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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研究 了 8 种覆 盖物对林地土壤温度的调沛夕和对雷竹林笋期
、

笋产量

及竹林经济收益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8 种覆盖物均提高了林地土壤温度
,

提早了始笋期
,

延长了产笋

期
,

增加了竹林的笋产量与产值
。

经综合评定
,

碧糠覆盖为最佳处理
,

与对照相 比
,

其试验林地表层

土壤 (0 ~ 2 5 o m )温度提高 3
.

83 ℃
,

始笋期提早 4l d
,

笋期延长 40 d
,

产量
、

产值和纯收益分别增长

2 9
.

4 %
、

2 7 0
.

3 % 和 3 1 0
.

2 %
。

关键词 林地覆盖
、

雷竹林
、

笋期
、

笋产量
、

经济效益

雷竹 (p 勺“os t o c

勺
: Pra ec ox C h u e t Ch a 。 )是我 国著名的优良笋用竹种

,

具有成林快
、

出笋

早
、

笋肉鲜嫩
、

经济效益高等优点
。

除主产区浙江临安
、

余杭
、

德清等外
,

华东其它省份也大量引

种 [l.
’〕,

使雷竹笋用林面积迅速扩大
,

仅浙江省已超过 7 0 00 h m
Z 。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

林地覆

盖是雷竹早产高效栽培技术的重要措施
。

本文试图探讨多种林地覆盖物对雷竹林笋生产的影

响
。

这对于实现雷竹林分集约经营
,

提高其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地概况

研究共设 3 个试验点
,

分置于浙江省慈溪市呜鹤镇
、

余姚市三七市镇及奉化市躁驻 乡
,

各

试点年平均降雨量 1 4 0 0一 1 5 0 0 m m
,

年平均气温 1 6
.

1
一

6
.

s C
,

坡度 。一 6
。 ,

海拔 1 5一 7 1

m 黄红土壤类型
,

林分密度 1
.

3 一 1
.

8 万株 /h m
Z 。

L Z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阁
,

一地设一区组共 3 个区组
,

每区组包括 8 种覆盖物 (处理 )和一个对

照 (不覆盖 )
,

每样地面积 3 0 m
, 。

于 1 9 9 2
、

1 9 9 3 年冬季连续进行覆盖
,

厚度 为 2 5 一 3 0 e m
。

于

1 9 9 2一 1 9 9 4 年 12 月下旬至 3 月底隔 日定时用直角钢管地温表测定林地表层 1 0
、

20
、

25 Cm 处

的土温
,

同时调查
、

采挖并记载笋数量
、

重量及销售价格
,

以两年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覆盖物对土壤温度的调节

覆盖使林地表层土壤温度有所提高
,

但是覆盖物不同
,

增温效果不一 (表 1 )
。

碧糠
、

竹叶
、

19 9 4一0 7一 13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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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覆盖增温幅度较大
,

10
、

20
、

25
c m 处增温平均值分别达 3

.

8 3
、

1
.

73 5
.

33 ℃
。

不同月份相

比
,

各种覆盖均 以 12 月下旬和 1 月份时增温效果最佳
。

土壤温度的提高及月较差的减小有利

于竹林提早出笋
、

增加早期笋的产量比例
、

延长产笋期
。

表 1 (单位
:
℃ )

覆盖物
土层

(e m )

1 2 月 (下旬 )

覆盖物对林地土壤的增温效果

1 月 2 月 3 月

土 温 与 CK 差 土温 与 C K 差 土温 与 C K 差

平均

与 CK 差

9
.

8

松 针 9
.

8 ; :
9

.

6 2
.

2

10
.

3

10
.

3

9
.

8

1 1
.

9

1 1
.

6

1 1
.

2

1
.

4 0

1
.

5 3

1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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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

1

9
.

9

4
.

9

2
.

8

2
.

5

10
.

3

10
.

2

9
.

9

1 1
.

9

1 1
.

5

1 1
.

2

0
.

5

0
.

6

0
.

5

0
.

5

0
.

5

0
.

5

2
.

1 5

n乙O曰浦卜�

⋯
11007

.

9

猪 肥

土温

1 1
.

8

1 1
.

7

1 1
.

4

12
.

3

11
.

9

11
.

9

10
.

0

8
。

8

9
.

6

与 C K 差

2
.

0

1
.

9

1
.

7

2
.

5

2
.

1

2
.

2

0
.

2

1
.

0

一 0
.

1

7
.

