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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毗邻地区珍稀观赏竹种的调查研究 

赖广辉 ，洪 岩 

(1．安徽省广镗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安徽广德 9422OO；2安徽省宜城地区抹生局，安t宜州 242000) 

摘 要：据多年的调查研究，苏浙垸毗邻地区有 l2种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珍稀竹种。主要报道了这些竹种的分 

布概况、资源蕴藏量以及引种栽培现状，通过对产地气候等生态因子的分析，结合国内一些大地域的自然条件， 

确定了各竹种的适生范围。同时讨论了它们在造园中的应用，提出了若干保护与繁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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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rare ornamental bamboos 

in the contiguous zone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LAI Guang—hui ．HONG Yan 

(1·Guangde Forestry Institute of Anhui r Gu~．gde 242200，China~2 Xuancheng F~estry 

B Anhui，Xuaazhou 242000，Chim ) 

Abstract：Twelve rare bamboos with great ornamental value are discovered from the contiguous zone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118。25 ～120。05 E，3O。17 ～3l。30 N)according to several years investigations．The dis- 

trlbution  and deposits of each species are reported．Through the ana ses climatic factors of the localities，the in— 

troduction range each spe cies is de~rmined． At the same time，the bamboo for landscaping is discussed，and 

SOiTle iTleasures of protection and propagation al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Rare ornamental bamboos；distribution；survey of resources；habitat；the contiguous zone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本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高速 

发展，自然环境 日益恶化，一些大中城市的环境状况 

更是令人堪忧，甚至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境地。因而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城市环境的保护与治 

理，其中增加绿地面积仍不失为重要措施和手段之 

一

。 竹类被誉为“岁寒三友”和“画中四君子”之一，蕴 

藏着独特的绿化价值．特别是那些性状变异奇特而又 

颇富观赏价值的竹种备受人们的青睐，它们在我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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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造园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在庭院绿化配置中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 

平的提高，观赏竹种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与利用。 

苏浙皖毗邻地区 (̈  25 ～120。05 E，30 l7 ～ 

3l。30 N，图 1)位 于刚竹属 (Phyllostachys Sieb．et 

Zucc．)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这里拥有相当丰富 

的竹类资源，特别是散生类竹子，分布广泛、种类繁 

多，其中的一些为本地所特产，因其居群和个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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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分布范围狭窄，甚至个别竹种迄今只发现 10余 

株，显得十分珍贵。这些珍稀竹种或因秆形变异奇特 

或因叶片色泽艳丽多彩，大多可视为观赏之珍品，有 

些还是工艺品之良材，具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是 

本区的一项宝贵的自然资源 然而，由于以往认识不 

足，以及缺乏合理的保护与繁殖措施 ，目前大都处于 

濒危的境地，甚至会有灭绝之虞。为此笔者于1 990～ 

1 995年对产于该区的珍稀观赏竹种进行多次考察， 

图 I 苏浙皖毗邻地区地理位置 

Fig．1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contiguous ZO11e 

of Jiangsu，Zhejiang and Anhuk 

现将结果整理成文，旨在为扩大繁殖和开发利用提供 

参考资料。 

1 珍稀观赏竹种资源概况及其生态 

环境 

1．1资源与居群 况 

据多年的调查采集，苏浙皖毗邻地区有珍稀观赏 

竹种约 12种，其中8种为本区特产，其种名、分布概 

况 及资源蕴藏量详 见表 1。另外，罗汉 竹(Phyl- 

lostachys aurea)、紫竹(Ph．m'gro)、斑竹(Ph bambu 

soides f．1acrima deae)、黄皮绿筋刚竹(Ph．suO hurea 

f．youngli)等传统的观赏竹种以及黄槽 毛竹(Ph． 

edulis f．1uteosulcata)、金 丝 毛 竹 (Ph． edulis f． 

gracilis)、黄条早竹(Ph．praecoy f．aolafa)、黄槽刚竹 

(Ph． ulph“ d f．houzeⅡ∽ )等虽本区亦产，因分 

布较广或观赏价值有限，故未作详细调查。 

表 1中的大部分竹种虽起源于本区，但由于它们 

的生物学特性和适应性不同，其生长表现颇不一致， 

除绿槽 毛竹 (Phyllostachys d妇 f．bicolor)、花 毛竹 

(Ph．edulis f．nabeshi~vana)、花秆 花哺鸡 竹(Ph． 

labrota f．西 r )生长较好外，其余几种生长一 

般或不良。从总的情况看，一方面，它们大都混生于其 

他树种之中，由于居群内的乔木层或 I层不是单纯由 

这些竹种所组成，因此其生长发育和繁殖会或多或少 

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一些居群的龄级结构比较合理， 

尤其是当年生新竹所占比例较大，这将有利于今后的 

繁衍 (表 2)。 

1．2生态环境 

本区荟萃这么多的珍稀观赏竹种，与其独特的地 

理环境息息相关。其北部系宜漂山地之主体，南部属 

天目山、黄山两大山脉中北段，山峦起伏、地势多变， 

中部则为小丘陵岗地，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许 

多剐竹属竹种就可能起源于这里，也分化产生了不少 

珍稀竹种。仅 7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在这一地区发现 

的竹亚科 Bambusoideae新分类群就达 27个之多，其 

中包括一些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竹种。然而，这些珍 

稀观赏竹种的分布范围目前相当狭窄，居群和个体数 

量稀少。据调查分析，造成它们不能广泛传播和散布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 3点：一是人为的破坏作用。如龟 

