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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藤本竹是竹类植物中较具经济和观赏价值的种类 ,目前已发现有 10属 40种。该文通过实地考察系统介绍了

我国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以及种类、特点及分布情况 ,并对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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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ttan2like bamboos in Bambusoideae are defined as ones which have unique and rattan2like shape and

climbing stem. These bamboo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common bamboo due to their liane2like shape and specif2
ic biological features. The bamboo is greatly valuable in ornamentation and horticulture. So far 40 species in 10 gene2
ra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China. In this paper, species biodiversity, resources and ge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rattan2like bamboos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Suggestions were p roposed fo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2
able development of these bamboo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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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竹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

有竹类植物 43属 ,占全世界的 52% ; 600余种 ,约占

全世界的 50%以上 ;竹林面积 700多万 hm
2 (不含林

下以竹类为主的优势灌木层面积 ) ,约占全世界的

1 /3;无论种类、数量、面积、蓄积 ,均为世界之首 ,可

谓竹类植物的王国 [ 1 ]。

通常情况下 ,人们所认识和接触的竹类植物以

常态竹为主 ,即稍部向上、垂直生长、高径比为 100

∶1左右 [ 2 ]。但在茫茫竹海中 ,还蕴藏着许多人们知

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的特殊竹类。这些特殊竹类

植物常常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 ,有待人们进一步

发掘、研究和利用 ,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 ,藤本竹就是其中的重要类群。藤本竹的高径比

远远超过常态竹 ,是竹类植物中形态最奇特、最具研

究价值的类群之一。它除与其它竹类植物一样可用

于建筑、制材、造纸、编织和制作生产生活用具以外 ,

还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良自然品质和审美价值。本文

系统介绍了我国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以及种

类、特点及分布情况 ,并对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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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藤本竹生物多样性概述

藤本竹是指禾本科 ( Gram ineae)竹亚科 (Bambu2
soideae)中植株十分奇特、秆呈攀缘状、类似藤本植

物的竹类植物。该类竹子因其生存方式及外部特征

酷似森林中的藤本攀缘植物而与普通竹类有很大差

别 ,在竹类植物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也是竹类植物

中比较特殊的类群 ,目前国内已发现有 10属 40种。

其中 :梨藤竹属 (M eloca lam us Benth. ) ,全世界有 7

种 ,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及孟加拉东部、印度、缅甸等 ,

我国产 5种 ,分布于广西、云南和西藏 [ 2 ] ;薄竹属

(L eptocanna Chia et H. L. Fung) ,仅 1种 ,特产于我

国云南南部 ; 竹属 ( Sch izostachyum Nees) ,全世

界约 50余种 ,分布亚洲东南部 ,我国有 11种 ,其中

藤本竹 7 种 ,产江西南部、广东、海南、广西和云

南 [ 3 ]
;空竹属 (Cephalostachyum Munro) ,全世界约 20

余种 ,产亚洲东南部至南部 ,以及非洲马达加斯加 ,

其中藤本竹 3种 ,产于云南西南部及西部、西藏东南

部 ;新小竹属 (N eom icroca lam us Keng f. ) ,全世界有 3

种 ,分布于中国和印度 ,我国 3种均有 ,产云南南部

至西部和西藏东南部 [ 1 ]
; 单竹属 (L ingnan ia Mc2

Clure)全世界约 15种 ,其中藤本竹仅 1种 ,产我国海

南 ;牡竹属 (D endroca lam us Nees)全世界约 45种 ,分

布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我国约 32种 ,其中藤本

竹仅 2 种 ,产于云南西部和南部地区 ; 镰序竹属

(D repanostachyum Keng f. ) ,全世界约 17种 ,中国有

12种 1变种 ,另 4种产不丹、锡金和尼泊尔 ,国内主

要产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台湾等地 ;悬竹

属 (Am peloca lam us S. L. Chen , T. H. W en et G.

