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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竹种群生物量结构及其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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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丛生竹种大木竹(Bambusa wenchouensis)种群 的生物量结构，并对其各器 官生物量与胸径 

(DBH)和地径的相关模型进行了拟合。结果表 明：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的分配中，竹秆所 占比例较大，为总 

生物量的73．1 ，远超过毛竹(Phyllostachys edulis)等竹种的相应值。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之间及其与胸 

径、地径间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其中鲜秆质量(W )、全株鲜质量(W )与胸径(D)间相关关系的拟合模型 

W 一0．370 3D 和 W 一0．512 2 D 。 可以较准确地估算出各器官生物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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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ss Structure and Its Regression M odels of 

Bambusa wenchouensis Population 

SU Wen-hui ～，GU Xiao—ping ，GUAN Feng-ying。，YUE Jin—jun ，LIN Kai—SOU。 

(1．Research 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Forestry，CAF，Fuyang 31 1400，China：2．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Bamboo and Rattan 

Beijing 100102，China；3．Forestry Bureau of Pingyang County，Zhejiang Province，Pingyang 325400，China) 

Abstract：The biomass structure of Bambusa wenchouensis population was studied in this pa— 

per．The regression models of each biomass component based on DBH and the diameter of 

culm base were construc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ulm biomass of B． P”f 0“P”s s ac— 

counted for 73．1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Phyllostachys edulis．DBH ，diameter of culm— 

base and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B． wenchouensis were highly corretated each other． 

The model of culm fresh weight(W 1)and total fresh weight(W 4)based on DBH (D)were 

W l一 0．370 3 D。。。 and W 4—0．5 12 2 D。 respectively．By using these models，the differ— 

ent biomass components of B．wenchouensis could be estimat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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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竹(Bambusa wenchouensis(Wen)Q．H．DaD为地下茎合轴丛生竹，适生区位于 24。～28。N，属 

丛生竹分布的北缘，其中我国的浙南、闽北和闽东是该竹生长的中心地带l_1。]。一般立地条件和经营水 

平下的大木竹林分 ，年产秆材可达 60 t／hm ，为毛竹等大型材用竹种的 2～3倍l_1]。基于大木竹生物量 

大的优势，笔者曾对其秆形结构、竹材纤维形态及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l_3 ]，发现该竹秆形高大、竹壁 

厚、纤维长、纤维素含量较高，是优良的造纸原料，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然而，对大木竹生物量结构方 

面的研究，迄今尚未见报道 笔者在大木竹秆形和材性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竹各器官生物量的分配及相 

关模型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探讨了其经济产量高的内在因素，旨在为大木竹竹林的合理经营与开发提供 

理论依据和基础数据。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 究 区概 况 

目前，现存的大木竹林基本处于野生状态，调查地点设在大木竹分布相对集中的浙江省平阳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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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 ～121。07 E，27。00 ～27。46 N)。林地为以竹为主的竹木混交林 ，除主要林分大木竹 ，还有绿竹 

(DP r0f“z“ 0 oldhami(Munro)Keng f．)、青皮竹(Bambusa textilis McClure)、毛竹、木麻黄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I ．)、樟树 (Cim川”o，”“，，2 campkora (Linn．)Pres1)、苦楝 (Melia azedarach 

I ．)和杉木(Cunningkamia lanceolata(1．amb．)Hook)等树种。该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 17～20。C，年降水量 1 600 mm以上。竹林 自然生长，基本无人为经营，立地条件为缓坡地，微酸性 

红壤土。 

1．2 采样方法 

调查于 2003年 10月进行 ，在 以大木竹为 主组 

分 的面积约 500 m×500 m混交林 中，随机抽取大木 

竹 39丛，共 1 281株，每株检尺，调查胸径、年龄，并 

按径级与年龄进行统计。根据立竹径级与年龄分布 

规律，从中随机抽取生长 良好 、无病虫害的 76株标 

准竹进行分析 ，各调查测试所需标准竹株数见表 1。 

表 l 测试 的标 准竹 状况 

Table l Tested samples for different study objectives 

将选取的标准竹连蔸及蔸上的根挖起，从秆基处锯断，洗净蔸上泥土并称其质量；剃下枝、叶，称枝、 

叶重；测量竹株全高，并参考文献E6]，取胸径的 2／5为用材小头直径，在该秆径处去掉小头(梢部)，剩余 

部分长度为秆高(用材长)，然后将秆 5等分，自基部开始编号，表示竹秆部位。测量各段基部处围径、壁 

厚，并分别对各段称重。从各龄级的样竹中按年龄比例选取样竹共 28株，每竹取枝、叶、蔸和各段基部 

处秆环 300 500 g，带回实验室测其含水率，计算各器官干重，得出生物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的分配 

2．1．1 大木竹各器官及各部位的含 水率 

竹类植物各器官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不同，其含水率也有差异。对于同一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水 

分含量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器官的含水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干物质的积累程度。表 2是不同年龄 

