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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采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 ６ ａ 后地下竹鞭鞭径变化的分析，结果显示：鞭径为 １ ９ ｃｍ＜ｄ≤２ ５ ｃｍ 的鞭

段数减少 ２２ ２２％；２ ５ ｃｍ＜ｄ≤３ ０ ｃｍ的鞭段数增加 ２２ ０３％；≥３ ０ ｃｍ 时，鞭段数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 采挖鞭笋

后竹鞭鞭径增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细鞭、弱鞭被挖除，保留了粗壮的竹鞭，直接提高了整体的竹鞭鞭径粗度；二是竹

鞭鞭径粗度与立地条件、竹鞭在土层中垂直分布的深度有关，通过人为有意识地将粗壮的浅鞭进行深埋，对竹鞭鞭

径生长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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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ａ ｃｖ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鞭

笋是竹鞭的先端部分，具有很强的顶端优势，对侧

芽有抑制作用，使其处于休眠状态，通过挖掘鞭笋，
能使附近的侧芽很快解除休眠，刺激其萌发长出一

至数条支鞭［１－３］，与不挖鞭笋的比较，能增加竹鞭的

总鞭长度，而竹鞭的鞭径粗度，采挖鞭笋后生发的

支鞭（又称岔鞭）与生发支鞭的主鞭比较，略有减

小。 但是，有许多研究表明，科学采挖鞭笋，平均鞭

径粗度比不挖鞭笋的略有增加［４－６］。 针对平均鞭径

粗度增加的原因，经查阅相关资料，至今尚未有深

入研究的报道。 为此，本研究试图对经过采挖鞭笋

６ ａ 后的地下竹鞭进行调查，分析采挖鞭笋与不挖鞭

笋之间竹鞭鞭径的变化，查找采挖鞭笋比不挖鞭笋

平均鞭径粗度增加的原因，为合理采挖鞭笋提供可

持续经营的科学依据，供生产上推广应用。

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点概况

调查地设在浙江省遂昌县，北纬 ２８° ３５′Ｎ，东经

１１９°１３′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冬温夏热，年
平均温度适中，热量资源丰富，降水充沛，空气湿

润，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 １７ １ ℃， 最低气温

－９ ７ ℃， 最 高 气 温 ４０ １ ℃，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１ ２１２ ５ ｍｍ。 试验地点为三仁畲族乡坑口村连片

１００ ｈｍ２经过改建、大小年明显的笋竹两用毛竹纯林

基地，双年份为春笋小年，鞭笋大年，平均立竹量为

１ ８００～２ １００ 株 ／ ｈｍ２，平均胸径 ９～１１ ｃｍ，竹林结构

比例 １， ２， ３ 度 （含 ３ 度以上） 立竹株数比均为

３６ ７６ ∶３２ ９７ ∶３０ ２７。 林地土壤属山地红壤，ｐＨ 值

５ ３～ ６ ０，土壤全氮质量分数为 ２ ３０ ｇ ／ ｋｇ，全磷质

量分 数 为 ０ ２６ ｇ ／ ｋｇ， 速 效 钾 质 量 分 数 为

２ ８５ ｍｇ ／ ｋｇ， 有机质质量分数为 ２１ ４０ ｇ ／ ｋｇ，土层

深度在 ６０ ｃｍ 以上。 历年施肥以 Ｎ 肥和 Ｐ 肥为主，
Ｋ 肥少量［７］， 在春笋小年时每年 ５ 月施尿素

４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过 磷 酸 钙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氯 化 钾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８ 月施复合肥 ２２０ ｋｇ ／ ｈｍ２；春笋大年时，
每 年 ５ 月 施 尿 素 ２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过 磷 酸 钙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氯化钾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２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的调查方法，选择竹林结构

和立地条件相似的林地，调查连续挖掘鞭笋（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６ ａ 后的（Ａ）、一直不挖鞭笋的（ＣＫ）２
种类型，设重复 ５ 个。 挖掘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保

留 １０ ｍ 作为隔离带。 挖掘鞭笋技术要求：挖除细小



鞭的笋，留养粗壮鞭的笋，弱鞭强挖、壮鞭弱挖，对
粗壮浅鞭及时深埋 ３０ ｃｍ，每个鞭笋大年都进行采

挖。 竹鞭数据采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中下旬，在各种

处理的中心区域，随机选取 １ 块 １ ｍ×２ ｍ 的长方形

样地。 其中间应有 １ 株胸径在 ８～１０ ｃｍ 的立竹，尽
量避免有老竹蔸的地方。 对 １０ 块样地开展地下竹

鞭调查，深度 ５０ ｃｍ。 将挖出来的竹鞭，用测树用的

钢围尺逐条测量鞭径大小。
１．３　 分析方法

将每段竹鞭鞭径的粗度，由小到大，以每增加

０ ５ ｃｍ 为 １ 组，并将每组内竹鞭鞭段数除以样方内

竹鞭鞭段总数，得出该组竹鞭鞭段数所占的百分

比。 利用各组竹鞭鞭段数所占的百分比数据进行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为求证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竹鞭鞭径增大