Y. Shen)全世界 2种 ,产我国海南和贵州 ;箭竹属

( Fa rgesia Franch. emend. Yi)全世界约 90余种 ,除

总花箭竹 ( F. racem osa (Munro) Yi)产尼泊尔东部和

锡金外 ,其余全部产我国 ,其中藤本竹仅斜依箭竹 1

种 ,特产我国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江。藤本竹常生

长在沿溪河两岸陡峭坡地的瘠薄土壤上或石缝间 ,

外观呈藤形攀缘状或悬挂状 ,具较高的观赏性 ,可根

据人为需求进行加骨造型 ,属特色园林和绿化用竹 ,

也是石灰岩地区、江河护岸和园林假山、坡地绿化美

化的理想材料 [ 4, 5, 2 ]。

2　藤本竹的物种特点及分布

2. 1　梨藤竹属 M eloca lam us Ben th. (7种 )

1. 梨藤竹 M. com pactiflorus ( Kurz. ) Benth. et

Hook. f.
[ 6, 2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达 30 m,直径 1～2. 5 cm;节

间长 40～50 cm,初时被白粉 ;秆环隆起。秆每节枝

条多数枚簇生 ,常具一枚粗壮主枝 ,并可替代主秆。

颖果近球形 ,直径 2. 5～3 cm,果皮厚而坚硬。生于

海拔 400～1 600 m的山地 ,看上去蛇舞龙腾 ,极具

观赏价值。

分布 :产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至西部。

2. 大吊竹 M. scandens H sueh et Hui
[ 6, 2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达 20 m,直径 2～4 cm;节间

长 45～50 cm ,节下密被一圈灰白色毡状绢毛 ;节内

密被灰白色绢状毛环。秆每节枝条多枚簇生 ,常具

一枚可替代主秆的粗壮主枝 ,或潜伏芽。笋期 6—

8月。

分布 :产云南江城。生于海拔 700～1 100 m的

沟谷或山坡下部。

3. 西藏梨藤竹 M. eleva tissim us H sueh et Yi

特点 :秆斜倚或攀缘 ,高达 20 m,直径 1. 5～3

cm;节间长 (40) 70 ( 120) cm。秆每节枝条多数枚簇

生 ,侧枝近等长 ,有时仅具一枚粗壮主枝 ,并可取代

主秆。箨鞘迟落 ;箨片披针形 ,直立。小枝具叶 4～

9。笋期 8月。

分布 :产西藏东南部 ;广州及厦门有引栽 [ 7, 2 ]。

4. 澜沧梨藤竹 M. a rrectus Yi
[ 6, 2 ]

特点 :秆攀缘状 ,高 10～15 m,直径 2～4 cm;节

间长 (15) 40 (60) cm,幼时被灰白色微毛 ,节下被一

圈厚白粉和绒毛。秆分枝习性低 ,每节枝条多数枚

簇生 ,常有 1～3主枝。小枝具叶 5～8 (10)。坚果 ,

近球形 ,直径达 2 cm,表面具雕刻状瘤突花纹。花果

期 2—6月。

分布 :产广西及云南南部。

5. 流苏梨藤竹 M. fim bria tus H sueh et Hui[ 6, 2 ]

特点 :秆攀缘状 ,秆长 20～40 m,直径 3～5 cm;

节间长 25～35 ( 45) cm。秆每节多分枝 ,具 1枚主

枝 ,其直径与主干近等粗。箨鞘常早落 ;箨片卵状披

针形 ,外翻。小枝具叶 8～10。笋期 7—9月。生于

海拔 1 000～1 700 m的山谷、山腰或河边。看上去

蛇舞龙腾 ,极具观赏价值。

分布 :产云南南部至西部。

6. 纤细梨藤竹 M. gracilis W. T. L in[ 2 ]

特点 :秆斜上升近攀缘 ,高 2～3 m ,直径 0. 5～

0. 8 cm;节间长 12～24 cm,实心或近实心。秆每节

多分枝 ,簇生 ,半开展 , 1枚主枝直径与主干常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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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其节上可分次级枝 ,侧枝多数而纤细。箨鞘早

落 ;枝箨片披针形。小枝具叶 4。生于石灰岩地区。

分布 :产广东宁明 ,陇瑞。

7. 高肩梨藤竹 M. yunnanensis (W en) Yi
[ 6, 2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达 15 m;节间长约 60 cm,直

径 1 cm,实心 ;箨环木栓质 ,圆脊状隆起。秆每节具

多数分枝 ,主枝粗壮 ,直立 ,侧枝多达 50枚 ,纤细。

箨鞘脱落性 ,两肩高起达 6 cm;箨片披针形 ,反折。

小枝具叶 3～4。秆材用于编织竹器。生于海拔 300

～1 200 m的山坡或林中。

分布 :产云南金平、元阳、屏边、河口。

2. 2　薄竹属 L eptocanna Chia et H. L. Fung( 1种 )

1. 薄 竹 L. ch inensis ( Rendle ) Chia et H.

