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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毛竹林的生物量和生产力

李振基 林 鹏 丘喜昭

生 物 学 系

摘要 首次研究了福建毛竹群落的生物量和生产力 样地设于闽南的南靖和误高才
,

结果

表明
,

毛竹群落 如 年现存童为 跳
、

其中毛竹种群生物量为 了 魂 加
,

占 吸” 呵
,

林

下灌木 草本的生物量为 宫 之 占  生物量在毛竹种群各组分中的分配为竹杆
,

占
·

竹根   耐 占 竹枝 际
,

占 竹鞭  “衬

占 肠 竹叶
,

占 写 , 年总净初级生产童为
,

,

其中地上部

分 为
, ,

占 肠 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为福建省毛竹林的高产
、

丰产提供了科学

依据

关键词 毛竹林 生物
,

生产力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面积最大
,

产量最高
,

栽种历史最长
,

经营水平较高的国家
,

素有
“
竹子

文化的国度
”
之称 在各类竹中

,

又以毛竹 尸妙左“亡召动夕
‘

动“
‘
翻 , 分布最广

,

用途最多 与针
、

阔叶树相 比较
,

毛竹具有生长快
、

产量高之特点
,

但到目前为止
,

国内外有关毛竹林生物量和生

产力的报道甚少「‘一 ’」,

福建省毛竹林面积居全 国之首
,

通过闽南毛竹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

究
,

可为竹类高产及引种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为此于 一 年对福建南靖高才的毛竹群

落生物量进行了研究
,

自然条件和样地概况
福建南靖高才地处南亚热带

,

是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之地带
,

它是毛竹等散生竹类分布的

南缘
,

该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

北纬
了 ,

东经
‘ ,

其西北部背靠闽中戴云 山脉南段支

脉博平岭山脉之间的坂寮岭而与闽西的龙岩市相隔 其东南方有九龙江支流切成的河谷与相

距约 的沿海漳州平原相通
,

地形大致呈向东南方开 口的马蹄形
,

利于形成暖湿气候
,

根

据南靖县  年气象资料
,

当地年平均气温
。

℃
,

最低月 月 均温为 ℃
,

最

高月 月 均温为 ℃
,

绝对最低温一 ℃
,

且为时极短
,

年 日照时数
,

年霜日
,

年平均降水量
,

且多集中于 月
,

年雨日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

基本上静风

林地土壤为花岗岩风化发育的灰化红壤
,

土层深 以上
,

枯枝败叶层
,

表土层

二 灰棕色
,

枯质壤土
,

团粒至核粒状结构
,

有机质含量 。
,

值

调查群落分布于和溪盆地上缘高才村附近
,

为丘陵沟谷
,

海拔 一
,

坡度 一

群落总盖度
,

平均高度为
,

立木层为单一的毛竹
,

层盖度为  一  
,

林下

本文
一 。 一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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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生长茂密
,

