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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怀集茶秆竹生物学特牲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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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学院林学系 )

许 本 立

(怀集县林业局 )

一
、

概 述

广东省怀集县的茶秆竹是我国特产的珍贵竹种之一
,

竹秆通直
,

节平
,

壁厚 挤
`

光滑
,

坚韧
,

材质优良
,

可制各种竹器家具
、

雕刻装饰
、

钓鱼竿
、

滑

雪杖
、

旗竿
、

篱笆等
。

在竹类中竹材纤维含量最高
,

占53
.

2 % 〔6〕,

适于造纸

和制人造丝浆
。

竹秆用细沙除垢后
,

称
“

沙白竹
” ,

呈象牙色
,

具光泽
,

不易

虫蛀
,

不易干裂
,

经久耐用
,

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

我国出口茶秆竹已有

百余年历史
,

远销欧美和东南亚三十多个国家 〔’ ]
。

对子茶秆竹的研究
,

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
,

美国植物学家 M c lC ur
e 曾

到绥江流域考察
,

对茶秆竹作了命名
。

全国解放后
,

耿以礼 ( 1 9 5 6) 〔’ 〕、

何天相

( 1 9 5 9 ) [“ ]
、

李正理 ( 2 9 6 2 ) [“ ]
、

李新时 ( 1 9 6 3 ) [ 4〕、

朱惠方 ( 1 9 6 4 ) [“ 〕等曾分另xl对

它的分类
、

纤维
、

竹材结构和化学性质等作过研究
。

七十年代初
,

南京林产

工业学院竹类研究室对茶秆竹进行过引种试验 [ ’ 〕
`

〔8 〕。

但长期以来
,

茶 秆 竹

扩大栽培的发展速度较慢
,

人工造林的成效较低
,

对它的生物学
、

生态学研

究报导甚少
,

为此
,

我们于 19 6 4一 1 9 6 5年和 1 9 8 1一 19 8 2年先后在茶秆竹的主

要产地— 广东省怀集县进行了专门观察
,

初步摸清了茶秆竹的种类
、

形态

特征
、

适生条件等
,

对茶杆竹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观察
,

特别是

各种立地条件对竹鞭
、

竹笋
、

幼竹以及成竹生长的影响作了调查分析
,

这为

扩大引种栽培和合理经营提供科学依据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意义
。

二
、

种类分布和形态显微结构

(一 ) 种类分布 目前我国茶秆竹 属植 物 计 有 6 种 [ 6川
’ 。

!
,

即 茶 杆 竹

〔p s e u d o s a s a a m a b i l i s (M
e Cl u r e

) K e n g f
.

〕
,

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湖南
;
托竹

参加本项研究外业调查和实验工作的有
:

徐鸿华
、

叶淡元
、

徐灶伦
、

陈锦庭
、

冯敬全
、

罗东才

和张坤洪等同志
。
承蒙徐燕千教授审阅论文初稿

,

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



2期 徐英宝等
:

广东怀集茶秆竹生物学特性的初步研究 9 4

〔 P
.

C a n t oriM (
un r o) K eng f

.

〕
,

分 布 于 广 东
、

香 港 ; 矢 竹 〔P
.

j a p o n i e a

( Si
e b o ld & Z u e e a r i n i ) M a k i n o 〕

,

原产日本
,

我国引种栽培 ; 毛花茶秆竹仁P
。

p u b i f l o r a
( K

e n g ) K e n g f
.

〕
,

分布于广东 ; 广竹 ( P
.

l o n g il i g u la W e n )
,

分布

于广西 ; 面秆竹 ( P
. o r t h o t r o p a C h e n e t W

e n )
,

分布于福建
、

浙江
。

茶秆竹主要产于广东
、

广西和湖南三省 ( 区 )相邻的丘陵河谷地带
,

集中

分布于广东的绥江流域
,

包括怀集
、

广宁
、

连县
、

封开等地
。

截至 19 8 1年底
,

怀集县有茶秆竹林面积 1
.

34 万公顷 (见表 1 )
,

其中县东南的中心产区占绝大

部分 ( 9 2
.