L. Fung[ 6, 2 ]

特点 :秆丛生 ,梢部下垂呈攀缘状 ,长达 10 m,

直径 2～3 cm;节间长达 45 cm或更长。秆分枝较

低 ,枝条在秆每节上多数簇生 ,各枝近等粗 ,近平展。

箨鞘长约为节间长度的 1 /2;箨耳极狭线形 ;箨舌高

约 1 mm;箨片窄三角形 ,基部宽约为箨鞘顶的 1 /3。

秆壁薄 ,可劈篾编织竹器。生于海拔 1 500～2 500

m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

分布 :产云南蒙自、金平、屏边、新平。

2. 3　 竹属 Sch izostachyum Nees( 7种 )

1. 苗竹仔 S. dum etorum (Hance) Munro
[ 8, 2 ]

特点 :秆长 3～10 m,直径 0. 5～1. 1 cm ,梢部长

下垂或攀缘状 ;节间长 62 cm;节处多少有些弯曲呈

膝曲状。枝条在秆每节上多数簇生 ,近等粗 ,长约

40 cm。箨鞘早落 ;箨片外翻。小枝具叶 5～7。颖果

纺锤形 ,长 10～13 mm,顶端具喙。常野生于丘陵地

溪旁杂木林下或灌木丛中。地下茎可入药。

分布 :产广东、香港。

2. 沙簕竹 S. d iffusum (B lanco) Merr.
[ 2, 9 ]

特点 :秆攀缘状 ,呈“之 ”字形弯曲 ,长达 40 m,

直径 0. 5～1. 5 cm;节间长 15～60 cm ,节下方具一

圈白粉。枝条在秆每节上多数 ,粗细相近。箨鞘脱

落 ;箨片外翻。小枝具叶 5～12。笋期 5—8月。广

泛生于原生林中 ,或栽培供观赏。

分布 :产台湾。菲律宾有分布。

3. 垂耳竹 S. auricu la tum Q. H. Dai et D.

Y. Huang[ 2 ]

特点 :秆高 10～14 m,直径 3～5 cm,梢端下垂

或攀缘状 ;节间长 70～90 cm,具硅质而粗糙 ,初时密

被贴生白色微毛 ,多少被薄白粉 ,节下方具厚白粉

环 ;箨环具箨鞘基部残留物 ;秆环平。秆分枝高 ,每

节多数簇生。箨鞘脱落 ;箨片反折。小枝具叶 5

～8。

分布 :产广西 ;南宁广西林科院竹园有栽培。

4. 竹 S. pseudolim a McClure

特点 :秆斜倚 ,长达 10 m ,直径 3～4 cm,梢端长

下垂或攀缘状 ;节间长 50～60 cm,上部具硅质。笋

淡绿色 ,其箨片强烈波状皱褶 ,非常美观 ;箨片线状

披针形 ,外折。小枝具叶 6～8枚。笋期 7—8月 ,很

富观赏性。秆材具柔韧性 ,劈篾性好 ,供编织各种竹

器。节间长 ,可制作笛、笙等乐器 [ 6, 2 ]。

分布 :产海南和云南南部。越南有分布。

5. 岭南 竹 S. jacu lans Holttum

特点 :秆长 15 m,直径 1. 5 cm,梢端长下垂或攀

缘状 ;节间长达 72 cm。枝条在秆每节上多数 ,近等

粗。箨鞘早落 ;箨片线状披针形。小枝具叶 5～9。

生于林中。

分布 :产海南。马来西亚有分布 [ 2 ]。

6. 屏边 竹 S. pingbianense H sueh et Y.

