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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世界竹子的分布中心，其丰富的竹资源应首推刚竹属，占全国竹林面积的２／３，共计５０余种。本文
综述了刚竹属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布概况，并从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法与现代的维管束解剖法、生物化学分类法、细胞

分类法、分子标记法等方面总结了刚竹属植物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进展，着重介绍了刚竹属植物的经济价值、药用价

值、生态价值、景观价值以及文化与美学价值。分析了刚竹属植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种质资源的分类研究

和应用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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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竹属（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隶属于禾本科竹亚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的三大分支之一的温带木
本竹类，即青篱竹族（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ｅａｅ）［１］，是我国，乃
至全球人工栽培最广泛的属［２］，该属植物有近５０余
种：主要分为刚竹组（ｓｅｃｔ．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和水竹组
（ｓｅｃｔ．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ｅ）［３］。最初由欧洲人 Ｓｉｅｂｏｌｄ和
Ｚｕｃｃａｒｉｎｉ在 １８４３年根据采自日本的模式种桂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创立而命名［４］。目前，

刚竹属竹种仅有少数种种植于印度、越南、日本等

地，北非、北美、欧洲一些地区也从我国引种栽培此

属竹种［５］；该属竹种大部分分布于东南亚，我国为

分布中心，几乎遍布各个省份，由台湾省南投县横跨

至西藏墨脱县，由海南省儋州市纵越至山东省潍坊

市，最多有３０个种在同一个县分布［６］。自古以来的

“南竹北移”引种工作，使得一些抗寒、抗旱性强的

竹种如：淡竹（Ｐｈ．ｇｌａｕｃａ）、早园竹（Ｐｈ．ｐｒｏｐｉｎ
ｑｕａ）、紫竹（Ｐｈ．ｎｉｇｒａ）等被引种至黄河流域以北，
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７］。

作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绿色低碳产业，我国的竹加工

产品有近万种之多，可大致分为九大类：竹制板材、

竹建筑、竹材造纸、竹日用品、竹纤维制衣、竹炭、竹

醋、竹制药、竹笋膳食用品、竹工机械［８］。同时将清

秀淡雅、枝干挺拔、虚心有节、四季常青的自然属性

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高度契合，作为文化的载体

被广泛应用于园林景观［９］。正是由于该属竹种在

竹产品加工制造和园林绿化上的普遍应用，使得其

需求量日渐增加，带动了苗木生产和市场销售的发

展，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需求也

随之加大，为我国带来了较高的经济价值。近几年，

国内外对刚竹属竹种的研究呈显著增加趋势，主要

针对该属竹种种质资源的分布与分类和资源利用现

状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为了能够全面了解并科学合

理地应用刚竹属竹种，本文将对国内外刚竹属竹种

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１　种质资源的分布与分类

１．１　种质资源的分布
元代李絗《竹谱详录》记载了多种竹子的品种、

形态、生态、产地、用途等，其中记载的刚竹属竹种：

紫竹、刚竹（Ｐｈ．ｖｉｒｉｄｉｓ）、乌哺鸡竹（Ｐｈ．ｖｉｖａｘ）、淡
竹、金竹（Ｐｈ．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等名称至今仍在使用，是竹
类研究的重要文献。该属竹种的分类命名最初由欧

洲人Ｓｉｅｂｏｌｄ和Ｚｕｃｃａｒｉｎｉ在１８４３年根据采自日本的
模式种桂竹所创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国产刚竹属
竹种仅有２４种和１０个变种、变型，均由外国人命
名，其中由美国人Ｆ．Ａ．ＭｃＣｌｕｒｅ教授命名的占近一
半，之后由中国植物志编委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分类

研究，到目前为止共发表刚竹属植物近５０种，包括
新变种、变型［１０］。

该属５０余种均产于我国，因其大部分具有较强
耐旱、耐寒的适应特性，可自然分布或成片栽培于我

国除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外的２７个省、市、
区，长江流域至五岭山脉的区域为其主要栽培地，部

分种，如淡竹 、紫竹、黄古竹 （Ｐｈ．ａｎｇｕｓｔａ）、毛竹
（Ｐｈ．ｅｄｕｌｉｓ）、曲竿竹 （Ｐｈ．ｆｌｅｘｕｏｓａ）等可以延伸至
黄河流域，在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区域栽培成活。

该属最多有 ３０个种分布于同一个县，占总种数的
４９％，于湖北西部至四川东南部，浙江和福建中部连
续分布，湖北、湖南、安徽、江西４省的交界处呈片状
分布，福建中部是其多样性中心，由多样性中心向

