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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竹两用林的建设和抚育管理的探析 

麻汉秋 

（浙江省缙云县东渡林业中心站） 

【摘 要】本文根据作者工作实际情况，对我省笋竹两用林概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提出了“大力发展竹笋用林，

以及抚育管理技术，实现笋竹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带动笋竹基地的建设，提高我省林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笋竹林；基地建设；管理；研究；存在问题；浙江 

1 概况 

全区现已建立千亩笋竹两用林示范基地 23 个，从目前的现状看，大部分的示范基地只是比一般的基地在笋竹产量上、经

营管理水平上略有提高，还算不上是高产示范。使全区的笋竹两用林示范基地能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起到真正的示范作用。 立

地条件是毛竹笋竹两用林高产经营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在现有的毛竹用材林中选择Ⅰ、Ⅱ立地级，交通方便，坡

度平缓，土层深厚，有良好的透水保水能力并有一定的立竹基础的中、低产毛竹用材林，均可通过清理林地，全垦深翻等技术

措施改建为毛竹高产笋竹两用林。 

2 管理 

2.1 新造抚育管理 毛竹栽植后，头 3～4a 需要进行抚育管理。主要是除草松土，适时施肥、护笋养竹。可以耕代抚、搞

林宵间作除草每年需进行两次，第一次在 5～6 月进行。第二次应在 8～9 月完成。抚育要达到消除草荒、松疏土壤的目的。 

2.2 成林抚育管理 

2.2.1 护笋养竹。护笋养竹是提高竹林密度，增加产量的关键措施。做到不挖或少挖鞭笋和冬笋，保护春笋，及时疏除退

笋。鞭笋俗称鞭梢，过度挖掘鞭笋，直接影响新鞭生长，造成出笋量减少，成竹质量差。一般认为冬笋不能成竹，实际上冬笋

是春笋的前身，是竹笋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冬笋是能成竹的，因此要保护冬笋。春笋出土后，林内应禁止放牧。在清明、谷

雨出笋盛期，要及时疏除退笋。退笋明显特征是，早晨笋尖上无“露水”和壳上的毛枯萎。要留空档、林缘笋，以便扩鞭引竹，

要求留 30～50 株 /667m
2
 旺期笋成竹。对挖掘后的笋穴和竹鞭穴要及时填好泥土，避免积水烂鞭，保持母竹旺盛，达到笋竹高

产稳产。笋竹林的建设是以产笋为主，笋竹兼顾，以此提高经济效益，因此，要切实抓好护笋养竹工作。 

2.2.2 劈山清杂。就是砍除竹林内的杂草灌木，并留置于林地腐烂为肥料。目的在于:①减少林地养分和水分的消耗，增加

林地肥力；②消除病虫害的寄生栖息场所，减少病虫害发生。劈山应在 6～7 月进行。这时气温高，湿度大，杂草灌木幼嫩，

易于腐烂。有条件的地方可在 9 月再进一次，见表 1；表 2 

2.2.3 深翻垦复。用锄头在竹林内挖松土壤。目的在于松疏土壤，给竹鞭行龙创造条件，提高竹鞭孕笋量。①垦复时间。

以 7～8 月为佳，俗称“7 月挖金，8 月挖银”；②垦复深度。要求达到 20～30cm 为宜；③垦复要求。挖除林地柴兜、竹兜和

石头，以及死鞭和老鞭。切忌伤害新壮鞭和笋芽。试验证明，垦复可提高新竹量 2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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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适时施肥。毛竹生长快，产量高，每年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养分。为保证两用林稳定、高产，必须适时施肥，补充