M. Yang
[ 11 ]

又名 :小薄竹

特点 :秆丛生 ,长 5～7 m ,直径 1～2 ( 3) cm,梢

端长下垂 ,或攀缘状 ;节间圆筒形 ,长 ( 10 ) 25～35

(60) cm,幼时贴生棕紫色小硬毛 ,节下具一圈白粉 ,

秆壁厚 1～2 mm;箨环紫褐色。秆每节分枝多数

枚 ,斜展 ,长 25～50 cm,粗 (1) 1. 5～2 (2. 5) mm。笋

期 1—12月 ,绿紫色或紫色 ,笋肉脆嫩。

分布 :云南屏边。

7. 火筒竹 S. x inw uense W en
[ 2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达 8 m,直径 1 cm;节间长 45

(100)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长达 40 cm。箨鞘革

质 ,背面被易脱落的黄褐色刺毛 ;箨片线状披针形 ,

外翻。小枝具叶 3～7。笋期 6—9月。

分布 :产江西寻乌。

2. 4　空竹属 C epha lostachyum M unro( 3种 )

1. 小空竹 C. pa llidum Munro
[ 6 ]

特点 :秆下部直立 ,上部攀缘 ,高达 15 m ,直径

1. 5～2. 5 cm;节间长 50～80 (100) cm。秆每节枝条

多数 ,呈半轮生状着生 ,粗细近相等。箨片外翻 ,长

披针形 ,腹面密被贴生柔毛。形态优美 ,适于作护岸

造景用竹。秆节间长 ,可做竹笛。竹材篾性好 ,宜编

织家用竹器。

分布 :产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缅甸、印度也

413



第 3期 史军义等 :中国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策略

有分布。

2. 针麻竹 C. scandens Bor
[ 12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 20～30 ( 50 ) m,直径 1 ～

3. 5 cm;节间长 50～80 (120) cm。秆芽 1枚 ;枝条在

秆每节上多数 ,常无次级枝 ,主枝发达 ,可代替主干

生长。箨鞘宿存 ,远短于节间 ;箨片直立。小枝具叶

4～5。生于海拔 1 600～2 200 m的山区。形态优

美 ,头状花序紫红色 ,为竹类中罕见 ,是我国近期发

现的新分布珍稀竹种。

分布 :产云南西部。缅甸也有分布。

3. 空竹 C. fuchsianum Gamble
[ 6 ]

又名 :毒竹

特点 :秆直立或半攀缘 ,高达 20 m,直径 3. 5

cm;节间长 50～80 cm,节下方有白粉环。秆每节枝

条多数 ,近等粗或有 1～2枚较粗。箨鞘早落 ,两肩

高耸 ,鞘口具长流苏状长毛 ;箨片反折 ,狭披针形。

生于海拔 1 200～2 000 m的山地林间。复果果实较

大 ,可做竹米食用。

分布 :产云南南部至西南部。印度、不丹和缅甸

有分布。

2. 5　新小竹属 N eom ic roca lam us Keng f. ( 3种 )

1. 新小竹 N. pra in ii ( Gamble) Keng f.
[ 7 ]

特点 :秆丛生 ,攀缘状 ,长达 20 m,节间长 ( 23)

30～50 cm,直径 5～7 mm,实心或近实心。秆芽单

生。主枝 1枚 ,可取代主干。箨鞘宿存 ;箨片细长锥

形 ,直立。小枝具叶 3 ～ 5。生于海拔 1 600 ～

2 600 m的江边或林中。枝叶柔美 ,富观赏性。秆材

坚韧 ,用于制作毛线针 ,或作箭杆。笋供食用。

分布 :产西藏墨脱。印度阿萨姆地区有分布。

2. 西藏新小竹 N. m icrophyllus H sueh et Yi
[ 7 ]

特点 :秆中下部直立 ,梢端斜倚或攀缘状 ,高 6

～20 m;节间长 15～50 cm ,直径 5～25 mm ,近实

心。秆每节分枝多数 ,其中主枝 1枚。箨鞘宿存 ;

箨片细长锥形或三角状锥形 ,直立。小枝具叶 4～

7。生于海拔 1 220～2 200 m的河岸岩边或常绿阔

叶林中。

分布 :产西藏墨脱和波密。

3. 箭挡新小竹 N. m annii ( Gamble) R. B. Ma2
jumdar[ 13, 19 ]

特点 :秆攀缘状 ,长达 25 m,直径 3 cm;节间长

90 cm。秆每节具多数分枝。箨鞘宿存 ,长 30～45

cm;箨片线形 ,长 25 cm左右 ,具刚毛。叶耳无 ,鞘口

具数条繸毛。叶片披针形 ,长 15～23 cm,宽 2～2. 5

cm。秆柔软 ,攀援状 ,极富观赏性。秆可编织 ,笋可

食用 [ 3 ]。

分布 :产云南贡山 ,独龙江 ,巴坡。印度北部有

分布。

2. 6　单竹属 L ingnan ia M cC lure( 1种 )

1. 藤 单 竹 L. ha inanensis ( Chia et H. L.