外，种数逐渐减少。该属竹种是最早、最广泛被引种

到世界各地的竹属［１１］，少数种系延伸至印度、越南、

日本，朝鲜、欧洲、北非及北美的本属植物均由我国

引入栽培，并且成为若干种的模式产地（见表１）。

表１ 我国刚竹组、水竹组的主要竹种及产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ｂａｍｂｏｏ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ｅｃｔ．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ｎｄｓｅｃｔ．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组名
Ｇｒｏｕｐｎａｍｅ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

模式标本采集地
Ｍｏｄｅ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刚竹组（Ｓｅｃｔ．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尖头青竹 Ｐｈ．ａｃｕｔａ 江苏宜兴、浙江杭州古荡 杭州古荡

黄古竹 Ｐｈ．ａｎｇｕｓｔａ 河南、江苏、浙江 美国

石绿竹 Ｐｈ．ａｒｃａｎａ 黄河及长江流域各省 美国

人面竹 Ｐｈ．ａｕｒｅａ 背景、浙江 美国

黄槽竹 Ｐｈ．ａｕｒｅｏｓｕｌｃａｔａ 北京、浙江 美国

桂竹 Ｐｈ．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 黄河流域及以南各省 日本

蓉城竹 Ｐｈ．ｂｉｓｓｅｔｉｉ 浙江、四川 美国

毛壳花哺鸡竹Ｐｈ．ｃｉｒｃｕｍｐｉｌｉｓ 杭州植物园 浙江杭州

白哺鸡竹 Ｐｈ．ｄｕｌｃｉｓ 江苏、浙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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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组名

Ｇｒｏｕｐｎａｍｅ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原产地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

模式标本采集地
Ｍｏｄｅ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甜笋竹 Ｐｈ．ｅｌｅｇａｎｓ 浙江、湖南、广东及海南 美国

角竹 Ｐｈ．ｆｉｍｂｒｉｌｉｇｕｌａ 浙江上虞 浙江上虞

曲竿竹 Ｐｈ．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北京、山西、陕西、湖南等 阿尔及尔

花哺鸡竹 Ｐｈ．ｇｌａｂｒａｔａ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淡竹 Ｐｈ．ｇｌａｕｃａ 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 美国

贵州刚竹 Ｐｈ．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贵州 贵州毕节

龟甲竹 Ｐ．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ａ 秦岭至长江流域以南 美国

红壳雷竹 Ｐｈ．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ａ 浙江 浙江遂昌

红哺鸡竹 Ｐｈ．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 江苏、浙江 浙江杭州

假毛竹 Ｐｈ．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湖南、广东、广西 广西融安

台湾桂竹 Ｐｈ．ｍａｋｉｎｏｉ 台湾、福建 台湾

美竹 Ｐｈ．ｍａｎｎｉｉ 两河流域、西藏、印度 印度西隆

毛环竹 Ｐｈ．ｍｅｙｅｒｉ 河南、陕西和长江流域 美国

富阳乌哺鸡竹 Ｐｈ．ｎｉｇｅｌｌａ 浙江富阳 浙江富阳

紫竹 Ｐｈ．ｎｉｇｒａ 我国南北各地 日本

灰竹 Ｐｈ．ｎｕｄａ 陕西、浙江、台湾及湖南等 美国

灰水竹 Ｐｈ．ｐｌａｔｙｇｌｏｓｓａ 浙江安吉 浙江安吉

早竹 Ｐｈ．ｐｒａｅｃｏｘ 浙江德清 浙江德清

高节竹 Ｐｈ．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早园竹 Ｐｈ．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河南、安徽、浙江、贵州等 美国

芽竹 Ｐｈ．ｒｏｂｕｓｔｉｒａｍａ 浙江安吉 浙江杭州

红边竹 Ｐｈ．ｒｕｂｒｏ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安徽、浙江、河南、广西等 广西苍梧

衢县红壳竹 Ｐｈ．ｒｕｔｉｌａ 江苏、浙江 浙江衢县

金竹 Ｐｈ．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 江苏、浙江 美国

天目早竹 Ｐｈ．ｔｉａｎｍｕｅｎｓｉｓ 浙江 浙江安吉

乌竹 Ｐｈ．ｖａｒｉｏ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安徽舒城 安徽舒城

长沙刚竹 Ｐｈ．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ａ 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

东阳青皮竹 Ｐｈ．ｖｉｒｅｌｌａ 浙江东阳 浙江东阳

粉绿竹 Ｐｈ．ｖｉｒｉｄｉ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江苏、浙江及江西 法国

乌哺鸡竹 Ｐｈ．ｖｉｖａｘ 江苏、浙江 美国

云和哺鸡竹 Ｐｈ．ｙｕｎｈｏｅｎｓｉｓ 浙江云和 浙江云和

水竹组（Ｓｅｃｔ．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ｅ） 乌芽竹 Ｐｈ．ａｔｒｏｖａｇｉｎａｔａ 浙江 杭州古荡