3% )
,

而多年来新 引种区的造林面积并不大
,

仅占 4
.

2 %
。

垂直 分

布多在海拔 6 00 米以下
,

但在县北面的石羊顶垂直分布达到海拔 8 00 米
。

表 1 怀 集 县 的 茶 秆 竹 分 布 状 况

边 缘 区
产区和地名

中 心 区 新 引 种 区

坳仔 !大坑山 }永 固 } 闸岗 }幸福 附城 } 甘洒 }凤岗 诗洞 }连麦

面积 (公顷 ) 5 0 0 5
.

4一36 4 5
.

7 }2 0 5 1
.

5}1 56 9
.

1 11 3 7 2
.

5

洽水
}
中洲

3 3 3一

1
1 1一

3 9 6
.

8 } 2 06
.

0 } 7 1
.

14
.

7 」 0
.

2

通过调查和初步鉴定
,

怀集县的茶秆竹有 3 个变种
,

即正种茶秆竹 v( ar
.

a m a b i l i s )
、

铁厘茶秆竹 (
v a r 、 f e r r e a H s u e t X u

) 和白水茶秆竹 (
v a r .

P e s h u i e n s i s

H su
e t X u)

,

它们之间的识别要点及分布状况见表 2
。

(二 ) 竹材显微结构 在显微镜下
,

茶秆竹竹材中段的横切面主要 由表

皮细胞
、

维管束
、

基本组织等构成
。

维管束之间由薄壁细胞相隔
,

维管束内

两个导管分子几乎位于中央的两侧
,

并与原生木质部及韧皮部排列成四菱形

(图 1一 l 一 3 )
。

基本组织由薄壁细胞形成
,

分布在维管束之间和 靠 近 髓

部
。

茶秆竹薄壁细胞间隙致密
,

形状近似稳固的六边形
,

胞壁较厚 , 铁厘茶

秆竹的薄壁细胞形状与前者相似
,

但胞壁较薄 ; 白水茶秆竹薄壁细胞排列松

散
,

胞间隙较大
,

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形 (图 1一 10 ~ 12 )
。

根据测定
,

茶秆竹的维管束密度最小 ( 3 2 0个 /厘米
2

)
,

铁厘茶秆竹居 中

( 3 4 9个 /厘米
“
)

,

白水茶秆竹最大 ( 36 Q个 /厘米
2
)

。

同时
,

同一竹种的维管束

密度随秆高增高而增大
,

如正种茶秆竹基部为 2 60 个 /厘米
“ ,

中部 32 6 个 /厘

米
“ ,

梢部 4 06 个 /厘米
2 。

维管束的纤维细胞构成维管束纤维帽
,

内缘维管束的内
、

外纤维帽相差

不大
,

而靠近外缘纤维帽的外方明显小于内方 (图 1一 4~ 6和表 3 )
。

从表 3

可知
,

不同种的茶秆竹维管束大小
、

导管分子直径以及内
、

外纤维帽之比等

都有一定的差异
,

这些内部结构变化正反映出各变种的材质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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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怀集县的各种茶秆竹形态特征及分布状况

正 种 茶 秆 竹 铁 厘 茶 秆 竹 自 水 茶 秆 竹目一仟

秆

秆 高 达 3 1米
,

胸径 8 厘

米
,

壁厚 1
.

0 厘米
,

秆梢直

立
,

节间长 35 一巧 厘米
。

秆高 7 米以下
,

胸径 4 厘

米
,

壁厚 0
.

8 厘米
,

秆梢略

下垂
,

节间长 3 0厘米
,

秆环

稍隆起成环状
。

葬叶长度等于捧鞘的二分

之一
。

算叶长度等于筹鞘的三 分

之一
。

秆高 8 米左右
,

胸径 6 厘

米
,

壁厚 o
.

6 )更米
,

秆 梢下

垂明显
,

节间长 3 5厘 米
,

一

般具秆环
,

但径粗在2
.