Fung) Yi[ 2 ]

特点 :秆攀缘状 ;节间长 30 cm,无毛 ,秆壁很薄。

枝条在秆每节上多数簇生 ,纤细。叶鞘顶端两肩高

起 ,近先端具脊 ;叶舌先端通常下凹 ;叶片长披针形 ,

长 16～25 cm ,宽 2～3 cm,基部圆形或楔形 [ 2 ]。

分布 :特产海南崖县和保亭。

2. 7　牡竹属 D endroca lam us Nees( 2种 ) [ 6, 2]

1. 野龙竹 D. sem iscandens H sueh et D. Z. L i

特点 :秆丛生 ,高 18 m,直径 15 cm,梢端细长下

垂作攀缘状斜倚 ;节间长 29～35 (60) cm,幼时密被

银白色绒毛 ;节内和各节下方均具一圈白色厚密绒

毛环。秆分枝低 ,始于秆高约 0. 5 m处 ,每节主枝 1

枚 ,可发达至与秆近等粗 ,或有时无主枝。箨鞘早

落 ;箨耳波状 ;箨片直立。小枝具叶 6～12。笋味鲜

美 ,蔬食佳品。

分布 :产云南南部和西南部。

2. 江竹 D. pachycladus D. Z. L i et Hui
[ 12 ]

特点 :秆高 5～8 m ,蔓生状 ;节间长 20～30 cm;

节部膨大 ,具毛环。秆每节上分枝多数 ,主枝 1枚 ,

与秆等粗 ,呈半攀缘状。箨鞘脱落 ;箨耳波状 ;箨片

外翻 ,基部收缩 ,窄于箨鞘口部。小枝具叶 5～8。

产云南西部至南部 ,生于海拔 900～1 100 m的

江河边。笋质优良 ,为当地重要笋用竹之一。

2. 8 　镰序竹属 D repanostachyum Keng f. ( 13

种 ) [ 14, 15]

1. 南川镰序竹 D. m elicoideum Keng f.

特点 :秆丛生 ,藤本状 ,长 10 m或更长 ,直径 0. 8

～1. 1 cm;节间长 30 cm左右。秆每节分枝多数 ,主

枝 1枚 ,有时可取代主秆 ,侧枝纤细 ,在节上半轮生

状排列。箨鞘迟落或宿存 ;箨片外翻 ,披针形 ,易脱

落。小枝具叶 3～5。笋期 8月 [ 5 ]。

分布 :产重庆南川、黔江。南川三泉至大河坝直

到金佛山狮子口山脚下 ,在海拔 550～650 m沿小溪

两岸陡崖峭壁上均有成片生长 ,构成这一地区的特

殊自然景观。

2.爬竹 D. scandens (H sueh etW. D. L i) Keng

f. ex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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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藤本状 ,秆长 10 m 或更长 ,直径 0. 8～

1. 1 cm;节间长 30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主枝很

明显 ,有时可取代主秆 ,侧枝纤细 ,半轮生状。箨鞘

迟落或宿存 ;箨片外翻 ,披针形 ,易脱落。小枝具叶

3～5。笋期 8—9月。生于海拔 260～320 m的河岸

两侧坡地或石缝间。

分布 :产贵州赤水。云南昆明、福建华安和厦门

有引栽 [ 16 ]。

3. 羊竹子 D. saxa tile ( H sueh et Yi ) Keng

ex Yi
[ 17 ]