盖度约 写  
,

种类以草本植物为主
,

其中以乌毛戴
, 二  胡

‘ 。

占

优 势
,

叶 层高
,

最高 达
,

白花 地 胆 草 妙无 “

佩
‘ , 和 狗 脊

钊  居次
,

平均高度 。
,

灌木种类常见者有沿海紫金牛 括  二

,

杜茎 山 入际“召
户户  

,

粗毛榕 尸介二 ,

彻 和毛紫金牛  “ 二

等 层间植

物以高梁泡
。

俪  。 和粉背获羹 勿  ! 等为主
,

尚有一些乔木幼树

侵入

材料和方法
生物童的测定

选择毛竹群落郁闭林地
,

调查 标准样地 个
,

其中选择砍伐不同年龄 和胸

径的标准毛竹 株
,

地上部由鞭茎交界处至枝下高处分段称重
,

枝下高以上部分分别侧定竹

杆
、

竹枝和竹叶的鲜重
,

并分别取样带回室内
,

除分析样品在 ℃烘千外
,

选取部分样品在

℃烘干
,

求得样品干重
,

换算成群落生物量

地下部随机选取 个 的小样方
,

每隔 深度分鞭
、

竹根及其他植物根
,

分别

称取鲜重 林下植物选 艺 的样方 个
,

割取地上部分称取鲜重 并分别取样带回同上

法烘干称重

各年所出之竹数与当年各类标准样竹的地上部生物量的乘积之和即毛竹种群地上部的生

物量
,

计算公式如下

习
, ‘, ‘

式中 为毛竹地上部分的总生物量
, 二 ‘

为各龄竹株数
, ‘

为各龄标准的地上部千重
,

为

竹龄

将地上部毛竹生物量
、

地上部林下植物生物量与群落地下部生物量相加可得到整个毛竹

群落的现存量

年生产力的测定

根据标准竹所得出的各龄毛竹的千重与密度的关系
,

可以计算出毛竹地上部的年生产力
,

公式如下
。。二习

‘

讯瓜
式中 ‘为 年毛竹地上部年生产力

,

为各龄竹株数
,

‘为竹龄
,

孤为第 龄竹地上部干

重的平均值

将毛竹地上部年生产力与地下部年生产力 按地上部之比率推算
,

加上退笋和笋捧的年

产量 加上通过收集试验得到的年掉落物及林下植物的现存盆 因每年收割
,

故以现存量推

算
,

可以得出毛竹群落在 年的年净初级生产力
,

结果和讨论
,

毛竹群落的现存量

调查了南靖和溪高才 个 的样方
,

测定了不同年龄
、

不同胸径的样竹 株
,

及

灌木
、

草本
、

根
、

鞭各 个 的调查和测定
,

结果表明
,

该毛竹群落 年现存量为

年龄的确定方法参考南京林产工业学院竹类研究室所著《竹林培育》农业出版社
,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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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会 ,

其中毛竹为  ! ∀
#
∃占 94

.03% )
,

林下灌木草本为 495

g/m Z(占 5
.97% )

,

毛竹各组分的分配顺序依次为竹杆 4 572 9/m
,

( 占 58
.67 % )> 竹根 1 344

g/m
忿
(占 27

.
24% )> 竹枝834 9/m

Z(占10
.
了% ) > 竹鞭 z, 2 9 / m

Z
( 占 10

.
16呢)> 竹叶252 9/m

,

( 占 3
.
23% )

,

而林下灌木草本则地下部较高
,

为27 8 9/m
Z〔占56

.
26 % )

.
地上部较轻

,

为21 7 9/

m Z(占 43
.
84% )

,

这与地上部灌木草本每遭到收割有关
,

见表 1
.

表 1 毛竹现存t 及各组分的分配(创。
,
) 〔1卯。

一

幻

T ab
.
1 s ta

nd
i叩
erop and bi

o
lna
s,

d i
,

*
r

i b
u t

io
n i n v

ar i
o u s

m 记
。 10

5 o
f p h 少2拓材ac hy

s P
u
加Jc。二 3

co m m
u
ni
ty ( g / m

,
)

准木与草本
组分

毛 竹

干 ! 占总重的沁 干 重 占总重的%

叶 252 3
.
23

枝 834 10.70

茎 4 572 58.67

根 1 344 17.25

鞭 792 10
·

1
6

地上部合计 5 658 72
.59 217 43.84

地下部合计 2 136 27
.
41 278 56

·

1 6

总计 7 79峨 100 4 95 10 0

占群落总重的写 94
,

0
3 5

·

9
7

3

.

2 毛竹林生物t 的比较

毛竹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竹种
,

多纯林或与杉木 (cu , 动g ha , l’a lo 。‘
一

。la ta) 等

混交
.
分布范围很大

,

受气候条件影响
,

其生物量多少相差很大
,

见表 2
.
与各地相比

,

南靖和溪

高才的毛竹林生物量偏低
,

只占浙江
、

江苏
、

江西等地中亚热带毛竹林的 28
.
8 % ~ 5 5

.
2叫

,

地

上部生物量占中亚热带毛竹林的 26
.1% ~ 79

.
2%

,

因上述地 区人工集约经营管理较好
,

故现

存量很高
,

南靖和溪地处南亚热带
,

是毛竹分布区南缘
,

加之管理较差
,

故现存量较低
,

地下部

生物量与各地毛竹林相比
,

相差很大
,

这与本地栽种历史短
,

土壤中老根少
,

且地处南亚热带
,

老根腐烂分解较快有关
.
素有树海之称的南坑村雅的毛竹林则生物量更低

,

仅占和溪高才毛竹

林的 59
.5%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各地毛竹林生物量相差甚大
.
影响这些生物量差异的原因有多方面