8厘米

以 上的公父竹
,

却无秆环
。

在秆第六
、

七 节位上 的葬

叶长 度与葬鞘长度相等
。

4一 8片
,

着生枝端
,

一般

多是 8 片
,

长 17 一 37 厘米
,

宽 1
.

2一 3
.

5厘米
。

3一 6片
,

着生 枝端
,

一般

多 6 片
,

长 3 0厘米
,

宽 3 厘

米
。

3一 8片
,

着生枝端
,

一般

多 3一 4) }
` ,

长 15 一 3 1厘米
,

宽 2
.

2一 3 2厘米
。

高度中等
,

在秆 的 7 一 11

节位
,

枝秆夹 角 10 一巧
“ ,

分枝长 3 5厘米
。

高度较低
,

在秆的 6一 7节

位
,

枝秆夹 角 15 一 30
。 ,

分

枝长 4 0厘米
。

高度较低
,

多在秆的第 7

节位
,

枝秆夹 角 ) 切
。 ,

分

枝长 50 厘米
。

竹材厚
,

坚韧不易断
。

特别坚韧
,

屈曲成圆环状

亦不断裂
。

, : ·

、 二
} 主要在坳仔

、

幸福
、

大坑 { 主要分布在坳仔公社璃玻

刃 门 IJ 从 { }

{ 山
、

闸 岗
、

永固等社 场
,

约 ! 大队石角冲
,

切余亩
。

面 积 {
。 ,

二 * 一
_ ` : _ 、

犷 卫川
。 L . L ` , , 、 一

卜
` 一 , J

一

竹村较薄
,

弯曲易断
,

且

断 口 较平
。

主要分布在洽水公社白水

大队
,

约 5 0 0 0亩
。

表 3 各种茶秆竹 (中段横切面 )的竹材显微结构比较
*

单位
:

微米

竹 种
里望11些

一

…进 竺夕
长 { 宽 { 长 ! 宽

外 缘 维 管 束

外纤维帽 /内纤维帽

8 16

5 4 4

6 1 0

5 40

3 82

4 25

.

3
: 1

2 5
: 1

4 0
: 1

洲诺墨
一

…蜀橇
一

骂…:您…::
川101川州l42121 14正种茶秆竹

铁厘茶秆竹

白水茶秆竹 2 1
.

0 } 1 4

测定方法是用材料长 2 一 3 厘米
,

宽 1
.

5厘米
,

在加有 98 %甘油和 蚝% 酒精 的沸水中浸 1 2小

时以上
,

然后用切片机
,

结合徒手切片
,

并用番红 染色
,

制成永久片
,

在显微镜 下
,

用测微

尺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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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怀集县茶秆竹三个变种竹材显微结构特征 比较
1 一 3

:

4 一 6 :

7 一 9 ,

1 0一 12
1

竹秆中段横切面全形
。 2 5 x 1

.

正种茶秆竹 ; 2
.

铁厘茶秆竹 , 3
.

白

水茶秆竹

竹秆中段维管束横断 面
,

示维管束形状
、

导管分子
、

内外方纤维帽
。

7 5 X

4
.

正种茶秆竹 ; 5
.

铁厘茶秆竹 , 6
.

白水茶秆竹
。

竹秆中段薄壁细胞横切面
,

示薄壁细胞排列和直径
。 1 5O x

7
.

正种茶秆竹 , 8
.

铁厘茶秆竹
, 9

.

白水茶秆竹
。

竹秆中段纤维细胞横切面
,

示纤维细胞径及胞壁厚度
。

3 0 0 x

10
.

正种茶秆竹 , 1 1
.

铁 厘茶秆竹 ; 12
.

白水茶秆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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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适 生条 件

(一) 气侯 调 查 地 区 位 于 北 纬3 2
0

3 5
,

一 2 4
”
2 5 ` ,

东经 1 1 2
0

2 5 ,

一

1 12
“

30
` ,

气候属中亚热带到南亚热带过渡类型
,

年平均温 度 2 0
.

8℃
,

年 雨

量 1 7 5 3
.

