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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地区丛生竹硬头黄竹带状皆伐对

其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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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长宁县硬头黄竹为研究对象，分别在龙头镇、竹海镇样地设置长度均为６０ｍ，宽度为３ｍ、６ｍ、９ｍ皆伐
带；３ｍ～６ｍ、６ｍ～９ｍ皆伐带间设置保留带，保留带宽度均为６ｍ；另外在样地附近设置一个６ｍ×６０ｍ对照带。
采用机械式带状皆伐１年后，通过调查和数据处理，分析其生长状况，显著性特征、生物量（地上部分）。结果表明：
（１）两个样地中均发萌枝，且萌枝面积均为９ｍ皆伐带＞６ｍ皆伐带＞３ｍ皆伐带。从龙头镇来看，各皆伐带和保
留带的发笋量均明显高于对照带，最大为６ｍ～９ｍ保留带，达到４９７６±９７株·ｈｍ－２；从竹海镇来看，３ｍ皆伐带、
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发笋数高于对照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发笋数最高，达到１１５８３株·ｈｍ－２。（２）
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和多重比较表明，龙头镇和竹海镇竹笋平均胸径除６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不显
著外（ｐ＞０．０５），其他每个带之间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龙头镇竹笋平均高除３ｍ皆伐带和６ｍ皆伐带之间、６ｍ皆
伐带和９ｍ皆伐带之间差异不显著外（ｐ＞００５），其余各带之间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竹海镇竹笋平均高除６ｍ皆
伐带和９ｍ皆伐带之间差异不显著外（ｐ＞００５），其余各带之间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３）根据张鹏等在长宁县
对硬头黄竹胸径与生物量拟合的指数回归模型，可以计算出经过带状皆伐改造试验后，龙头镇３ｍ～６ｍ保留带、６
ｍ～９ｍ保留带１ａ生竹每公顷产量分别比对照提高了９２７６％、１７５２１％。竹海镇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
留带１ａ生竹每公顷产量分别比对照提高了１１１８９％、１６１５８％。（４）通过本试验对该地硬头黄竹进行带状皆伐改
造，发现６ｍ～９ｍ保留带竹林长势最好，生物量最高，改造效果最好。
关键词：皆伐带；丛生竹；硬头黄竹；显著性；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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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生竹是我国竹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分布在云南、四川、福建、广西、广东等地［１］。一般

生长在丘陵、平地、溪流两岸、以及四旁地带。对水

热条件要求较高，一般要求年平均温度 １８℃ ～
２１℃，１月平均温度８℃以上，极端温度 －５℃以上。
年降雨量在 １４００ｍｍ以上，长宁县有丛生竹生长较
好的气候环境条件。硬头黄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ｒｉｇｉｄａ）是
丛生竹的一种，为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刺竹属植物，
又名黄竹，是四川的主要经济竹种之一［２］。其秆通