的原因，根据实地调查得知，每段竹鞭鞭径的粗度

在 ２～４ ｃｍ 之间，现将不同粗度的鞭段数，由小到

大，分成 ４ 组 １ ９ ｃｍ＜ｄ≤２ ５ ｃｍ，２ ５ ｃｍ＜ｄ≤３ ０
ｃｍ，３ ０ ｃｍ＜ｄ≤３ ５ ｃｍ，ｄ＞３ ５ ｃｍ，并计算出每组所

占的比例，见表 １ 和图 １：

表 １　 采挖鞭笋对鞭径大小百分比的影响 ％

处 理 鞭 径 ／ ｃｍ
重　 　 复

Ⅰ Ⅱ Ⅲ Ⅳ Ⅴ
均值

挖鞭笋

不挖鞭笋
１．９＜ｄ≤２．５

２８．５７ ２０．００ ２７．１７ ２６．７３ ２９．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５．９７ ４８．２８ ４７．８１ ５０．５０

２６．２９

４８．５１

挖鞭笋

不挖鞭笋
２．５＜ｄ≤３．０

５０．００ ４８．３０ ４９．３２ ４７．９９ ４９．０６

２８．５７ ２５．３１ ２７．８５ ２６．９４ ２６．４７

４９．６８

２７．０３

挖鞭笋

不挖鞭笋
３．０＜ｄ≤３．５

７．１４ １０．２５ １２．１１ ９．８５ ９．７４

７．１４ １０．２６ ９．２６ ８．３７ ８．５０

９．３５

８．７１

挖鞭笋

不挖鞭笋
ｄ＞３．５

１４．２９ ２１．４５ １１．４０ １５．４３ １４．９１

１４．２９ １８．４６ １４．６１ １６．８８ １４．９８

１１．９７

１５．８４

　 　 １ 代表 １ ９～２．５ ｃｍ；２ 代表 ２ ６～３．０ ｃｍ；３ 代表 ３ １～３．５ ｃｍ；
４ 代表 ３ ６ ｃｍ 以上

图 １　 不同粗度鞭段数量百分比变化

　 　 从表 １ 和图 １ 中清楚看出，竹鞭鞭径为 １ ９ ｃｍ＜ｄ
≤２ ５ ｃｍ 时，鞭段数所占的比例，挖鞭笋的为 ２６ ２９％，
不挖鞭笋的为 ４８ ５１％，挖鞭笋与不挖鞭笋之间的竹鞭

鞭段数减少了 ２２ ２２％，说明在采挖鞭笋时，将细鞭、弱
鞭挖除，会直接造成竹鞭鞭段数的减少。

竹鞭鞭径为 ２ ５ ｃｍ＜ｄ≤３ ０ ｃｍ 时，鞭段数所占

的比例，挖鞭笋比不挖鞭笋之间增加了 ２２ ０３％，说
明在采挖鞭笋时有意识地保留了粗壮的竹鞭，虽然

鞭径为 １ ９ ｃｍ＜ｄ≤２ ５ ｃｍ 的鞭段数减少，但鞭径为

２ ５ ｃｍ＜ｄ≤３ ０ ｃｍ 的鞭段数是增加的，而且增减的

数量基本相同。 究其原因：可能是保留的粗壮竹

鞭，通过鞭笋采挖，促使附近的侧芽很快解除休眠，
刺激其萌发长出 １ 条至数条支鞭，造成了鞭段数量

的增加。 而生发出来的新鞭，与主鞭生长在同样的

立地条件中，其鞭径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加上在

挖掘鞭笋的同时，已将细鞭、弱鞭挖除， 就象对竹鞭

进行“修枝”一样，将这些生发细小竹笋的竹鞭清

除，为新萌发的竹鞭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鞭径≥３ ０ ｃｍ 时，鞭段数所占的比例变化很

小。 这表明≥３ ０ ｃｍ 的鞭径大部分都生长在土层

中，由于挖掘鞭笋不能同采挖冬笋一样，通过追鞭

和全面深翻挖出土层中的竹笋，只能通过寻找土层

表面裂缝来挖掉浮在表层的鞭笋，所以，生长在土

层中的鞭笋不会被挖除，虽然也有小量≥３ ０ ｃｍ 鞭

径的竹鞭，因受生长环境的制约，浮出土层，但在挖

除鞭笋后，及时地进行了埋鞭处理，从而保持了

≥３ ０ ｃｍ鞭径的竹鞭鞭段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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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从采挖鞭笋 ６ ａ 后的地下竹鞭鞭径调查结果表

明，采挖鞭笋后竹鞭鞭径增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

是在采挖鞭笋时，细鞭、弱鞭被挖除，保留了粗壮的

竹鞭，直接提高了整体的竹鞭鞭径粗度；另一方面

是竹鞭鞭径粗度与立地条件、竹鞭在土层中垂直分

布的深度有关，通过人为有意识地将粗壮的浅鞭进

行深埋，对竹鞭鞭径生长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开展鞭笋挖掘经营时，应切实做好细

鞭、弱鞭的挖除和将粗壮的浅鞭进行深埋工作，才
能调控竹鞭生长， 改善竹鞭地下分布， 增加竹鞭的

数量和质量，建立竹林丰产的地下结构，提高产量、
增加经济收入。 否则竹林丰产的地下结构将受到

影响，直接造成竹林群体生产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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