8

7
.

7

0
.

4

0
.

5

0
.

2

10
.

4

10
.

0

9
.

8

1 2
.

6

1 1
,

9

1 1
.

3

土温

1 0 9 5

1 0
.

8 5

1 0
.

5 0

1 1
.

1 8

1 0
.

9 3

10
,

7 3

1 0
.

2 3

9
.

6 3

9
.

6 0

00行矛O�n�

稻 草

1 3
.

9

1 3
.

5

1 5
.

7

1 3
.

3

1 3
.

8

14
.

3

1 3
.

9

1 4 4

1 5
.

0

2
.

5 1 3

3
.

4 1 3

4
.

8 1 5

4
.

5 3

5
.

2 0

6
.

2 7

狼 箕

10
.

8

10
.

5

10
.

5

1
.

0

0
.

7

0
.

8

8
.

9

8
.

6

8
.

6

] 0
.

4

9
.

6

9
.

4

] 0
.

4

1 1
.

2

1 0
,

8

一

;
.

:
1 0

.

1 3

1 0
.

0 0

9
.

8 3

0
.

5 8

0
.

6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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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9
.

7

0
.

2

一 0
.

3

0
.

3

0
.

4

0
,

7

0
.

3

10
.

4 8

I U
.

4 8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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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O
内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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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糠

1 1
.

0

1 5
.

0

1 5
.

0

1 4
.

2

1 4
.

8

1 4
.

5

11
.

8

1 2 0

11
.

3

1 2
.

10

1 3
.

7 3

1 3
.

3 8

木 屑

9
.

0

10
.

0

1 1
.

0

1
.

3

1
.

3

1
.

4

1
.

2

5
.

2

5
.

3

一 0
.

8

0
.

2

1
.

3

8
.

6

9
.

6

1 0
.

5

7
.

4

7
.

6

9
.

1

1
.

5

1
.

3

1
.

1

1
.

8

2
.

5

1
.

8

6
.

7

7
.

5

7
.

8

1
.

2

2
.

3

3
.

0

9
.

5

10
.

2

1 0
.

9

一 0
.

1

1
.

0

1
.

5

1 3
.

1

1 3
.

2

1 2
.

9

2
.

7

2 2

2
.

2

1 0
.

0 0

1 0
.

7 5

1 0
.

3 3

0
.

7 5

1
.

4 3

2
.

0 0

9
.

8 7
.

4 9
.

6 1 1
.

4 9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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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盖物对产笋时间的影响

覆盖后地温的提高增强了竹子的生理活性
,

促进了竹子笋芽分化
。

由表 2
,

与对照相比各

种覆盖均使林分 的始笋期提早
,

笋期延长
,

其 中碧糠和竹叶的影响最为显著
,

分别使始笋期提

早 4l d 和 96 d
,

笋期延长 4 o d 和 97 d
。

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

表 2 不同覆盖物林分的笋期对比 (单位
:

d)

项 目 碧糠 稻草 木 屑 松针 竹叶 猪肥 狼箕 菜籽壳 对照

产笋起止时间 。2 一0 6 ~

(月一 日 ) 0 4一2 7

0 2一 1 1 ~

0 5一 0 1

0 2一 1 3 ~

0 4一 18

0 2一2 1 ~

0 4一 2 9

1 2一 1 3 ~

0 4一 2 9

0 2一2 6 ~

0 5一 0 2

0 2一1 4 ~
0 5一 0 3

0 2一 28 一

0 5一0 5

0 3一 1 8 ~

0 4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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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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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J认‘d

‘

笋期长

提早笋期

延长笋期



1 期 曹群根等
:

不同夜盖物对雷竹林笋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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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覆盖物对笋产量及笋产值的影响

覆盖使竹林笋产量与产值得以大幅

度增加
。

与对照相比 (表 3 )
,

产量增幅以

松针覆盖为最大
,

达 1 17 % ;
而产值的增

幅则以碧糠处理为最高
,

达 2 70 %
。

这是

因为碧糠覆盖的林分早期笋产量比例较

大
,

达 91 %
,

而早期笋价格较高 (图 1 )
,

决定了竹林笋的高产值
。

表 4
、

6 方差分析表明
,

覆盖物处理

无论是对早期笋产量或是对笋总产量均

有显著影响
;
同时由表 5

、

7 L S D 检验可

0 2 一 0 5 0 3一 0 5

出笋时间 (月一 日 )