特点 :秆密丛生 ,半攀缘状 ,高 3～6 m,直径 0. 5

～1. 5 cm,梢部在幼时作弧形下垂 ,后斜倚而不直

立 ;节间长 22～53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主枝 1

枚 ,常在枝条间具笋芽。箨鞘迟落 ;箨片外翻。小枝

具叶 4～10。笋期 8月底至 9月。生于海拔 600～1

450 m的溪河沿岸、沟谷地悬崖上或陡坡地岩石缝

中。枝叶悬垂飘逸 ,极富观赏性 [ 5 ]。

分布 :产四川金口河、汉源、叙永和云南威信。

4. 钓竹 D. breviligu la tum Yi[ 5 ]

特点 :秆丛生 ,斜倚 ,半攀缘状 ,高 3～6 m ,直径

0. 5～1. 5 (2) cm,梢部作弧形长下弯可达地面 ;节间

长 18～20 ( 32) cm。秆分枝习性低 ,每节上枝条多

数 ,主枝 1～3枚 ,在无主枝时 ,常在枝条间具有肥大

的笋芽。箨鞘迟落 ,短于节间 ;箨片外翻。小枝具叶

4～6 (9)。笋期 8月。成片野生于海拔 450～1 200

m江岸峭壁上或陡坡地上 [ 1 ]。

分布 : 产四川盆地西北部 ,甘肃南部和贵州

北部。

5. 岩巴竹 D. breviligu la tum Yi f. d iscrepans Yi

特点 :相似于钓竹 ,区别在于秆节间稍有纵肋或

有时近于平滑 ;叶鞘无毛。生于海拔 300 m左右的

石灰岩峭壁上。枝叶悬垂飘逸 ,极富观赏性 [ 5 ]。

分布 :产四川古蔺。

6. 坝竹 D. m icrophyllum (H sueh et Yi) Keng f.

ex Yi

特点 :秆直立或斜倚 ,高 2～6 m,直径 0. 5～1. 5

cm;节间长 15～35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主枝 1

枚 ,侧枝纤细。箨鞘迟落 ,短于节间 ;箨片外翻 ,锥形

或线状披针形。小枝具叶 4～10枚。笋期 8月。生

于海拔 300～450 m沿河两岸的石灰岩陡壁或坡地

上。株型飘逸 ,适于造竹廊或风景竹 ,是重要生态防

护竹林 [ 5 ]。

分布 :产重庆城口、巫溪、云阳、丰都。

7. 永善镰序竹 D. yongshanense (H sueh et D. Z.

L i) Yi
[ 5 ]

特点 :秆高 3. 5～5 (6) m,直径 0. 6～1 cm,上部

10数节向下弯曲垂悬 ;节间长 20～25 ( 30) cm。秆

每节分枝多数 ,半轮生状 ,主枝 1枚 ,侧枝纤细。箨

鞘早落 ;箨片外翻。小枝具叶 3～5 ( 9)。笋期 9月

下旬 [ 1 ]。

分布 :产四川雷波和云南永善的金沙江畔陡

岩上。

8. 冕宁镰序竹 D. m iann ingense (Q. L i et X.

J iang) Keng f. ex Yi

特点 :秆丛生 ,高 4～7 (9) m ,直径 1. 2～3 cm ,

梢端细长 ,弯曲长下垂 ;节间长 22～26 ( 33) cm ,幼

时被白粉。秆每节分枝多数 ,有明显的主枝。箨鞘

宿存 ,长于节间 ,中部以上具长达 2 cm的流苏状繸

毛 ;箨片直立或外展。小枝具叶 5～7。笋期 8—9

月。野生于干热河谷稍高 (海拔 1 600 m )处的

坡地 [ 1 ] 。

分布 :产四川冕宁。

9. 贡 山 镰 序 竹 D. gongshanense ( Yi ) Yi,

comb. nov.

特点 :秆高 4～5 m ,直径 3～5 cm,梢部下

垂 ;节间长 25～30 cm;秆环微隆起 ,或在具分枝节上

强隆起呈一圆脊。秆每节具多分枝 ,主枝不明显。

箨鞘迟落或宿存 ;箨片外展。小枝具叶 6～9。笋期

8月。生于海拔 1 420 m左右的山脚。枝叶悬垂飘

逸 ,适于造竹廊、或作护岸风景竹。

分布 :产云南贡山。

10. 小蓬竹 D. luod ianense ( Yi et R. S. W ang)

Keng f.