直 ，材坚厚 ，可作撑篙、棚架、农具柄等 ，也是优质

的造纸原材料［３］。竹产业作为长宁县经济增长的

关键一环，近年来低效低产种竹模式导致原竹材料

供应不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４］。林分密度影响森

林群落光照、热量、水分等生态因子的分配［５］，是林

分经营首要的考虑因素，对林下生长、林木更新、生

物多样性和森林演替有直接影响［６］。皆伐是森林

培育的方式之一，有利于减少林木间的竞争，改善冠

层营养结构［７，８］。

目前，在川南地区对竹林增产的研究集中在肥

料的覆盖模式、林分结构、立竹密度对竹林产量的影

响［９～１１］，通过带状皆伐进行密度调控增产还鲜有人

尝试，本文以长宁县龙头镇、竹海镇的硬头黄竹作为

研究对象，通过带状皆伐改造试验进行密度调控，改

良硬头黄竹经营模式，为川南地区硬头黄竹增产提

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两个试验区设置在长宁县龙头镇和竹海镇，立

地条件稍有不同。长宁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宜宾

市腹心地带，縮江河南北纵贯全县。地理坐标介于

东经１０４°４４′２２″～１０５°０３′３０″，北纬２８°１５′１８″～
２８°４７′４８″。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中低山，中北部
为丘陵。海拔２４０ｍ～１４００ｍ。长宁县属四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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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０ｍｍ，无霜期达 ３５７ｄ［１２］。竹类主要有毛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ｅｄｕｌｉｓ）、苦竹（Ｐｌｅｉｂｏｌａｓｔｕｓａｍａｒｕｓ）、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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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黄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ｒｉｇｉｄａ）、慈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ｆａｒｉ
ｎｏｓｕｓ）等为主［１３］。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试验设计和基本情况调查
为研究不同带区处理对硬头黄竹更新的影响，

分别在竹海镇的金塘湾和龙头镇的昆仑三组设置

４０ｍ×６０ｍ的硬头黄竹样地各３个，共计６个［１４］。

样地硬头黄竹为３年生竹。在每个样地按从左至右

的顺序并列设置长度均为６０ｍ，宽度分别为３ｍ、６
ｍ、９ｍ３个皆伐带；在长度方向上相邻的两个皆伐
带间设置两个保留带，保留带长度均为６０ｍ，宽度
均为６ｍ，保留带不作皆伐处理，３ｍ和６ｍ皆伐带
间的保留带记为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和９ｍ皆伐
带间的保留带记为６ｍ～９ｍ保留带；另外在试验带
附近隔断设置一个６ｍ×６０ｍ对照带，避免边缘效
应影响试验结果。记录的基本环境因子有海拔，坡

度，坡位，坡向，小地形［１４］见表１。

表１ 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ｏｔ

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坡度（°） 坡位 坡向 郁闭度（％） 密度（丛·ｈｍ－２）
竹海镇金塘湾 Ｅ１０４°５５′ Ｎ２８°２８′ ２７０ ０ ９５ ８９４
龙头镇昆仑三组 Ｅ１０４°５４′ Ｎ２８°２５′ ３３０ ３３ 中下 ＳＮ４３° ９０ １２２８

２．２　调查和数据处理
试验地进行机械式带状皆伐１年后，依次对试

验地进行调查。统计丛竹数，分丛尺检，测定萌发枝

高、冠幅、发笋数、发笋高、上林数、发笋胸径［１４，１５］。

统计计算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里进行，方差分析
和统计检验利用ＳＰＳＳ２２．０处理，检验水平取００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皆伐带萌发情况对比
由表２可知，统计分析表明：龙头镇改造试验

中，３个皆伐带均发萌条，９ｍ的萌条高于３ｍ和６
ｍ，最小的是６ｍ；萌枝面积由３ｍ皆伐带到９ｍ皆

伐带逐渐增大；从发笋数和竹笋上林木来看，发笋基

本成林；从平均胸径来看，６ｍ皆伐带的平均胸径最
大为２５ｃｍ±０２５ｃｍ，６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明
显大于３ｍ皆伐带；从竹笋平均高来看，皆伐带由窄
到宽逐渐增高，９ｍ皆伐带最高，达到３６９ｍ±１０６
ｍ。

竹海镇改造实验中，３个皆伐带均发萌条；萌枝
面积差异较大，由３ｍ皆伐带到９ｍ皆伐带逐渐增
大；从平均胸径来看，６ｍ皆伐带的平均胸径最大为
２３５ｃｍ±０４７ｃｍ，６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平均
胸径小于３ｍ皆伐带；从竹笋平均高来看，３ｍ皆伐
带最高，达到５２１ｍ±２０９ｍ。

表２ 不同皆伐强度竹子萌发及出笋情况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ｂａｍｂｏｏ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ｏｔｓ