.
主

要是地理位置不同所致
,

毛竹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和北 亚热带竹种
,

南靖县地处南亚热带
,

是毛

竹分布区南缘
.
基本上超越了生长幅的南限

,

故生物量较低
,

台湾 C hi
一

T
o n 3 ’的毛竹亦然

.
其

次
,

集约经营也对 生物量影响极大
,

毛竹中心产区宜兴l
“〕和奉化川集约经营的竹林较其他毛

竹林高 2~ 4 倍
,

同是南靖县
,

管理较好的和溪高才毛竹林比管理较差的南坑村雅大面积毛竹

林的生物量高近一倍
,

闽南尚有不少小片粗放管理的毛竹林
,

生物量均很低
,

因此
,

在南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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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应重视发展丛生竹和常绿阔叶林
,

对已栽种的毛竹林必须加强集约管理工作
.

表 2 各地毛竹林生物t 的比较
”
(g
/m

含

)

T
a
b

.

2
Co

l n P
ar i

3 o n o
f b io

幻. 比 5
i
n
so m

e
P 人沁肠s忿口‘人办 户“加3亡e 。‘ 。o n ” n u 垃rie s in d盛ffe 祀

n t

川acosl, ( g
/时)

南亚热带

地点 福建南峭 福建南蜻 台湾

高 才 村雅 C hi 一
T
O n

中 亚 热 带

浙江安吉
五云

江苏宜兴 贵州赤水

纬度 24.52, N

5 6 5 8

( 1 0 护
,

)

2 4
.

3 4
‘
N

3 0 1 1

( 5 3

.

2 )

1 6 2 7

( 7 6

.

2 )

4 ‘3 8

( 5,
.
5)

2 9
.
2 0

,
N 3 0

.
2 6

‘
N

地上部生物t
5 545

(分8
.
D )

1 2 7牙3

(2 2 6
.
1 )

浙江富阳

庙山坞

30.04 ,
N

7 3 3 0

( 1 2 9
。

6
)

弓80 0

(3 1 8 4 )

1 4 1 30

(1 8 1
,

3
)

黄启民
1987〔IJ

7 1 4 8

(1 2 6
.
3 )

1 7 1 9 4

(3 0 3
.
9 )

地下部生物t
2 136
(王00 )

8 8 1 6

(4 1 2
.
7 )

9 1 4 3

(4 2 8
.
0 )

9 3 4 4

(4 3 7
。

3 )

总计
7 794

气1 00 )

2 ] 6 0 9

(2 7 7
.
3 )

资料来探 本文 本文
W al唱

,

T

.

T

.

1 9 8 5 [
1〕

沮太辉
1990〔砚J

3 1
.
2 8

‘
N

2 1 6 4 1

( 3 8 2

.
亏)

5 4 10

(2 5 3
.
3 )

2 7 0 5 1

(3 4 7
,

1

)

周芳纯
1987〔s〕

2 6 5 3 吕

(3 4白
.
5 )

巫启靳
19831幻

1) 不包括毛竹林中滋木
、

草本的生物t

2) 括号内数字表示与南靖高才生物t 相比的百分数

3
.
3 毛竹群落与其它群落生物里的比较

与各类竹林生物盆伙
、

‘ 月相比
,

经营水平相当的毛 竹林较丛生竹林或混生竹林的生物量

高
,

与丛生竹林相比
,

毛竹林地上部分产t 偏低
,

占现存通的 “% ~ 80 % 不等
.
丛生竹林的地

上部分生物量可高达 80 % 一96 % [’]
.

和澳高才毛竹林与亚热带的人工针叶林现存量rB] 相比
,

较广东鼎湖山的马尾松林(现存量

6 400 9/m
,

)和湖南会同地区的衫木林(15 400 9/m
,
)

、

马尾松林(10 400 9/m
,
) 为低

.