0 4 一0 5 0 4 一 2 5

图 1 笋价与出笋时间的关系

知
,

该两项指标各种覆盖物处理均高于对照且差异显著
; 另外

,

各种处理间的差异也大多数为

显著水平
。

因此
,

覆盖林地是提高笋产量
,

促进竹林提早出笋的有效措施
,

覆盖物的选择是一个

重要技术环节
。

表 3 不同彼盖物与竹林笋的产呈
、

产值

项 目 着糠 松针 竹叶 稻草 木屑 猪肥 狼箕 对照

44361712.23

笋产量 ( t / h n 、2 )

早期笋产量 比例 ( % )

产值 (万元 /h m Z )

早期笋产值比例 ( % )

3 0
.

0 0 0

7 2

3 4
.

2 3

9 1

50
.

2 35

19

2 1
.

2 4

3 8
.

4

4 3
.

5 0 0

3 2

2 0
.

0 ]

4 2

2 7
.

2 7 8

3 1

1 7
.

2 7

6 1
.

3

2 1
.

2 1 0

3 7
.

7

1 5
.

1 4

5 9
.

5

菜籽壳

3 9
.

2 2 5

l8

1 2
.晶

4 1
.

6 7 8

2 6

17
.

6 8

4 3

3 8
.

70 0 2 3
,

1 6 8

:;
2

:

表 5 笋产呈 乙S D 检验

处 理
产量 又

( k g / 3 0 m Z )
X

‘

一8 7
.

9 X
‘

一 9 0
.

O X 、
一 1 0 5

.

5 X
i

一 10 7
.

g X
‘

一 1 1 2
.

7 戈一 1 16
.

6

�一一一�
..

⋯
..

⋯
,��了n60仁U11

⋯⋯
O�口U月呀0厅乎,曰八Jg目,妇,妇1三松针

菜籽壳

狼箕

猪肥

竹叶

着糠

对照

1 2 7
。

l

1 1 6
.

6

1 1 2
。

7

1 0 7
。

9

1 0 5
。

5

9 0
.

0

8 7
.

9

2 1
.

6 二
1 1

.

1
.

1 9
.

2
. “

14
.

4 二 10
.

5
.

;::

2万D o
.

o s= 10
.

2 4 2万D o
.

o 一= 1 4
.

3 6

表 4 笋产呈方差分析

5 5 M S

表 6 早期笋产呈方差分析

5 5 材S

2
.

8 2

5 3 8 7
。

2

6 3
.

3 3

5 4 5 3
.

3

8 9 7
.

8 6 17 0
.

0 4 ”

621220

变因

区组

处理

误差 几

4 9
。

6

4 3 5 4
。

9 5

3 9 7
.

7

2 4
.

8

7 2 5
。

8

3 3
.

1 4

2 1
.

9 二

变因

区组

处理

误差

艺 2 0

2
.

4 覆盖物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 8
,

与对照相比各种覆盖物处理产量平均增长率为 57
.

4 %
,

其中松针处理最高
,

达

1 1 6
.

8 % ;
产值平均增长率为 1 03

.

7 %
,

其中碧糠处理高达 2 70
.

3 % ;
纯收入平均增加了 6

.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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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早期笋产t L S D 检验

处 理
产量 X ‘

(k g / 30 m Z )
X

‘

一 1 0
.

1 X ‘一 2 1
.

g X
‘

一2 6
.

4 X
‘

一2 8
.

7 龙一2 9
.

8 戈一 44
.

0

昭22若糠

松针

竹叶

猪肥

狼箕

菜籽壳

对照

3 7
.

6 二
17

.

6 二

3 4
。

2 ”

1 4
.

2 二

2 0

7
.

9
‘ .

6
。

8 二

4
.

5
“

3
.

4

3 5
.

3
’ .

15
.

3
. ’

1
.

1

2
.

3

������
0nUO月Id
且
O”1二

.

⋯⋯
月性左
且
O�8
�b110

自b月呀n乙,�,曰宁曰, .‘

Z石 D o .

0 5 = 4
.

0 8 8 1万D
o

.

o : ~ 5
.

7 3 1

表 8 雷竹林笋产t
、

产值及经济效益分析

笋产量 ( k g / hm Z ) 笋产值 (万元/ hm Z ) 投入 (万元 /h m Z ) 纯收人 (万元 / hm Z )

处理
产量

比 CK

增 ( % )

2 9
.

4 0

1 1 6
.

8 0

8 7
.