特点 :秆下部直立 ,上部藤本状垂悬 ,长达 10

m ,直径 0. 4～1 cm;节间长 8～20 cm。秆每节多分

枝 ,主枝发达 ,侧枝纤细。箨鞘迟落 ,新鲜时绿色 ;箨

片直立或外翻 ,披针形。小枝具叶 4～11。生于海

拔 600～1 000 m裸露的石灰岩山上 ,沿岩壁下垂如

簾 ,颇为美观 ,属特色园林用竹 [ 15 ]。

分布 :产贵州罗甸 ,猴场。

11. 无耳镰序竹 D. exauritum W. T. L in

特点 :秆半攀缘状 ,高 3～4 m,直径 1～1. 5 cm ,

先端弓垂 ;节间长 7～18. 5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簇生 ,主枝存在 ,侧枝纤细。箨鞘脱落 ;箨片外翻。

小枝具叶 5～6。生于石灰岩山坡上。枝叶悬垂飘

逸 ,适于作护岸风景竹。

613



第 3期 史军义等 :中国藤本竹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策略

分布 :产广西桂林 ,七星岩。

12. 内门竹 D. na ibunense (Hayata) Keng f.

特点 :秆上部垂悬 ,近攀缘状 ,高 3～6 m ,直径

0. 5～1 cm;节间长 12～28 cm。秆每节上枝条多数。

箨鞘薄纸质 ;箨片线形或锥状。小枝具叶 ( 3) 5～7

(10)。枝叶悬垂飘逸 ,适于作护岸风景竹 [ 9 ]。

分布 :产台湾屏东山区 ,恒春半岛有栽培。

13. 多毛镰序竹 D. h irsu tissim um W. D. L i et

Y. C. Zhong

特点 :秆上部弯曲垂悬 ,高 3～5 m,直径 0. 5～1

(1. 5) cm;节间长 12～18 (23) cm。秆每节上枝条 20

余枚 ,半轮生状。箨鞘长于或等长于节间 ;箨片带

状 ,长 15～20 mm,易脱落。小枝具叶 5～11。笋期

9—10月。生于低海拔的石灰岩山地 [ 15 ]。

分布 :产贵州荔波和广西隆林。

2. 9　悬竹属 Am peloca lam us S. L. Chen , T. H.

W en et G. Y. Shen( 2种 )

1. 射毛悬竹 A. actinotrichus (Merr. et Chun) S.

L. Chen, T. H. W en et G. Y. Shen[ 18, 19 ]

特点 :地下茎合轴型。秆丛生 ,上部细柔 ,藤状

下垂 ,高 2～3 (6) m,直径 1～1. 5 cm;节间长达 30

cm。秆每节上枝条 2～3枚或多枚。箨鞘迟落 ,远短

于节间 ;箨耳卵圆形 ;箨舌边缘有流苏长繸毛 ;箨片

外翻。叶片长 6～30 cm ,宽 1～4 cm。颖果卵状长

圆形。笋期 5月。生于海拔 500～1 200 m的林缘或

灌丛地。枝叶悬垂 ,柔美飘逸。

分布 :产海南三亚洋琳岭和尖峰岭国家森林

公园。

2. 贵州悬竹 A. ca lcareus C. D. Chu et C.

S. Chao
[ 20 ]

特点 :秆高约 1. 5 m,直径 0. 4～0. 5 cm,斜倚 ,

藤状 ;节间长 8～18 cm。秆每节分枝多枚。箨鞘宿

存 ,短于节间 ;箨耳小 ,新月形 ,繸毛长约 1 cm;箨片

外翻。小枝具叶 2～4;叶片长 7～20 cm,宽 1. 2～3

cm,下面近粉绿色 ,次脉 4～7对。生于海拔 500 m

左右的石灰岩山地。枝叶悬垂 ,柔美飘逸。

分布 :产贵州荔波 ,高望。

2. 10　箭竹属 F a rgesia Franch. em end. Y i( 1种 )

1. 斜倚箭竹 F. declivis Yi[ 21 ]