8毫米
。

表 4 是怀集县茶秆竹的几个主要产区的气候情况 [ ’ ` 〕。 由表 4

可见
,

茶秆竹分布区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多湿
,

旱雨季明显
,

霜期短
,

光照足
,

绝对最高温度 3 8
。

7℃
,

绝对最低温度 一 1
.

9℃
,

局部偶有冰冻
。

但茶秆 竹 对

气候适应性较强
,

目前引种到浙江杭州
、

江苏南京
、

宜兴
、

句容
,

在 一 7 ℃

低温下安全越冬
,

引种至山西夏县
,

在 一 13 ℃低温下仍能成活 vL]
。

表 4 怀集县茶杆竹几个主要分布点的气侯资料

蒸量年发总量年雨

儡
·

…卿蚁艇{
一

露翻月翻翻

年有霜

日 数

(天 )

4 一 9

月雨量

(毫米 )

年降雨

日 数

(天 )

11
。

1

11
。

6

15
.

2

(毫米 )

1 7 80
.

4

1 54 0
.

4

2 2 4 5
.

3

(毫米 )

}
年 日照

…时
`

数

} ( 小时 )

1 3 7 5
.

3

1 1 9 9
.

6

1 3 6 4
。

2

17 2
.

2

1 6 5
。

1

1 7 6
.

5

1 3 9 3
。

0

1 5 86
.

0

1 3 9 7
.

0

1 84 3
.

8

1 6 70
.

0

1 5 7 9
.

2

(二 ) 土壤 从怀集县茶秆 竹 林 分的 土壤剖面特点 (表 5 )和土壤 特 征

(表 6 )可知
,

茶秆竹最适生的土壤条件是
:
土层深厚

,

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和

矿质营养
,

碳氮比较窄
,

有良好的机械组成和物理性状 (如孔隙性
、

透气性
、

持水力
、

吸收能力等 )的沙质壤土
,

呈酸性反应
, p H 值 为 4

.

5一 6
.

5
。

过 于

干燥的山顶
、

山脊和石灰质土以及低洼积水地带都没有茶秆竹的生长
。

表 5 茶 秆 竹 林分 的 土 壤 剖 面 特 点

土 壤 名 称 土 壤 剖 面 情 况

赤 红 壤

残落层 ( A
。 ) 较厚

,
2一 4 厘米 , 腐殖质层 ( A

, ) 2 厘米
,

分解 良好 ,

表土层 ( A
Z )厚达 42 厘米 , 淋溶层 ( B ) 12 一18 厘米

。

土层厚度 10 。厘

米以上
,

石砾含量少
。

{ {
残落层 ( A 。 , , 一 “ 厘米 ; 腐殖质层 ( A l , 。

·

5一 ,
·

“ 厘米
,

分解 “ 好 ,

花 岗 岩
{
赤 红 壤

{
表土层 (A

, ’ 30 厘米 , 淋溶层 (均 14 一 16 厘米
。

土层 厚 度 8。一 100
} } 厘米

,

石砾含量较少
。

二 ……
残落层 ( A 。

)0 一 4厘米 , 腐殖 质 层 ( A 工 )1
.

。厘米
,

分解 好 , 表 土 层

( A
Z ) 2 5一 3 0厘米 ,

淋溶层 ( B ) 15一 1 7厘米
。

土层厚度 7 0一 50厘米
,

石砾含量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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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怀集县茶杆竹林分的土滚特征

调 查 地 点 母 岩
容 重

(克 /厘米 3 )

结 构 性 (% )孔 隙 性 (% )

土 壤 质 地
3一 1毫米 < 1毫米 总 毛管孔

砂页 岩岩
坳 仔

,

璃玻 ::::
37

。

9 6

2 9
.

7 0 :::: :;::
中维土一重壤土

同 上

诗洞
,

实源 花 岗岩 0
。

9 7 4 4
,

9 0 53
.

0 3 2
.

8 重 壤 土

幸 福
,

眉田 页 岩 0
.

9 0 5 7
.

1 0 3 9
.

0 3 2
.

7 中 壤 土

洽水
,

白水 花岗岩 1
。

0 4 5 1
。

1 0 } 3 4
。

7 3 4
.