土壤养分不足。①施肥时间。每年追施 2 次，第一次在清明前一个月(即 3 月)施笋前肥。第二次是在 9 月施催芽肥；②施肥

量。第一次以化学肥为主。施用尿素 10kg/667m
2
，或碳氨 20kg/667m

2
 及适量磷肥。第二次以有机肥为主。施用土渣肥 

1000kg/667m
2
，或饼肥 50～100kg/667m

2
；③施肥方法。有机肥应以沟肥为主。 

3 几种优良笋用竹 

3.1毛竹 Phyllostachysheterocyclavar.pubescens(Mazel)Ohwi.毛竹又称楠竹、江南竹，具有成林快、产量高、笋材两用

等特点，是我省分布最广、经济价值最大的竹种。毛竹笋可直接食用或加工成罐头、玉兰片、笋干、笋衣等。冬笋比春笋味更

鲜美。毛竹笋用林及笋材两用林经营技术在我省已日臻完善。 

3.2雷竹 PhyllostachyspraecoxC.DchuetC.S.Chao.雷竹别名雷公竹、早竹、早园竹、天雷竹。因其早春打雷即出笋，故名

雷竹。雷竹笋粗壮洁白，甘嫩可口，是一种能提供较多蛋白质的森林蔬菜。雷竹出笋较早，一般在 3 月初。若采用地膜覆盖技

术，春节前就有笋上市。雷竹发笋能力强，产量高，一般经营水平亩产可达 500~1000kg。 

3.3早竹 Phyllostachyspraecoxchuetchao.早竹分布本省江浙一带。 

3.4绿竹 Dedrocalamopsisoldhami(Munro)Kengf.绿竹是我国中南亚热带地区的优良丛生笋用竹种。产量高，每亩可产 1000kg

左右，笋期 7 月至 11 月，绿竹笋营养丰富，质地脆嫩，鲜食味美可口。据绿竹引种试验证实，在极端低温不超过-6℃，1 月份

平均气温 6℃线以南的地区绿竹可规模生产。 

3.5吊丝单竹 Dedrocalamopsisminor(Mcclure.)chiaetFung.吊丝单竹为我国特产的丛生竹种，主要分布两广，吊丝单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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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平均气温 18℃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 7~8℃，极端最低气温不超过-3℃的条件下，正常生产，形成经济产量。 

3.6 麻竹 DedrocalamopsisLatiflorusMuro.麻竹又称六月麻、八月麻。丛生的麻竹分布两广、贵州、台湾及湘南。一般生

于平地、山坡或河岸。笋期 7~10月，笋味鲜甜质优，产量高，为优良笋用竹种。秆材，可用于建筑、编织等。叶大，可作斗笠、

船篷。 

3.7 甜笋竹 PhyllostachyselegansMcClure.甜笋竹原产于江苏、浙江等省，湖南省有零星栽培。秆可作材或用于编织或用

于制作竹器。 

3.8高节竹 PhyllostachysPromineusW.Y.Xiong.高节竹新秆深绿色，无白粉，后绿色。秆环基隆起。 

3.9白哺鸡竹 PhyllostachysdulcisMcClure.白哺鸡竹分布本省浙江，多生于平原村落，笋味鲜美。 

4 竹笋研究和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4.1注重索求，缺乏投入观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竹林 60%以上属粗放经营。 

4.2品种单一，缺乏丰富的优良品种。在积极引进省外、甚至国外优良笋用竹品种的同时，还应积极发展我省优良地方品种

(比如毛竹、方竹、吊丝单竹、小杂竹等)。而且，不要只考虑散生竹，还应兼顾丛生竹(从某种意义上讲，丛生竹的开发潜力优

于散生竹)。其次，将它们进行科学配置，达到周年供笋之目的。 

4.3科技含量不高，缺乏高附加值的笋制品。通常，毛竹笋只加工成笋干、笋罐头和玉兰片。这些粗加工的笋制品，与其说

出售产品，不如说在出售资源。 

4.4 科研与生产切合不深，缺乏样板基地和示范林。我国林业科技工作者经过 10 多年的不懈探索，在笋用竹和竹笋的研究

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见展望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成果、技术及专利束之高阁，对生产实践的贡献率甚低。另外，竹农大

多只从近期利益考虑，任意取笋，不按提供的技术方案去办，这也是我们在从事毛竹笋用林、笋材两用林技术推广中经常遇到

的难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极大多数竹农能自发地进行笋用竹林地的垦覆、修山、留笋养竹、合理施肥等。 

4.5关键技术未获突破，缺乏一支力量强大的科研队伍。八十年代中期，毛竹残林复壮技术推广列为林业部课题，并获林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进入九十年代，课题组陆续就毛竹笋用林、笋材两用林经营技术、小杂竹笋用林经营技术、优良笋用竹引

种、观赏竹繁殖技术、纸浆竹选育、竹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些关键技术，比如原笋

活体保鲜、竹笋精加工、笋用竹遗传改良等等，未能突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竹笋深度开发与利用的突破。这些技术涉

及领域较广，需要多学科的人才联合攻关。 

4.6竹农素质有待提升，缺乏一个垂直的服务体系。毛竹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使广大竹农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接受了毛竹低

产林改造技术，再加上自身在生产实践上积累的经验，已具备了一定的技能。但是若想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撇开

竹农自身的局限性不说，政府应出来积极引导竹农，建全一个垂直的服务体系，包括技术、信息、加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