特点 :秆中上部斜倚、藤状 ,似蔓生 ,高 3～4 m,

粗 5～8 (10) mm;节间长 20～33 cm,初时被灰色至

灰褐色小刺毛 ,有白粉 ,纵细肋极显著 ,实心或近实

心 ;箨环初时被小硬毛。秆每节分枝 3 (5)。笋深紫

红色 ,被刺毛 ;箨鞘短于节间 ,鞘口两肩具少数繸毛。

叶片狭窄 ,下面近基部被柔毛。生于海拔 1 350～2

450 m的岸边及坡地。竹株婀娜多姿 ,宜作护岸或

护坡观赏竹。

分布 :云南西北部的独龙江一带。

3　藤本竹的保护对策

根据调查获知 ,藤本竹类虽然具有较高的经济

和观赏价值 ,但因其分布范围窄、保存数量少、引种

繁殖困难 ,有些种类甚至濒临绝灭的境地。因此 ,应

当尽快组织人力物力对这类资源进行保护和研究。

建议 :

(1)由国家权威部门牵头 ,组织有关专业单位

和技术人员 ,对藤本竹类的现有资源及其适生地状

况进行一次本底调查 ,方能有的放矢 ,并将藤本竹中

的珍稀濒危种类列入国家重点珍惜濒危植物保护名

录 ,同时将其野生种群产地及其周边适当区域划定

为物种保护区 ,以便对其施行依法保护 ,严禁随意采

集、挖掘和破坏 ;

(2)尽快组织科技人员对珍稀藤本竹种进行科

学研究 ,弄清其资源情况及生物学、生态学规律 ;

(3)建立藤本竹种质基地 ,对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的藤本竹种 ,开展人工繁殖工作。因为 ,科学的组

织和发展藤本竹的种植和生产 ,能有效缓解对藤本

竹野生资源的需求压力 ,从而促进藤本竹野生资源

的保护工作。

4　藤本竹的可持续利用

保护藤本竹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在于实现藤本

竹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想达到这一目标 ,必

须遵从科学规律 ,因时制宜 ,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

工作。

4. 1　遵循科学原则

保护优先原则 :首先保护好现有物种资源以及

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牢固树立“没有有效保

护、就无法持久利用 ”的科学发展观。

适地适竹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 ,气候、土壤等环

境因素复杂多样 ,在原生地生长良好的藤本竹 ,在引

入地表现不一定很好 ,因此要做好前期的调查研究

工作 ,必须适地适竹 ,不能盲目引进。

功能协调原则 :藤本竹与其它竹类相比 ,各有其

优缺点 ,在具体应用时 ,应根据其功能需求 ,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以确保在使用藤本竹时 ,与建设目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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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

成本效益原则 :在藤本竹的推广和应用中应注

意 :同样效果时 ,追求最低成本 ;同样成本时 ,追求最

佳效果。我国的藤本竹种类丰富 ,有的种类虽然经

济价值很高 ,但对引栽环境要求很严格 ,或生长速度

相对较慢 ,成材周期长、生产成本高 ;有一些虽然经

济价值相对较低 ,但对引栽环境要求也较低 ,价格也

相对便宜。所以 ,要因事制宜、量力而行。

4. 2　搞好基地建设

基地选址 :要求各项环境因子适合藤本竹的繁

育和生长 ,排灌水容易 ,交通方便。

基地基础建设 :要求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

利于组织藤本竹的科学化、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生产。

基地管理 :应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提倡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基地经理负责

制 ;财务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基地完全按市场经

济规律进行管理和经营。

4. 3　提倡应用和推广容器栽培

将藤本竹作为一种商品加以推广 ,利用容器栽

培十分必要。因为藤本竹的地下茎丰富且柔韧 ,不

易带土移植 ,而利用容器来栽培藤本竹 ,其质量和规

格都比较容易统一 ,便于藤本竹的销售和推广 ,且销

售不受季节和时间的限制 ,可以随时看、随时挖、随

时装 ,尤其便于运输 ;另外 ,容器栽培的藤本竹 ,有利

于对其进行控制生长或加骨造型 ,其产品链可以向

家庭园艺市场延伸 ,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4. 4　重视创新型技术的开发与保护

在藤本竹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其产业核心竞争

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应当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 ( 1 )注重藤本竹研究和开发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 ; (2)从事藤本竹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单位

或企业应建立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采取严密的技

术保密措施 ; ( 3 )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应申请国

家专利进行保护 ; (4)引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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