试验场 皆伐带
萌条高
（ｍ）

萌枝面积

（ｍ２）
丛笋数
（个）

竹笋上林数

（个·从 －１）

竹笋平均胸径
（ｃｍ）

竹笋最大胸径
（ｃｍ）

竹笋平均高
（ｍ）

龙头镇 Ⅰ １．７１±０．３１ａ ８．３９±５．５８ａ ４±２ａ ４±２ａ １．５１±０．３５ａ ２．１８±０．６２ａ ２．６０±０．７８ａ
Ⅱ １．４９±０．３１ａ １０．４７±６．１６ａ ６±４ａ ６±４ａ ２．５０±０．２５ｂ ２．９３±０．４９ｂ ３．２１±０．６６ａｂ
Ⅲ １．９１±０．４９ａｂ １０．５７±６．２０ａ ５±３ａ ５±３ａ ２．３０±０．７３ｂ ２．８４±０．７９ｂ ３．６９±１．０６ｂ

竹海镇 Ⅰ １．４１±０．４７ａ ４．８７±３．５０ａ ６±４ａ ５±４ａ ２．３５±０．４７ａ ２．８４±０．８０ａ ５．２１±２．０９ａ
Ⅱ １．６９±１．３４ａ ３０．３８±７．３３ｂ １６±８ｂ １６±８ｂ １．６１±０．６０ｂ ２．８４±０．８１ａ ２．５４±０．７７ｂ
Ⅲ １．６５±０．１５ａ ４８００±２３．９２ｃ ２８±１８ｃ ２８±１８ｃ １．７３±０．３５ｂ ２．８４±０．８２ａ ２．９０±０．３４ｂ

注：Ⅰ：３ｍ皆伐带；Ⅱ：６ｍ皆伐带；Ⅲ：９ｍ皆伐带。表中同一试验场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３．２　不同带区处理发笋量分析
龙头镇和竹海镇立地情况稍有不同，株高、胸径

受到坡度、海拔、微地形和立地条件的显著影

响［１６，１７］。为了研究皆伐带对硬头黄竹经营的影响，

进行不同处理发笋量分析，皆伐后硬头黄竹生长状

况见图１：在龙头镇试验地中，从平均胸径来看，３ｍ
～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对照带明显大于
３个皆伐带，最大为 ６ｍ～９ｍ保留带，最大达到
４４１ｃｍ±０４３ｃｍ。从笋高来看，３ｍ～６ｍ、６ｍ～９
ｍ、及对照带明显大于３个皆伐带，最大为６ｍ～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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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带，达到 ４５８ｍ±０７７ｍ。在竹海镇试验地
中，从发笋数来看，从平均胸径来看，３ｍ～６ｍ、６ｍ
～９ｍ、及对照带明显大于３个皆伐带，最大为３ｍ
～６ｍ保留带，最大达到４９５ｍ±０３３ｃｍ；从笋高
来看，３ｍ～６ｍ、６ｍ～９ｍ、及对照带明显大于３个
皆伐带，最大为对照带达到１０００ｍ±０４７ｍ。说
明带状皆伐改造１年后，竹笋的长势还达不到原有
水平。

图１　不同地点皆伐后竹林生长情况
（ａ、ｂ、ｃ、ａｂ、ｂｃ分别为３ｍ皆伐带、６ｍ皆伐带、９ｍ皆伐带、３～

６ｍ保留带、６～９ｍ保留带；）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ｂａｍｂｏｏｆｏｒｅｓｔａｆｔｅｒｃｌｅａ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３　显著性分析
为了检验皆伐带宽对萌发情况的影响以及对不