7 0

7 9
.

80

1 7
.

70

一 8
.

5 0

6 9
.

30

6 7
.

0 0

产值
比 C K

增 ( % )
材料 用工 肥料 收入 比 CK 增

投人
:

产 出

碧糠

松针

竹叶

猪肥

稻草

木屑

菜籽壳

狼箕

对 照

平均

3 0 0 0 0

5 0 2 3 5

4 3 5 0 0

4 1 6 7 0

2 7 2 8 5

2 1 2 1 0

3 9 2 2 5

3 8 7 0 0

2 3 1 7 5

3 4
.

2 30

2 1
.

2 70

2 0
.

0 10

1 7
.

6 90

1 7
.

2 68

1 5
.

14 0

1 2
.

55 5

1 2
.

4 3 0

9
.

2 4 3

2 70
。

3 0

1 30
.

2 0

1 1 6
.

5 0

9 1
.

4 0

8 6
.

8 0

6 3
.

8 0

3 5
.

8 0

3 4
.

5 0

0
.

5 5 7

1
.

4 7 0

2
.

4 2 3

1
.

6 7 7

0
.

7 7 7

3
.

4 2 9

1
.

0 8 0

0
.

6 0 0

2
.

16 1

3
.

12 3

2
.

18 1

2
.

70 0

2
.

70 0

2
.

5 12

2
.

4 6 0

1
.

92 0

1
.

2 0 2

1
.

56 1

0
.

6 9 5

0
.

6 5 8

0
.

2 5 9

0
.

7 0 9

1
.

4 2 3

0
.

6 9 0

0
.

7 1 0

0
.

7 4 0

2 9
.

9 5 1

15
.

9 8 5

14
.

7 4 8

13
.

0 5 4

1 3
.

0 8 2

7
.

7 7 6

8
。

3 2 5

9
.

2 0 0

7
.

3 0 1

2 2
。

6 5 0

8
.

68 4

7
。

44 6

5
。

75 3

5
.

78 1

0
.

47 5

l
。

0 2 4

1
.

8 9 9

3 10
.

2 3

1 18
.

90

10 1
。

9 0

7 8
.

8 0

7 9
.

8 0

6
.

5 0

1
.

4 0

2 6
.

0 1

5 7
.

40 1 0 3
.

7 0 6
.

7 1 4 90
。

4 4

l
:
8

.

0 0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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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狼箕籽己菜;木屑稻草松 竹叶 猪肥针碧糠

万元 /h m 之 ,

增长率平均为 90
.

44 %
。

这两项指

标也以碧糠处理为最高
,

分别为 22
.

65 万元 /

h耐 和 31 0
.

23 %
。

从投入产出比来看
,

除碧

糠处理为 1 : 8
.

00 外
,

其它覆盖物处理该指

标均小于对照
,

但是由于它们的产量
、

产值及

纯收入均显著高于对照
,

因此覆盖林地对于

丰产高效地栽培雷竹林仍然非常必要
。

依所选指标值的高低顺序给分后综合评

定结果表明 (表 9 )
,

碧糠覆盖为最佳处理
。

表 , 各处理综合评分

菠 盖 物 处 理

指 标

产量 4 9 8 7 3 1 6 5 2

产值 9 5 7 6 5 4 3 2 -

纯收人 9 8 7 5 6 2 3 4 1

投入 / 产出 9 6 3 4 7 1 2 5 8

合 计 4 0 3 1 25 2 2 2 1 8 1 4 1 6 1 2

3 结论

( 1) 林地覆盖增加了土温
,

提早了始笋期
,

延长 了产笋期
。

碧糠和竹叶两种覆盖物处理的林

分比对照始笋期分别提早 41 d 和 96 d ;
笋期分别延长 40 d 和 97 d

。

(2 )覆盖物处理对雷竹林笋产量和产值有显著影响
。

松针覆盖使笋产量增加了 1 17 % ;碧

糠覆盖则使产值增加了 27 0
.

3%
。

覆盖林地对于丰产高效地栽培雷竹林是非常必要的
。



1 期 曹群根等
:

不同覆盖物对雷竹林笋生产的影响

(3 )不同覆盖物的林地覆盖效果差异显著
。

4 项指标综合评定结果
,

碧糠覆盖为最佳处理
,

其林分的笋产量
、

产值和纯收入分别比对照增加 29
.

4%
、

270
.

3%和 310
.

23%
,

投入产出比达

1 : 8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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