切口 去蔸

２．３　试验处理设计
各因素不同水平处理正交组合成８组，正交设

计见表２。
试验８个组合，重复３次，共计２４个试验区，每

个试验区埋秆２株，每个试验区调查统计２０节。母
竹栽植１ａ后，观测记录每组重复的萌笋节数、发笋
率、成苗数及生长量。

表２ 佯黄竹繁育正交实验设计表

代号
因素

秆龄 秆处理 蔸处理

Ａ１Ｂ１Ｃ１ １ １ １
Ａ１Ｂ１Ｃ２ １ １ ２
Ａ１Ｂ２Ｃ１ １ ２ １
Ａ１Ｂ２Ｃ２ １ ２ ２
Ａ２Ｂ１Ｃ１ ２ １ １
Ａ２Ｂ１Ｃ２ ２ １ ２
Ａ２Ｂ２Ｃ１ ２ ２ １
Ａ２Ｂ２Ｃ２ ２ ２ ２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母竹秆龄影响
母竹栽植１ａ后，观测记录每组重复的萌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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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发笋率和成苗数及生长量见表３。

表３ 不同试验组合对出笋成竹的影响

试验
组合

重复
萌笋
节数

发笋率
（％）

成苗数
（株）

生长量

苗高（ｍ）地径（ｃｍ）
Ａ１Ｂ１Ｃ１ Ⅰ １１．０ ５５．０ １２．０ ２．１ ２．０

Ⅱ １４．０ ７０．０ １９．０ ２．０ １．８
Ⅲ １５．０ ７５．０ １５．０ １．７ １．７
平均 １３．３ ６６．７ １５．３ １．９ １．８

Ａ１Ｂ１Ｃ２ Ⅰ １０．０ ５０．０ ９．０ １．４ １．０
Ⅱ １１．０ 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３ １．２
Ⅲ ９．０ ４５．０ ７．０ １．７ １．９
平均 １０．０ ５０．０ ８．７ １．５ １．４

Ａ１Ｂ２Ｃ１ Ⅰ ９．０ ４５．０ ９．０ １．８ １．９
Ⅱ １３．０ ６５．０ １２．０ １．６ １．４
Ⅲ 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２．０ １．９ １．８
平均 １１．３ ５６．７ １１．０ １．８ １．７

Ａ１Ｂ２Ｃ２ Ⅰ ９．０ ４５．０ ６．０ １．２ １．３
Ⅱ １１．０ ５５．０ ７．０ １．２ １．１
Ⅲ １２．０ ６０．０ ４．０ ０．９ １．０
平均 １０．７ ５３．３ ５．７ １．１ １．１

Ａ２Ｂ１Ｃ１ Ⅰ １４．０ ７０．０ １６．０ ２．５ ２．１
Ⅱ 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２．０ ２．４ ２．０
Ⅲ １６．０ ８０．０ １９．０ ２．２ １．８
平均 １４．０ ７０．０ １５．７ ２．４ ２．０

Ａ２Ｂ１Ｃ２ Ⅰ １１．０ ５５．０ ８．０ １．６ １．２
Ⅱ １２．０ ６０．０ ７．０ １．８ １．６
Ⅲ ９．０ ４５．０ ９．０ １．４ １．５
平均 １０．７ ５３．３ ８．０ １．６ １．４
Ａ２Ｂ２Ｃ１ Ⅰ １３．０ ６５．０ １２．０ ２．２ ２．０

Ⅱ １１．０ 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６ １．４
Ⅲ １５．０ ７５．０ １４．０ １．９ １．７
平均 １３．０ ６５．０ １２．０ １．９ １．７

Ａ２Ｂ２Ｃ２ Ⅰ １０．０ ５０．０ ８．０ １．４ １．２
Ⅱ ９．０ ４５．０ ７．０ １．３ １．１
Ⅲ １２．０ ６０．０ ５．０ １．１ ０．９
平均 １０．３ ５１．７ ６．７ １．３ １．１

对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４。

表４　各处理试验风险概率（Ｆ检验Ｐ值）分析表

性状 秆龄 秆处理 蔸处理

萌笋节数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３ ０．００２
发笋率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３ ０．００２
成苗数 ０．６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苗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地径 ０．７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表４结果显示，繁育试验中，母竹秆龄因素的不
同水平在各性状上均无显著差异。

观测数据显示（见表３），Ｂ１Ｃ１处理下，１ａ生与
２ａ生母竹发笋节数相差０７，发笋率相差３３％，成
苗数相差０４；在Ｂ２Ｃ１处理下，１ａ生与２ａ生母竹
发笋节数相差１７，发笋率相差８３％，成苗数相差
１０；在Ｂ１Ｃ２处理下，１ａ生与２ａ生母竹发笋节数

相差０７，发笋率相差 ３３％，成苗数相差 ０７；在
Ｂ２Ｃ２处理下，１ａ生与 ２ａ生母竹发笋节数相差
０４，发笋率相差１６％，成苗数相差１０。在相同处
理下，母竹１ａ生与２ａ生的不同选择对各指标影响
较小，２ａ生略优于１ａ生母竹。其中在 Ｂ１Ｃ１处理
下，各指标综合差距最小，２ａ生与１ａ生母竹相比，
发笋节数的增幅为５３％，发笋率的增幅为４９％，
成苗数的增幅为２６％。
３．２　杆、蔸处理的影响

表４结果显示，繁育试验中，不同秆处理在成苗
数和苗高性状上达显著差异；不同蔸处理在所有性

状表现上均达显著差异。

观测数据显示（见表 ３），选用 １ａ母竹时，
Ｂ１Ｃ１、Ｂ１Ｃ２、Ｂ２Ｃ１、Ｂ２Ｃ２四种处理的最优组合为
Ｂ１Ｃ１，发笋节数１３３，发笋率６６７％，成苗数１５３；
最差组合为 Ｂ２Ｃ２，发笋节数１０７，发笋率５３３％，
成苗数５７，分别相差２６、１３４％、９６，增幅分别达
到 ２４３％、２５１％、１６８４％。选用 ２ａ母竹时，
Ｂ１Ｃ１、Ｂ１Ｃ２、Ｂ２Ｃ１、Ｂ２Ｃ２四种处理的最优组合为
Ｂ１Ｃ１，发笋节数１４０，发笋率７００％，成苗数１５．７；
最差组合为 Ｂ２Ｃ２，发笋节数１０３，发笋率５１７％，
成苗数６７，分别相差３７、１８３％、９０，增幅分别达
到３５９％、４８５％、１３４３％。数据表明秆、蔸的不
同处理对出笋成竹的影响较大，在 Ａ１和 Ａ２两种选
择下Ｂ１Ｃ１处理的效果均最好。

４　结论

研究表明，佯黄竹埋秆繁育的最佳组合为

Ａ２Ｂ１Ｃ１，即选用２ａ生母竹，秆处理为切口处理，蔸
处理为带蔸处理。发笋率可达到７０％，单株母竹成
苗数可达７９株。在相同处理下，Ａ１与 Ａ２的差异
不明显，所以在母竹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用１ａ生
母竹繁育，也能达到较好的繁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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