同带宽处理对发笋情况的影响，分别进行统计检验。

不同皆伐带萌发情况显著性特征见表２，统计分析
以及方差和多重比较表明：龙头镇改造实验中，对萌

发情况分析，除６ｍ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显著外（ｐ
＜００５），其余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对萌枝面积分
析，３个皆伐强度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对发笋
数和竹笋上林木分析，３个皆伐强度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对平均胸径分析，３ｍ和６ｍ皆伐带间，３ｍ
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６ｍ和９ｍ
皆伐带不显著（ｐ＞００５）；对最大胸径分析，除６ｍ
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外，
其余均显著（ｐ＜００５）；对竹笋平均高分析，３ｍ皆
伐带和９ｍ皆伐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余均不
显著（ｐ＞００５）。竹海镇改造实验中，对萌发情况
分析，３ｍ、６ｍ、９ｍ皆伐带间差异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对萌枝面积分析，３个皆伐强度间差异均显
著（ｐ＜００５）；对发笋数和竹笋上林木分析，３个皆
伐强度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对平均胸径分析，３ｍ
和６ｍ皆伐带间，３ｍ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６ｍ和９ｍ皆伐带不显著（ｐ＞００５）；对最
大胸径分析，除６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间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外，其余均显著（ｐ＜００５）；对竹笋
平均高分析，３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余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带宽处理的发笋情况显著性特征见表３，

统计分析以及方差和多重比较表明：在龙头镇试验

地中，对发笋数分析，３ｍ皆伐带和３ｍ～６ｍ以及６
ｍ～９ｍ皆伐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６ｍ皆伐带和
３ｍ～６ｍ以及６ｍ～９ｍ皆伐带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９ｍ皆伐带与３ｍ～６ｍ皆伐带以及６ｍ～９
ｍ皆伐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３个皆伐带与对照带
间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对平均胸径分析，３个

表３ 不同处理发笋情况显著性特征

Ｔａｂ．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试验地 比较内容 ３ｍ保留ａ ３ｍ保留ｂ ３对照 ６ｍ保留ａ ６ｍ保留ｂ ６对照 ９ｍ保留ａ ９ｍ保留ｂ ９对照
龙头镇 发笋数    

上林数    
平均胸径         
平均高         

竹海镇 发笋数     
上林数     
平均胸径         
平均高         

注：保留ａ：３ｍ～６ｍ保留带；保留ｂ：６ｍ～９ｍ保留带；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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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伐带与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对
照间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对笋高分析，３个皆伐
带与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对照间
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在竹海镇试验地中，对发
笋数分析，３ｍ皆伐带和３ｍ～６ｍ以及６ｍ～９ｍ
皆伐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对照带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６ｍ皆伐带和３ｍ～６ｍ以及对照带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与６ｍ～９ｍ皆伐带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９ｍ皆伐带与３ｍ～６ｍ皆伐带以及对
照带差异明显（ｐ＜００５），与６～９ｍ皆伐带差异不
显著；对平均胸径分析，３个皆伐带与３ｍ～６ｍ保
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对照间差异均显著（ｐ＜
００５）。对笋高分析，３个皆伐带与３ｍ～６ｍ保留
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对照间差异均显著（ｐ＜
００５）。说明带状皆伐改造１年后，竹笋的长势还达
不到原有水平。

３．４　不同带区处理产量对比分析
长宁县龙头镇试验样地发笋量表４表明，带状

皆伐后的第１年，各皆伐带和保留带的发笋量均全
部成竹，没有出现退笋的情况。且各皆伐带和保留

带的发笋量均明显高于对照（ｐ＜００５）。其中，以６
ｍ～９ｍ的保留带每公顷发笋量最高，达到 ４９７６±
９７株·ｈｍ－２，是对照的２４３倍。３ｍ、６ｍ、９ｍ皆
伐带和３ｍ～６ｍ保护带每公顷发笋量分别是对照
的１１７倍、１２４倍、１７８倍和１９７倍。

各皆伐带均有不同程度的萌枝出现。每公顷萌

发丛数按大小排列为９ｍ皆伐带 ＞６ｍ皆伐带 ＞３
ｍ皆伐带，且表现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９ｍ皆伐
带每公顷萌发丛数达到了２１０３丛·ｈｍ－２，分别是３
ｍ皆伐带、６ｍ皆伐带的３７８倍、２５１倍。充分说
明，带状皆伐改造后的第１年，硬头黄竹林皆伐带恢
复趋势良好。