毛环水竹 Ｐｈ．ａｕｒｉｔａ 浙江、河南、湖北、广西等 河南

水竹 Ｐｈ．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 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各地 四川

大节刚竹 Ｐｈ．ｌｏｆ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广东罗浮山 广东罗浮山

篌竹 Ｐｈ．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ａ 陕西、河南、湖北和长江流域 意大利

安吉金竹 Ｐｈ．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浙江安吉 浙江安吉

河竹 Ｐｈ．ｒｉｖａｌｉｓ 浙江、福建及广东 广东南雄

红后竹 Ｐｈ．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ａ 浙江、福建 浙江安吉

漫竹 Ｐｈ．ｓｔｉｍｕｌｏｓａ 浙江、四川 浙江安吉

硬头青竹 Ｐｈ．ｖｅｉｔｃｈｉａｎａ 湖北西部及四川 湖北西部

１．２　种质资源的分类及鉴定
当前分类学家主要以营养体、化学、生物化学和

形态数量分类学及分子标记等对竹类植物进行分

类。在刚竹属种质资源鉴定与分类方面，采用传统

的分类方法是以花果形态为主，以真假花序类型、地

下茎类型等生殖器官结合新秆、秆箨等营养体特征

为主要分类依据的“耿氏系统”［１２～１３］，将刚竹属植

物分为刚竹组和水竹组（见表２）。虽花序性状较为
稳定，但花期的不确定性以及开花结实率低，其花序

及小花的形态结构常难采集，因此以花序理论为基

础的鉴定方法识别竹种较困难，容易造成混乱。

随着现代分类学与计算科学的结合应用，越来

越多的现代技术手段被用于刚竹属竹种的分类研

究，这些技术主要包括：维管束解剖法［１４－１５］、生物化

学分类法［１６］、细胞分类学［１７］、分子标记法等［１８］。

Ｈｏｌｔｔｕｍ提出子房结构分类新系统［１９］与葛罗逊和里

斯提出的维管束类型及其在竹秆内部组合情况的分

类方法有较好的相关性［２０］。丁雨龙等［２１］提出竹叶

的解剖结构也可以作为竹类分类研究的重要依据。

早在１９８３年，黄敏仁等将生化同工酶用于１４种刚

９１１４期 李云鸽，等：刚竹属植物种质资源及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表２ 刚竹组与水竹组植物的形态特征

Ｔａｂ．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ｅｇｒｏｕｐｓ

分组
地下茎有
无通气道

竿节内长
／ｍｍ

箨鞘有
无斑点

箨片形状 箨片分布
箨片基部
宽度

花枝
形状

佛焰苞
缩小叶

花药长度
／ｍｍ

花柱长度
／ｍｍ 模式种

刚竹组
无或少见
通气道

３ 有或小笋
无斑点

披针形、线形
或带状

外翻、平直或皱曲，
笋上部散开

窄于箨舌
宽度

穗状 小形叶片状 ７～１５ ＞１０ 桂竹

水竹组
有１圈
通气道

５ 无
三角形或三
角披针形

笋尖自下而上复瓦
状排列呈笔头状

与箨舌近
等宽

头状 极小尖头状 ４～８ ４～５ 水竹

竹属竹种的分类鉴定，进而继续将该属分为为刚竹

组、水竹组、哺鸡竹组，验证了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和

酯酶同工酶的稳定性和种属专一性［２２］，同时袁文海

等也发现刚竹属绝大多数竹种具有特征性酶谱［２３］。

分子标记技术是ＤＮＡ水平遗传多态性的直接反映，
通过：ＲＦＬＰ、ＲＡＰＤ、ＳＳＲ、ＡＦＬＰ和ＩＴＳ等分子标记技
术分析竹子的遗传变异规律，为竹子育种和分类提

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也将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Ｆｕｍｉｏ等［２４］对日本刚竹属１３个竹种的线粒体基因
组采用 ＲＦＬＰ（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进行分
析，发现其中９个种具有明显的多态性。方伟等［２５］