甲竹(Ph． d“ var．heterocycla)，历史上曾普遍分 

布，本区毛竹(Ph．edulis)林中时常可见，因其竹秆材 

用价值不大，以往竹农常常将它伐除，以至数量越来 

越少。二是自身生物学特性的制约。一些竹种竞争力 

弱，无性繁殖力又差，它们的生长发育往往受到周 

围其他树种的抑制，在群落中通常处于劣势地位，随 

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数量会越来越少，并可能最终被 

淘汰；另一些珍稀竹种如花秆早竹 (Phyllostachys 

praecox f．viridisulcata)、花秆花哺鸡竹、紫槽红壳竹 

(Ph．irldescens f．purpureosulcata)等则可能是近期基 

因产生突变鞭芽个体繁育之结果，显而易见，数量不 

会太多。三是生态环境的强烈限制 。上述竹种的分布 

和现存个体妒量虽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而后 

一

个因素的影响乇L往更为深刻明显，因此，调查它们 

的主要生态因子，掌握和了解各个种的生态学特性， 

则是今后扩大繁殖和引种栽培的基础。由于它们的生 

物学特性各异，其适应的生态环境也不尽相同，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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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态因子中，又以气候因子对它们的生长发育至关 

重要(表 3)。 

2 引种栽培现状及适生范围的划分 

由于以往资源不清，华东地区的一些园林、科研、 

教学单位对本区珍释观赏竹种的利用仅仅局限于少 

数几种上。其他竹种仍无人同津。据近年市场反馈的 

信息表明，各地对龟甲竹的引栽兴趣最高，由于一些 

部门大量购买母竹，致使这一竹种的野生资源几近枯 

竭。为保存这些珍稀竹种资源，位于浙江西北部的安 

裹1 苏浙皖毗邻地区璋稀观赏竹种名录、分布置资霹墓蠢■ 

Table l List，distribution and deposits of rare ornamental bamboos in the contiguous zone of Jiangsu，Zhejiang and Anhui 

(1)摘度分为2级 R-罕见． 儡见；(2)密度分为3级：Od一零星，S稀醢，D一密集；(3)凭证标本均存干安鼍省广穗县林科所竹类标奉室(GDFI)。 
(1)Two grades of{requency：R—rare，( ㈣ si0nal；(2)Three grades 0f density：Od—odd．S- pa工s D d㈣ ；(3)AIltlle voucher speelmetas＆re 

pre~rved in Herbarium of Guangde Forestry Irlstitute，AnhuI(GDFI) 

吉竹种园通过 10余年的努力，前后共引人龟甲竹、花 

毛竹、强竹(Phyllostachys edulls f．obliquinoda)、花秆 

早竹、绿槽刚竹(Ph．sulphurea f．z,qridisulcata)等 5 

种，现已成为国内收集栽培本区观赏竹种最为集中的 

单位。另外，浙江省林科所竹类植物园、安吉县竹子科 

学研究所、安徽省广德县卢村水库、林科所等均保存 

有某一竹种较多的活植株，除个别种生长不良而濒临 

死亡外，一般均能正常发育和繁殖(表4)。 

由于这些珍稀观赏竹种以往所引栽的母竹数量 

有限，在以上栽植地点的发展始终缓慢，J棠广德县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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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观赏拍种的后群结构和生长状况 

Table 2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rowing statHs of the oramental bamboos 

(】)长磬分为 3级：P 较差 N—一般．B一较好 T hT g rades nf gro~ing s 嘧 P p⋯ N—narm~ B-I~tter．(2】零星分布的竹种立竹度不存在 The b日mb s。f 

odd distributon a inexistentin st~king (3)居群中植物代码 c。de of specieslnthe pllptltal c0n 1紫金牛Ardi~'a d；2艾 Artemi
．qa drgyi{3牡 蒿 

Jn 帆 }4短穗竹 Bm l d鲫 一 ；5．茶 Camellia ”；B苜草C,~ex P 7苦储 ( tⅡ呻 sd,roph#lai 8紫掸朴 [ j~iondir r9橱橱 ( 

帅 扣 10黄檀 Dall~rgla  ̂ 11野精 Detgtra,,th~na rndicum{1 2白g-lmpera~a cylindrica～  ；l3老鸦柿 Di~pyros r 硼rⅢ  14崩叶箬 