各皆伐带、保留带、对照第１年发笋成竹的平均
胸径、平均高见图１。可以看出，各皆伐带的新笋成
竹的平均胸径、平均高均明显小于保留带和对照（ｐ
＜００５）。３ｍ、６ｍ、９ｍ皆伐带新笋成竹的平均胸
径、平 均 高 分 别 是 对 照 的 ３６５６％、６０５３％、
５５６９％和 ５９０９％、７２８８％、８３８５％。但各保留
带新发笋成竹的平均胸径、平均高与对照差异不大。

参考张鹏等［２］在该区域的硬头黄竹林单株胸径生

物量模型的研究成果，（Ｒ＝０８８４，Ｆ＝２５８２７）［１８］，
计算可估算出本试验样地３ｍ皆伐带、６ｍ皆伐带、

９ｍ皆伐带、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及
对照的生物量分别为２９１ｔ·ｈｍ－２、８０４ｔ·ｈｍ－２、
９８９ｔ·ｈｍ－２、３２４０ｔ·ｈｍ－２、４６２６ｔ·ｈｍ－２、
１６８１ｔ·ｈｍ－２。由此可见，带状皆伐改造试验后，
可明显提高硬头黄竹林的产量。３ｍ～６ｍ保留带、
６ｍ～９ｍ保留带１年生竹每公顷产量分别比对照
提高了９２７６％、１７５２１％。

以竹海镇来看，带状皆伐后第 １年，３ｍ皆伐
带、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有少量退笋
出现。３ｍ皆伐带、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皆
伐带发笋数高于对照带，６ｍ～９ｍ保留带发笋数最
高，达到 １１５８３株·ｈｍ－２。６ｍ皆伐带、９ｍ皆伐带
发笋数少于对照带，是由于萌发冠幅大，萌发从数

少。６ｍ皆伐带冠幅是３ｍ皆伐带的６２４倍，９ｍ
皆伐带是３ｍ皆伐带的９８６倍，导致整体发笋数少
于其他处理带。３ｍ皆伐带、３ｍ～６ｍ皆伐带、６ｍ
～９ｍ皆伐带的发笋量分别是对照带的 １１４倍、
１９５倍、２６４倍。

同样，各皆伐带也有不同程度萌枝出现，且不呈

现规律。是由于萌发冠幅大，导致萌发从数少，６ｍ
皆伐带冠幅是３ｍ皆伐带的６２４倍，９ｍ皆伐带是
３ｍ皆伐带的９８６倍。

其中，３ｍ皆伐带＞６ｍ皆伐带＞９ｍ皆伐带，３
ｍ皆伐带每公顷萌发丛数达到８３３丛·ｈｍ－２，分别
是６ｍ皆伐带和９ｍ皆伐带的３７５倍和７５０倍。
这说明竹海镇硬头黄竹皆伐带恢复趋势良好。

各皆伐带、保留带、对照带第１年发笋成竹的平
均胸径、平均高见图１。可以看出，各皆伐带的新笋
成竹的平均胸径、平均高均明显小于保留带和对照

（ｐ＜００５）。３ｍ、６ｍ、９ｍ皆伐带新笋成竹的平均
胸径、平均高分别是对照的 ４９６８％、３４０４％、
３６５８％和５２１％、２５４％、２９％。但各保留带新发
笋成竹的平均胸径、平均高与对照差异不大。张鹏

的硬头黄竹林单株胸径生物量模型，（Ｒ＝０８８４，Ｆ
＝２５８２７）［１１］，可估算出竹海镇试验样地３ｍ皆伐
带、６ｍ皆伐带、９ｍ皆伐带、３ｍ～６ｍ保留带、６ｍ
～９ｍ保留带及对照的生物量分别为 １４１５ｔ·
ｈｍ－２、４８８ｔ·ｈｍ－２、４９０ｔ·ｈｍ－２、９８９３ｔ·ｈｍ－２、
１２２１３ｔ·ｈｍ－２、４６６９ｔ·ｈｍ－２。由此可见，带状皆
伐改造后，可明显提高硬头黄竹林的产量。３ｍ～６
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１ａ生竹每公顷产量分
别比对照提高了 １１１８９％、１６１５８％。足以说明，
带状皆伐后的第１年，竹海镇的硬头黄竹长势良好。