运用 ＲＡＰＤ（随机扩增多态性 ＤＮＡ）技术对雷竹
（Ｐｈ．ｐｒａｅｃｏｘ）的１９个栽培类型及２个近缘种进行
分析，发现此种技术对雷竹的不同栽培类型及其近

缘种能容易区分。李雪平等［２６］利用分子标记技术

对毛竹等２８个刚竹属竹种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
筛选出１４对多态性好、清晰度较高的引物组合。卢
江杰等［２７］应用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毛竹 ＧＳＳ序列的
多个高通用性ＳＳＲ标记，对９个毛竹种（Ｐｈ．ｎｉｇｒａ）
内变异类型竹种和１７个来自不同地理种源的毛竹
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朱芳明等［２８］提取毛金竹

（Ｐｈ．ｎｉｇｒａｖａｒ．ｈｅｎｏｎｉｓ）、毛竹、龟甲竹（Ｐｈ．ｈｅｔｅｒｏ
ｃｙｃｌａ）等１３个刚竹属竹种的 ＤＮＡ，并对其 ｍａｔＫ序
列和 ＩＴＳ序列进行 ＰＣＲ扩增与测定，发现黄纹竹
（Ｐｈ．ｓｖｉｖａｘｆ）、毛竹与其他刚竹属竹种的遗传距离
较远，却与牡竹属（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的个别竹种聚
类，与传统分类相左。

相比而言，现代分子标记技术的分类方法较传

统形态学分类方法有更快的分析速度、成本更低、信

息量更大等优势，且更具有科学性，尽可能地避免因

环境、个体发育等因素的影响，来揭示该属不同种之

间遗传分化及亲缘关系的本质。其中，ＳＳＲ是当前
特异引物ＰＣＲ标记技术，用于揭示种内遗传变异分
辨率最高、稳定性较好的分子标记［２９］，在以后的分

类研究工作中应提倡使用。

２　资源利用现状

丰富的竹类植物资源利用应首推刚竹属，该属

竹种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药用价值、生态

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与美学价值，是我国竹林最主

要的经营对象。

２．１　经济价值
根据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和竹种的生物学特性，

结合竹产业发展规划与竹产品建设需求，以促进竹

林资源综合效益最大化。２０１２年全国竹业产值达
１９５亿美元，其中刚竹属竹种的产值占到９０％以上。
经济价值主要源于笋用竹林和材用竹林。竹笋是兼

具食药功能的保健食品，其中早竹笋是竹笋中的上

品，低糖低脂，富含磷、铁、钙等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

的１８种氨基酸［３０－３１］。浙江省及周边地区极力培育

经营乌哺鸡竹、高节竹、早竹、雷竹等食用性笋用小

径竹竹种，因其笋味美，笋期早，持续时间长，产量

高，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材用竹林为竹地板、

竹建材、竹编工艺、竹农具及竹日用品等行业提供原

料，毛竹是当前用作竹地板、竹工艺品等最优良的材

用竹之一。北方设施农业的发展，对刚竹、淡竹等原

小径级竹秆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经济效益可达１１５
万元·ｈｍ－２［３２］，目前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竹产品出
口国，竹产业年产值约 ２０００亿元，根据《中国竹产
业发展规划》，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４８０亿美元。
２．２　药用价值

研究者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对刚竹属竹种的化学
成分及药理活性进行初步研究，国外学者主要研究

该属竹种笋、茎、秆、幼枝以及竹茹的化学成分及有

效部位的药理作用；而我国主要研究其竹叶、竹沥的

化学成分及其提取物、部分萃取流浸膏等的药理作

用。目前，从刚竹属竹种中发现的化学成分有竹叶

抗氧化物、黄酮其苷类二萜酸类、木脂素类、生物碱

类、醌类、糖类、竹笋甾醇、竹笋氨基酸肽等，抗自由

０２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基、抗氧化、抗病毒、降血压、抑菌、提高免疫力等功

效［３３－３６］。在高节竹、早竹叶的提取物中发现黄酮、

蒽醌类、糖类及氨基酸等成分［３７］。毛金竹、毛竹、金

竹（Ｐｈ．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的不同部位产生的竹茹、竹沥、竹
黄均可做药用成分［３８］。研究还发现，雷竹笋汁具有