下大木竹枝、叶、秆和蔸的含水率状况。 

由表 2可看出，在大木竹各器官中，竹叶含水率 

最大，蔸 和枝次之，秆最小 ；随年龄的增大 ，大木竹 

枝、叶、秆和蔸的含水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以秆的 

降低幅度最大，竹叶含水率变化较小。这主要是由 

于竹叶可 以再生，随着老叶的脱落 ，新叶逐渐长出， 

相对来说，不同年龄的竹株，其叶片年龄较为一致， 

含水率也相对稳定 。 

表 2 不同年龄大木竹各器官的含水率 

Table 2 The organic moisture content of B．wenchouensis 

at different ages 

竹类植物的秆在不同高度处的含水率也有一定—专 姜 篡杀 
差异．一般表现为从基部到梢部含水率有所降低。 均值±标准差。 

表 3为不同年龄大木竹竹秆各部位的含水率状况。从表 3可看出，1～3年生大木竹竹秆的含水率随高 

度的增大而逐渐下降，这与以往对其他竹种的研究结果一致 “’ ；而当年生竹则表现为梢部含水率大， 

这是由于当年生竹刚刚由笋竹长成，竹秆尚未老化，尤其是梢部组织幼嫩，含水率较高。 

表 3 不同年龄大木竹竹秆各部位的含水率 

Table 3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different cuim part of B．wenchouensis at different ages 

注：一1、一2、一3、一4、一5分别表示从秆基到梢的各秆段(部位)．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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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的分配 

竹类植物的生物量包括地上部分的秆 、枝 、叶及地下鞭根 系统，大木竹属于丛生竹 ，地下部分主要为 

粗大短缩的竹蔸。表 4为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在总生物量中所 占比例。 

表 4 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分配 

Table 4 The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B． wenchouensis among different components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由表 4可知 ，大木竹地上部分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 的百分 比为 81．9 ～88．3 9／6，以蔸为主的地下部 

分仅占 14．3 ，说明该竹大部分生物量集中在地上。其中，竹秆的生物量 占 6O．4 ～84．3 ，枝占 

1O．5 9／6，叶占6．2 。同以往研究的其他竹种竹秆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分率相比，大木竹竹秆所占的 

比例较大。如丰产毛竹林 竹秆生物量 占总生物量 的百分 比为 54．22 [1 ，苦竹 (Pleioblastus arnarus 

(Keng)Keng f．)的为 63．6 ，台湾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的为 51．7 ，肿节少穗 

竹(Oligostackyum oedogonatum (Z．P．Wang et G．H．Ye)Q．F．Zheng et K．F．Huang)的 为 

54．7 [“]，巴山木竹 (Bashania Keng f．et Yi rgesii(E．G．Camus)Keng f．et Yi)的为 55．6 ，拐 

棍竹(Fargesia robusta Yi)的为 44．3 。。̈j。 

2．2 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的相关·陛分析 

竹类植物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各器官的生物量密切相关 。通过对 1～ 

3年生大木竹标准竹各器官生物量的测定，并将各指标及该竹部分特征因子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见表 5。 

由表 5可见 ，胸径 、地径与各器官生物量 问的关系密切 。 

表 5 大 木竹各器 官生物量及部分特征 因子 的相关性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ifferent biomass components and characteristic factors of B．wenchou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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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据 均为鲜 竹质量 。 

2．3 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与胸径、地径的相关拟合模型 

为了便于生产上估算大木竹生物量的大小，对 1～3年生大木竹鲜秆质量、地上部分质量、地下部分 

质量和全株质量与胸径(D)和地径的相关模型进行拟合，并选择显著性水平较高且便于生产运用的直 

线或幂函数曲线方程 。拟合结果与方差分析见表 6。 

由表 6可以看出，各器官的生物量与胸径和地径的拟合方程均达极显著水平 ，同地径为 自变量的回 

归方程相比，各器官的生物量与胸径有更高的相关性 。在生产 中测得大木竹胸径 ，带人拟合方程 即可得 

到相应的生物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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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器官生物量与胸径和地径的拟合模型 

Table 6 The model of different biomass components based on DBH and diameter of culm base 

注：D为胸径，c，表示地径。 

3 结 语 

在大木竹各器官生物量的分配中，竹秆占绝对比例，为总生物量的 73．1 ，远远超过毛竹的相应 

值。胸径、地径与各器官生物量有较好的相关性，各器官生物量对胸径和地径的拟合模型为生产上估算 

大木竹的生物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竹产业发展迅速，其中竹板材加工和竹浆造纸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而目前我国 

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却仍然处于传统模式，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竹种利用单一，尤其是 

竹板材加工几乎完全依赖毛竹，使得毛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增大了加工企业的原料成本；其次是竹材 

产量偏低，供需矛盾突出。鉴于大木竹竹材产量高、材性较好等特点，大木竹开发的无论对缓解目前竹 

产业面临的种种困境，还是对竹种的多样化利用都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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