与世界各类森林相 比
,

毛竹林生物t 较同龄的落叶阔叶林高
,

如英国 24 年生的 B et ola

一
cosa林生物全仅 7 990 9/m , [ , 1

,

加拿大 26年生的A
cer sp 湘

r二 , 林地上部生物量仅 4 045

g/m 巾 〕,

与各地 15 年生的针叶林生物盆相似
,

较常绿阔叶林
、

雨林[0] 为低
.
经营较好的毛竹林

(z声130 9/m ,
)

[ ‘]和丛生竹林(可达到 14 882 9 /m
念
和 15 641 9/m

含
)
t ‘]则与 37 年生的落叶阔叶

林与 23年生的针叶林(乔木层 9 170 9/m
之
)
〔.]相当

.

3
.
4 毛竹群落的生产力

根据样竹所得出的不同年龄的干重与密度的关系
,

可以计算出毛竹林地上部与地下部的

年生产量
,

退笋和笋捧根据样方收集计算而得出
,

自然掉落物通过收集试验所得
,

加上当年林

下植物的现存童
,

可以得出群落的年净初级生产力
,

结果如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和溪毛竹群落 l , 9 0 年总年净初级生产力为 2 14 6
.7 9/m .‘包括林下植

物
、

掉落物
、

退笋和笋捧)
.
从表中可看出

,

毛竹地上部分年生产量占总年净初级生产力的

50
.
2%

,

其次是毛竹的竹鞭和根系
,

占 19
.
9%

,

林下植物仅占 16
.
6%

,

掉落物 11
.5%

,

退笋与

笋择则所占甚少
,

仅占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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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福建南靖高才毛竹林的年初级生产量(1 990)

T ab
.3 ’

U h
e a n n u a

l
p

r
i m

a
r
y p

r o
d

u e
t
i
o o o

f P
hy

Z l
o 对 ae勺 ,

P
u加sc 朗5 eom m u垃ty

in G
a o eai of N a n ji嗯

,

F
i ; i

a n
(

1 9 9 0
)

组 分 年净初级生产量(g /m
,

) 占初级生产量的纬

1 Q77 .5

19
。

9

工6
,

6

片了卜月廿‘今LJ月,口勺

毛竹地上部分

毛竹地下部分

林 下植物

掉落物

退婆

笋捧

总年净生产盆

247.5

2 146
.
7

与世界各地森林的年净初级生产力相比
,

毛竹林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 000 ~ 2 600
g/m ,

) 相当[
’I

,

较热热带雨林(J Zoo一 5 0 00 9 /m
,

)
[’]

、

红树林(2 3;‘g / m
,

)
I ‘。]

、

丛生竹林

(2 554
.5一4 19 2 9 /m ,

)
〔‘]为低

,

而比湖南会同杉木林(754 9/m
,
)

[‘]
、

广西桂中马尾松林 (800

g/m
,

)
‘8〕高

,

也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600 ~ 1 600 9/m
,
)
〔, ,高
.

南靖高才毛竹群落的年初级生产力(2 146 9/m
,
) 与浙江富阳(2 125 9/m

,
)[

‘l
、

浙江奉化

(2 701
.
59/m

,
) 〔心,

,

其地上部年生产力 (一0 7 7 9 / m
,
) 与台湾台中(1 110 9/m

Z)[
3〕,

均很 接近
.
由

此可以看出
,

尽管南靖高才毛竹群落的现存量较同一地区的阔叶林和中亚热带经营集约度高

的毛竹林低
,

而较针叶林高
,

这与竹林的留养有关
,

集约经营的竹林立竹度较为合理
,

而粗放经

营的竹林太疏或疏密不匀
,

过早地砍去了竹林中的大竹或 I度¹
、

Iv 度竹
,

如在南靖的竹林中

, 度竹所剩不多
,

因此导致了现存量较大的分异
.
从年净初级生产力上看

,

毛竹分布南缘的毛

竹林若能加强管理
,

其现存量还可提高
,

与针叶林相比
,

其年净初级生产量要高 2~ 3 倍
,

每年

每平方米可生产竹材 2
.1 kg 以上 (鲜重 3

.
2 kg 左右)

,

老竹采伐后
,

新竹继续生长
,

不会引起

水上流失等问题
.
由此可见

,

充分发挥毛竹速生的特点
,

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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