竹 IndoeaI~ ustatifolius#15生缘叶马兰 K~Iimer&integrifolia；】6红果钓樟 Liadera erylhr~arp：l 7．山胡椒 L ghuc~；18山姜 L reⅡexaIt9．红脒钓樟 L 

ru T2O-枫香 Liqui~ har{cam~ na~2L 演竹 叶 L~hatherum graci~e 22 吊 章 Lorope~alum ch[nensef23．芒 M 蝴 Ⅱthus sinensi #2{
． 南 天竹 N~dina 

dorae~ica；25·毛竹 Phyll~tachys edulisi 26盘笪毛竹Ph edulis gracilis；27花哺鸡 Ph dabH【⋯28水竹Ph．hete~ Iada；29红壳竹 ph irlde珊ns；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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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竹 Ph．p⋯ ， pr⋯ nallsj 31早熟禾 Po⋯ nu 32．青阿Quercus glauca~33杜鹃 Rhododena．oo simsii~34．寒莓 Rubus b啪 gent35·山莓R·co．hod— 

fd ；36．掌叶悬钩子 R．chi~ii}397术莓 R mh吣 ； 8．太 月雪 s⋯ f I l 39．菝羹 s x ch }40 光叶菝奠 S gLah 41·四IlI山矾 S~mplocos 

set hu s ；42 Vaccinlum bracteatum． 

袁 3 苏浙皖毗邻地区不同地点气候条件 

Tabk 3 Climatic conditions of difference places in the corltiguous gone of Jiangsu，Zhejlang and Anhui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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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水库和安吉竹种园曾分别对外提供极少量的龟甲 

竹和花秆早竹母竹外，其余竹种仍处于保护繁殖阶 

段 。 

根据各竹种原产地的生态环境，结合国内一些大 

地域的自然条件 ，可将它们的适生范围划分为 4 

种类型 ，即：(1)最适发展区：指生长繁殖与起 源中心 

几无差别的区域。本区内值得大力推广栽培，可建立 

一 定规模的母竹生产基地，提供优质母竹。(2)较适发 

展区：指生长发育虽逊于原产地，但越冬和自然发笋 

成竹仍属正常的区域。本区内可选择有利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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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栽植，一般不提倡大规模引种。(3)可能引种区： 

指自然条件与原产地虽有较大差别，但引种可望成活 

并具有一定的保存率，越冬虽有冻害．地上部分并不 

全部死亡，翌年仍可发笋成竹的区域。本区内应首先 

少量引入进行栽培试验，待成功后再推而广之。(4)不 

宜引种区：指某竹种完全不能生存的区域。本区内应 

表 6 珍稀观赏竹种的主要形态特征、观赏价值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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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引种(表 5)。 

3 珍稀观赏竹种的观赏价值与用途 

因各竹种的形态特征和生长特性不同，其利用价 

值各异 ，除具有较高的观赏情值这一共同性质 

外，有些竹种因秆形变异奇特、笋味鲜美可口，还兼有 

工艺或笋用价值，各竹种区别如下(表 6) 

4 珍稀观赏竹种的保护与繁殖描施 

(1)上述竹种由于数量稀少，应禁止任何单位和 

牧，平时应注意防火、防病虫危害，如属特殊需要，须 

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 批准后方可采伐或移植。花秆 

金丝毛竹 (Phyllostachys edulis f．venusta)、花秆早竹、 

花秆花哺鸡竹、花秆刚竹、紫槽红壳竹、黄条阔叶箬竹 

(Indocalamus latifolius f．flavistrlotus)的等虽都为种 

下等级，但就其现存数量及分布范围而言，远远小于 

目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短穗竹(Brachystac~ yum 

densiftorum)和筇竹(Qiongzhuea tumidtnoda)，也比其 

他不少保护对象更为稀有珍贵，呼吁尽快列人省级保 

护植物名录加以重点保护，使之得以不断繁衍。 

(2)应在近 1～2 a内清除其居群内及其四周的 

个人砍伐或任意出售母竹，出笋成竹期间严禁人内放 其他树种或杂灌，深挖垦覆，施人适量 N肥，逐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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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扩鞭、引鞭，以增加其居群中的个体数量。 

(3)竹类植物大都可通过移植母竹进行无性繁 

殖，上述珍稀观赏竹种也不例外 应将历年所繁衍的 

小径竹株(胸径 3 cm以下者)引入山下缓地或空闲地 

带栽植，可按照笋用林的技术措施经营管理(但不可 

过度挖笋)，逐渐建成种源基地 移植母竹应在春季 2 
～ 3月或梅雨季节进行，通过多年的试验证实，分别 

以移栽头年幼竹和当年新竹为佳。 

(4)可首先收集上述 10余个竹种集中栽植，再逐 

年引入适宜本区生长发育的其他珍稀观赏竹种(约 

30～40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最终建成适当规模 

(3～4 hm )的珍稀观赏竹种收集园，但事先应设置好 

种间隔离带，防止竹鞭相互穿插。地址可选在广德县 

林科所或安吉竹种园，它的建立，既有利于物种基因 

资源的保存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为生产、科研提 

供了基地，可谓一举数得。 

(5)积极开展以上珍稀观赏竹种的生物学及生态 

学特性的研究，掌握其生长发育的规律及其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为今后的繁殖、引种驯化、经营管理以 

及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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