0 轻壤土一中壤土

续表 6

, 3毫米 }毛管持水量…有 机 质 }全 氮 量 }
_

_ _

}
p H } 速效养分 ( p pm )

石砾 占土体 } { } } C /N }

—
!

—
% }

`% ,
1

(% ,
}

`% , } ! H Z O
{

K C` } p I K

元 i 厂兹歹
一

〕 :
,

2 6 } 。
.

1 8 :
! 。

.

:
J 飞了 J 3

,

S
J

:
.

5:
! 飞i万

一

{
“ 9

·

7
}

“
·

2 3
}

“
·

1 46 } ”
·

4
}

峨
·

6
}

“
·

5

{
“

·

4 7 }

一翻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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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生长发育过程

(一 ) 竹鞭和竹根生长

茶秆竹地下茎为复轴混生型
,

既有横走竹鞭上的芽
,

生长成新 竹 或 新

鞭
,

又有秆基上的芽
,

发育成新竹或新鞭
。

地下茎生长有大小年之分
,

大年

发笋
,

小年长鞭 (俗称
“

行龙
”
)

。

有些文献 I已〕
`

〔 7〕称
,

竹鞭生长是夏季 开 始
,

这不够全面
,

根据我们定位观测 (表 7 )表 明
,

事实上
,

鞭梢断头附近的芽于

1 月上旬萌发新鞭
,

经过 90 一 1 10 天
,

首先完成新鞭的径向生长
,

这期间
,

鞭

表 , 茶秆竹竹鞭径向生长观测 (时间
: : 9“ 年卜 6月 )

观 察 竹 株 号

竹鞭径向生长始止期
l 月 5 日

一 4 月 2 5日

1月 1 5日

一 4月 15日

1月 5 日

一 3月 1 5日

1月 5 日

一 4月 2 5日

1月 5 日

* 4询 5 目

天 数 ( 日 )

竹鞭直径生长量 (厘米 )

竹鞭长度生长量 (厘米 )

9 0

0
.

6

7

:
.

` 1 1 0

0
.

5 …
.

’

:
一

}
月

` 二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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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长度生长几乎停滞 或伸长极少
,

夏季以后
,

才又行鞭
, 8一 g 月生长 速

度 最 快
,

入冬 后 逐渐缓慢
,

直至萎缩断脱
。

竹鞭具有强大的横 向 生 长 优

势
,

横走竹鞭量多质好
,

而入山出山的竹鞭量少质差
。

1 ~ 3 年生竹鞭生活

力最强
, 4 年生以上基本失去萌发能力

。

在不同的立地和经营条件下
,

竹鞭生长状况是不一样的 (见表 8 )
。

竹鞭

分布深度不因土层深度增加而加深
,

一般分布不深
,

多在 20 厘米左右的表土

层
,

但在土壤深厚
、

疏松
、

肥沃的山谷
、

山下坡
,

鞭根入土较浅
,

且鞭茎大
,

鞭节长
,

起伏变化小 ; 在土层较薄的山上部或山脊
,

分布较深
,

且鞭茎小
,

鞭节短
,

起伏变化大
。

表 8 立地条件对茶秆竹竹鞭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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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秆竹根系有两种类型
:

一是从竹秆基部根眼上长出的轮生成层根系
,

一般有 7一 n 轮
,

仅 2 一 3节不生根
,

但有笋芽或鞭芽
。

每 轮 生 根 30 一40

条
,

长达 60 厘米
,

分布深度 3 一 15 厘米
,

根上没有次生根
,

待竹笋一幼竹高

生长结束后才出次生根 (须根 ) ; 二是从鞭茎上生长的放射状根系
,

根长达 40

厘米
,

分布深度 5一 2 5厘米
,

生长中
、

后期才出现次生根
。

(二 ) 竹笋及幼竹 生长

1
.

竹笋的形成和出土 在怀集地区茶秆竹鞭上的笋芽
,

从发育分化到逐

渐膨大出土
,

一般从 12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为止
,

历时 90 一 1 10 天
。

出笋 期 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
,

持续 20 一 25 天
。

同一地方
,

林缘要比林分 内 出 笋 早

7 一 1 0天
。

2
.