５５３期 郑　勇，等：川南地区丛生竹硬头黄竹带状皆伐对其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表４ 带状皆伐后不同带宽处理产量情况

Ｔａｂ．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ｙｉｅｌｄ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ｉｐｈａｒ
ｖｅｓｔｉｎｇ

试验带

龙头镇 竹海镇

丛数

（丛·ｈｍ－２）
发笋数

（株·ｈｍ－２）
丛数

（丛·ｈｍ－２）
发笋数

（株·ｈｍ－２）
３ｍ ５５６ ２３８９ ８３３ ５０００
６ｍ ８３３ ２５００ ２２２ ３５２８
９ｍ ７０４ ３６４８ １１１ ３０９３
３～６ｍ ５５６ ４０００ ６６７ ８５５６
６～９ｍ ６６７ ４９７２ ５００ １１５８３
对照 ２５０ ２０５０ ４１７ ４３８９

４　讨论与结论

传统择伐经营模式对林分影响不显著，当年就

可以全面恢复；机械式带状皆伐对林分影响较大，皆

伐后的区域全部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恢复时

间为３年。假定没有皆伐，基于调查数据计算可知：
１年后龙头镇试验田发笋数约为 １２３００株·ｈｍ－２，
生物量达到 １０１０４ｔ·ｈｍ－２，皆伐后 １年发笋数
１９５９５株·ｈｍ－２，生物量为１１６５１ｔ·ｈｍ－２。从竹
海镇来看，如没有皆伐发笋数约为 ２６３３株·ｈｍ－２

生物量达到２９４２９ｔ·ｈｍ－２。皆伐后１年发笋数约
为 ３６１４９株·ｈｍ－２，生物量达到２９１６８ｔ·ｈｍ－２。
本试验机械带状皆伐与未改造相比，提高了硬头黄

竹的产量，因此本实验可以为硬头黄竹经营提供参

考。

对于竹林增产不少学者进行过试验尝试，郭宝

华对硬头黄竹的施肥实验表明，肥料配比、施肥量、

施肥方法对新竹数量、新竹生物量有极显著影

响［１９］。肥料配比（Ｎ∶ｐ∶Ｋ）为５∶２∶１、施肥量为 ０９
ｋｇ·丛 －１、施肥方法为环施时能获得最大生物量；

肥料配比（Ｎ∶ｐ∶Ｋ）为 ５∶２∶１、施肥量为 １２ｋｇ·
丛 －１、施肥方式为撒施（覆盖土和枯落物）时获得最

多新竹数量和最佳繁殖率。谭宏超研究了３种皆伐
方式对毛竹林更新的影响，全面皆伐后竹林长势差，

生物量低；带状皆伐（带长均为６０ｍ，带宽分别为３
ｍ、６ｍ、９ｍ）中，６ｍ皆伐带更新效果最好；块状皆
伐（２５ｍ２、１００ｍ２、４００ｍ２）中，２５ｍ２皆伐带更新效
果最好［２０］。本实验中龙头镇不同皆伐带宽处理中，

６ｍ～９ｍ保留带生物量达４６２６ｔ·ｈｍ－２，为所有
带宽处理中最高；竹海镇中，６ｍ～９ｍ保留带生物
量达１２２１３ｔ·ｈｍ－２，同样在所有带宽处理中最高。
说明针对硬头黄竹带宽改造试验中，６ｍ～９ｍ保留
带竹林长势最好，产量最高，与谭宏超的结果不同。

曹奕等在龙头镇和竹海镇对硬头黄竹本底调查

数据见表５［１４］：龙头镇两年生竹每公顷株数为１年
生竹的１５２倍，涨幅５２３６％；两年生竹每公顷生
物量是１年生竹的２４８倍，涨幅１４８０５％。竹海镇
两年生竹每公顷株数为１年生竹的 ２５１倍，涨幅
１５０６８％；两年生竹每公顷生物量是 １年生竹的
４９０倍，涨幅３８９７６％。