抗肝损伤的作用［３９］，毛竹笋提取物［４０］与淡竹叶总

黄酮对肝损伤有保护作用［４１］，该属竹种的药用价值

极大，值得更多研究者深入挖掘。

２．３　生态价值
大量研究表明，大面积的竹林对降水具有良好

的截流作用，在旱季可形成大量雾滴，有效降低局部

温度而调节小气候；可比其他植物多释放３５％的氧
气［４２］，维持碳氧平衡；一次造林，可永续利用，并且

竹子的生长速度极快，很大程度上可缓解木材的供

求矛盾，保护天然林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４３］。毛

竹林占据全国总竹面积的２／３，贡献的生态价值是
巨大的。

２．４　景观价值
现存的古典园林中拙政园的“玲珑馆”、“海棠

春坞”，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沧浪亭的‘翠玲珑

“等都是竹子造园的佳作。现代居住区、公园、学

校、企事业单位等都有配置竹子。特殊造型的龟甲

竹可作为主景，色彩丰富的黄杆乌哺鸡竹、紫竹、金

镶玉竹等可作为配景，株型高大的毛竹、桂竹可作障

景，与其他耐阴的灌木或地被搭配，增加层次感，或

与松、梅、菊、兰搭配，增加景观内涵性的表达，由此

可见刚竹属竹种赋予了景观功能的多样性。

中国古典园林竹子的造景手法：竹里通幽，步移

景异———借景、移竹当窗，虚实结合———框景、粉墙

竹影，光影投射———添景、竹石小品，独立成景。现

代园林竹子造景手法：丛植划分空间可选用毛竹、刚

竹、斑竹（Ｐｈ．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ｆ．ｌａｃｒｉｍａｄｅａｅ）、紫竹、黄
杆乌哺鸡竹（Ｐｈ．ｖｉｖａｘ）、桂竹等大中型竹种，金镶
玉竹、京竹（Ｐｈ．ａｕｒｅｏｓｕｌｃａｔａｃｖ．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金明竹
（Ｐｈ．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ｖａｒ．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ｎｉｓ）等中小型竹种［４４］；

群植营造竹海景观选用较大型毛竹，如杭州云栖竹

径以毛竹成林；孤植鉴赏其态可选用观秆形竹种：龟

甲竹、紫竹、黄秆乌哺鸡竹、斑竹；作为绿篱植物可选

金镶玉竹分隔空间，作为围栏，也为花镜、雕塑、喷泉

等作为背景，美化墙垣［４５］；作为盆景可选用龟甲竹、

矮化紫竹，便于移动，装饰性强，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４６］。由于地下鞭根系统的蔓生性，容易辐射穿插

到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应在绿化施工的过程

中规避种植绿化区域，特殊地段栽植需设置隔离带，

以确保实现更大的景观价值。

２．５　文化与美学价值
竹作为丰富文化的载体植物，是诗词歌赋的创

作源泉，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也可被赋予谦逊、有

节气的人格魅力，以及栽植于禅意象征的林庵庙

宇———浙江普陀紫竹林庵［４７］，这些都体现了竹子重

要的精神文化价值［４８］。

由古至今，竹子在园林景观中是必不可少的造

园材料，竹子的美由内及外，由具象到抽象，使人赏

心悦目。如观秆形类：节间笔直极长的高节竹、节间

龟甲状微曲的龟甲竹。观秆色类：不同的色彩给人

不同的情感体验，黄色温和的阳光感，绿色盎然的活

力感在竹秆间交错呈现，如金碧相间的金明竹、花毛

竹（Ｐｈ．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ａｃｖ．ｈｕａｍｏｚｈｕ）、花秆早竹（Ｐｈ．
ｐｒａｅｃｏｘｆ．ｖｉｒｉｄｉｓｕｌｃａｔａ）、金镶玉竹等；秆紫色或有紫
黑斑点的紫竹、湘妃竹（斑竹）、筠竹（Ｐｈ．ｇｌａｕ
ｃａ）［４９］。观笋类：不同竹种笋形各异，毛竹笋乌黑粗
壮，金镶玉竹笋微白纤长，红哺鸡竹（Ｐｈ．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
笋鲜红细长［５０］。

３　问题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刚竹属竹种的分类鉴定也做了

较多的研究，出现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的性状与竹种

对应不符。因资源分布广泛，使得同种植物出现了

不同的多种中文名称，进而对后续的研究者造成一

定的错误导向。马乃训等对刚竹属竹种资源的品种

名称和性状在其著作《中国刚竹属》一书中描述规

范以及形态学上的分类相对完整，为该属竹种的研

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相比传统的分类方法，现代

分类技术手段体现了极大地优越性与科学性，分类

标准更明确，结果更准确。但目前针对该属竹种的

现代分类技术研究相对较少，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

者去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我国的竹资源、竹产业、竹文化、竹景观在世界

范围内占据很大的优势，但在景观应用方面，因缺少

专业苗圃规模化的绿化苗供应，造景观赏竹大多来

自山林农户，运输、栽植的过程极大破坏了竹子的美

感和生机，也造成了观赏竹成活率的直线下降。所

以，应当培养专业的观赏竹造景人员，加强专业人员

对观赏竹生长特性、培育栽培技术知识的储备。

１２１４期 李云鸽，等：刚竹属植物种质资源及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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