竹笋— 幼竹的生长 通过 1 9 6 5年 3一 6 月对茶秆竹林缘和林内30 株

竹笋出土后的逐日定位生长观测材料 (表 9 和表 1 0 ) 能够看出以下两点
: ①竹

笋出土后
,

在高生长的前期
,

幼竹地径仍有增粗现象
。

在林缘
,

幼竹从出土

到增粗停止
,

历时 15 ~ 27 天
,

一般 20 天左右
,

这期间地径生长量平均增加 1

厘米
,

最少 0
.

3厘米
,

最多 1
.

7厘米 ; 在林分内
,

地径生长终止期比林缘短
,

仅需10 天左右
。

在林内地径增粗亦不多
,

平均 0
.

巧厘米
,

最少 0
.

1 厘 米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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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0
.

8 厘米
。

② 在 林缘
,

竹笋出土至幼竹高生长结束
,

需要 28 一打天
,

多数

在 4 0天以上
,

而在林分内完成高生长期需要 35 天左右
,

比林缘缩短约 5天
。

竹笋出土后
,

自基部节间开始
,

由下而上
,

按慢一快~ 慢的生长规律
,

逐节延伸
,

推移前进
。

根据生长速度差异
,

幼竹高生长阶段可分为初期
、

上

升期
、

盛期
、

末期四个时期 (图 2 )
。

表 9 茶秆竹竹笋一一幼竹的生长 (林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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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0 茶秆竹竹笋— 幼竹的生长 (林分内 )

竹 笋笋 新 竹
共计天数

出土期
(月

、
日 )

高 度
(厘米 )

地 径
(厘米 )

生长终止期
(月

、
日 )

高 度
(厘米 )

地 径
(厘米 )

总生长量

(厘米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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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0 5
.

2 5 3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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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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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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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 化 期期 萌动期期 初 期期 上升期期 盛 期期 末 期期

初 期
:

上升期
:

盛 期
:

末 期
:

图 2 茶秆竹竹笋生长规律示意图

生长缓慢
,

每日生长量 1一 4 厘米
,

约 12 一 15 天 ;

生长加快
, 5 一20 厘米

,

约 5 一 7 天 ;

生长达高峰
,

11 一50 厘米
,

约 10 一 12 天 ;

生长减慢
,

10 一 20 厘米以下
,

10 天左右 ; 笋莽大部或全部脱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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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枝开始生长
。

幼竹放叶期在出笋后40 一50 天
,

而父竹换新叶是隔年一次
,

在清明出笋期

前后
,

公竹一般不出新叶
,

枝上老叶全部枯死脱落约需 7 一 8 年时间
。

3
.

竹笋和幼竹生长的气侯条件 1 9 6 5年 1一6月在怀集坳仔茶秆竹林观

测的气象资料 (表 1 1) 表明
,

适 宜竹笋地下生长的气温和土壤温度为16 一18 ℃ ;

4 月份气温
、

土温都达到20 ℃ 以上
,

并雨量丰沛
,

最适于出笋和幼竹初期生

长 ; 5 月份气温和土温达到 25 ℃左右
,

雨量亦多
,

幼竹生长达到高峰 ; 随后

温度进一步增大
,

茶秆竹进入枝叶分生和成竹的干材生长了
。

表 11 茶秆竹竹笋和幼竹生长的气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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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滩一阳é四一仲片一决麟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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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米处 )

地温 (℃ ) ( O厘米处 )

土温 (℃ )

深 5 厘米处

深 10 厘米处

深 15 厘米处

降 雨 量 (毫米 )

;;;: {::: ;::::: ::{:::
一一 一一}}} } lll

111 8
.

777 1 8
。

999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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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 8
。

444 2 0
。

ggg

111 7
.

999 1 8
。

000 2 1
。

111

…
2 7

} ::
{

2 2。

4
.