表５ 硬头黄竹本底调查情况

Ｔａｂ．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ｄｂａｍｂｏｏａｎｄｂａｍｂｏｏ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竹龄

龙头镇 竹海镇

平均胸径
（ｃｍ）

株数

（株·ｈｍ－２）
单株生物量
（ｋｇ）

平均生物量

（Ｔ·ｈｍ－２）
平均胸径
（ｃｍ）

株数

（株·ｈｍ－２）
单株生物量
（ｋｇ）

平均生物量

（ｔ·ｈｍ－２）
１年生竹 ４．７３ ３１４２ ２．１２ ６．６６ ４．６６ ３３８０ ２．３７ ８．０１
２年生竹 ４．６５ ４７８７ ３．４５ １６．５２ ４．８８ ８４７３ ４．６３ ３９．２３

　　龙头镇１年生竹生物量为６６６ｔ·ｈｍ－２，两年生
竹为１６５２ｔ·ｈｍ－２；竹海镇１年生竹、两年生竹生物
量分别为８０１ｔ·ｈｍ－２。带状皆伐改造实验后１年，
林分在没有完全恢复情况下，龙头镇３ｍ～６ｍ保留
带、６ｍ～９ｍ保留带生物量分别为３２４０ｔ·ｈｍ－２、
４６２６ｔ·ｈｍ－２，均超过未改造的两年生竹；竹海镇３
ｍ～６ｍ保留带、６ｍ～９ｍ保留带生物量分别为
９８９３ｔ· ｈｍ－２、１２２１３ｔ· ｈｍ－２，同样超过未改造
的两年生竹。说明带状皆伐改造实验效果显著，３ｍ
～６ｍ保留带及６ｍ～９ｍ保留带为密度调控的适

宜带宽，６ｍ～９ｍ保留带综合效果最好。

参考文献：

［１］　曹明勇．长宁县竹林生物量及初级生产力特征研究［Ｄ］．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１６．

［２］　张鹏，唐森强，朱维双，等．縮江河岸缓冲带硬头黄竹人工林生

物量及５种营养元素含量分配格局研究［Ｊ］．西部林业科学，

２０１０，３９（０２）：２７－３１．

［３］　耿伯介．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一分册 ［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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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配比基质苗木当年生叶片数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
处理间 １０５．２０ ４ ２６．３０ ０．８０ ０．５４
处理内 ３２０７．５５ ９５ ３３．７６
总变异 ３３１２．７５ ９９ 　 　 　

表７　不同配比基质苗木当年生叶片数量显著性比较

基质类型 均值 差异显著性

Ｐ３ １８．７０ ａ
Ｐ２ １８．７０ ａ
Ｐ１ １６．８０ ａ
Ｐ４ １６．５５ ａ
Ｐ５ １６．５０ ａ

３　结论与讨论

由于不同配比基质的容重、孔隙度等方面存在

一定的差异［５，６］，从而对油茶容器苗生长有一定的

影响［７］。不同配比基质培育的油茶容器苗苗高、新

梢生长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地径、叶片数量差异不显

著。苗高上，基质 Ｐ３培育的苗高最大，达 ４８５０
ｃｍ，基质Ｐ５培育的苗高最小，只有４０８０ｃｍ。基质

Ｐ３培育的苗木地径最大，达０８０ｃｍ，基质 Ｐ５培育
的苗木地径最小，只有０６９ｃｍ。基质 Ｐ３培育的油
茶容器苗新梢生长量最大，为７７０ｃｍ，基质 Ｐ５培
育的油茶容器苗新梢生长量最小，为６０４ｃｍ。基
质Ｐ３和 Ｐ２培育的油茶容器苗当年生叶片数量最
多，均为１８７０片，Ｐ５基质培育的苗木当年生叶片
数最少，为１６５０片。综合分析，以 Ｐ３基质培育的
油茶容器苗苗木生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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