母竹林分对竹笋和幼竹生长的影响 单位面积上的母竹林分状 况 对

出笋和幼竹生长都有密切关系 (表 12 )
。

从表 12 可见
,

母竹林分密度越大
,

则

出笋量越少 ; 同时
,

母竹生长好
,

生命力强
,

贮藏养分多
,

则竹笋质量亦好
。

表 12 茶秆竹母竹林对出笋和幼竹生长的影响

卜̀卜盆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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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十一nU勺̀J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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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地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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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
_

乙
。

…
3 3

。

5

2 5 7
.

7

3 5 6
。

9

(三 ) 成竹 生长

幼竹秆形生长结束后
,

其高度
、

粗度和体积不再有什么变化
,

而转入材

质生长阶段
。

1一 2 年生的成竹为幼龄竹
,

亦称子竹
,

秆呈青绿色
,

并被蜡

质褐色条纹
, 3一 4 年生竹为壮龄竹

,

亦称父竹 ; 大于 5 年生竹为老龄竹
,

秆呈灰黄色
,

密被蜡质花纹
,

其枝开叉下垂
。

随着竹株年龄增大
,

林分地下
、

地上相连一体
,

竹株间对营养 空 间竞

争
,

致使竹林分化明显
,

因而在中等立地上的
、

正常经营的竹林株数符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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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节律 ( 图 3)
。

一般中径竹 ( 2 一 5 厘米 ) 占大多数 ( 7 5一0 % 9)
,

而小径

竹 ( < 1
.

9厘米 )占 6一 15 %
,

大径竹 ( > 5 厘米 )占 4 一 8 %
。

株数

(% )

3 0

25

2 O

l 5

2 6
。

0

10

1 6
。

2
18

。

2

15
。

0

。
·

7
1

5
.

3

1
“ · 。 7

一

7

礴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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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

5 2
.

0

图 3

2
.

5 3
.

0 3
.

5 4
.

0 4
.

5 5
.

0 5
.

5

出

一
, 刃 , , ,

直径 (厘米 )

茶秆竹株数按径阶分布节律

在合理经营情况下
,

不同的立地条件对茶秆竹林分的密度
、

高粗生长以

及同一径阶的竹高生长均有一定的影响 (表 13 )
。

从表招可见
,

竹 林 部 位不

同
,

则同一径阶的竹高生长亦不同
; 同时

,

经营措施 (如施肥 )能提高 各径阶

的竹高
。

表 1 3 立地条件对茶秆竹成竹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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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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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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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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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2

1 0 38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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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江河畔的
“

沙自竹
”

加工制作场

( 怀集
.

坳仔 )

4

怀集县坳仔公社璃玻

大队茶秆竹林分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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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结与讨论

1
.

怀集县的茶秆竹资源丰富
,

材质优良
,

经济价值很高
。

根据外部形态

和显微结构上的差异
,

该县的茶秆竹初步确定为 3 个变种
:

正种茶秆竹
、

铁

厘茶秆竹和白水茶秆竹
,

以正种茶秆竹分布面积最大
。

2
.

在怀集坳仔地区
,

茶秆竹直径生长需要 100 一 1 20 天
,

竹高生长 35 一45

天
;
高生长阶段按生长速度分为初期 ( 12 一15 天 )

、

上升期 ( 5 一 7 天 )
、

盛期

(9 一12 天 )
、

末期 ( 9 一 n 天 ) ; 4年以上进入材质稳定期
。

3
.

茶秆竹适生的立地条件是高温多湿
、

旱雨期分明
、

无霜期 长
、

光 照

充足的亚热带气候以及发育于页岩
、

砂岩
、

花岗岩的深厚
、

疏松
、

湿润
、

有

机质和矿质丰富
、

酸性的赤红壤
。

但茶秆竹适应性较强
,

在远离自然分布区

的江
、

浙一带
,

也有引种成功的事例
。

4
.

茶秆竹是我国传统外贸产品
,

在 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
,

国内市场尚未

开辟
, “
迄今尚找不到什么东西能够取代茶秆竹

” 〔’ 。了,

因此
,

今后 应大 力开

展茶秆竹的选育种工作
,

深入研究它的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
,

积极扩大栽培

和引种
,

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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