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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近些年来，竹子在上海地区的栽培、应用日益广泛和普遗。但

有关竹种介绍的工具书并不多见。《上海竹种图志》就是介绍上海地区竹种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工具

书。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空白。真诚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瞢及竹类知识，促进上海地区竹业B后

的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一份贡献l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经得到我国著名竹子专家马乃iJiI，张文燕、易同培等老先生及丁雨龙

教授、王福升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I上海植物园圃长，教授级高工胡永红博士对本书的编撰

和出版工作一直给予鼎力支持和全面的指导。本书在编撰过程中。也得到了上海植物园施俊，陈必

胜、李雪梅、李萍、张丽华、莫健彬，王玉勤等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虽然作者已经尽

了最大的努力，但主要由于受到拍摄和出版经费的限制，使得本书实际所采用的照片的质量，数量

以及照片的缩放效果等都还未能尽如人意。

书中如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者

2010年暮秋于上海植物园

罗汉竹(人面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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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竹子资源及分布

竹系禾本科(Gramineae)中竹亚科(Bambusoideae)植物的泛称。据南京大学已故耿伯介教授的研究整

理，全世界共约有木本竹类植物70多属、l 200多种，竹林面积2 500万公顷。分布地区以亚洲为最多，非

洲次之，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又次之，大洋洲最少，欧洲仅有少量的引种。

竹类植物主要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也有少数属、种生长在温带甚至亚寒带地区。东南亚的季

候风带是世界竹子分布的中心。

中国地处世界竹类植物分布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竹国之一，竹林广泛分布在中国北纬10。

～40。之间、共约24个省市区的广大国土上。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地质历史古老，多样的地貌、气候和

土壤条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环境，加之受到第四纪冰川的影响不大，这都为我国特有的竹类属、种的发

展和保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竹类植物生物多样性因而极为丰富。据耿伯介教授的研究整理，中国国产

竹类植物资源总计约40个属，500余种。中国竹类资源十分丰富，有适于热带地区生长的合轴型丛生竹

种，适合亚热带地区生长的单轴型散生竹种和适合高海拔、高纬度地区生长的耐寒性强的复轴型混生竹

种。

中国不但竹林资源丰富，竹子产量也较高。中国的竹林面积约700万公顷(其中人工种植400万公

顷，天然高山竹林300万公顷)，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毛竹约占竹林总面积的70％。

第一节世界的竹类植物资源与分布

竹子的适应范围很广，从赤道两旁到温带都有分布，北界为北纬51．，南界为南纬47。，其垂直分

布可从沿海平原到高山雪线海拔3 000-4 000米的高度。但绝大多数竹种要求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多

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平原丘陵地带。东南亚的季风气候带是世界竹子分

布的中心。随着纬度和海拔的增高，只有少数耐寒竹种才能生长。全世界竹子资源以亚洲最为丰富。其

次是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很少。欧洲没有天然分布，仅有少量引种。竹类植物常常组成大

面积的竹林，成为森林资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高山和海洋的阻隔，世界范围内的竹类植

物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竹区。

一、亚太竹区

本区为世界最大的竹区，南至南纬42。的新西兰，北至北纬5 l。的库页岛中部．东至太平洋诸岛，

西至印度西南部。该区竹子种类多。面积大，经济价值较高。本区有竹子50多属、900多种．其中散生竹

约占3／5，丛生竹占2／5．大部分竹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从分布面积和种类来看，中国排名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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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印度，接下来是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现就几个主

要国家的分布情况简述如下。

(1)中国：中国约有40个属、500多种，涵盖了亚太竹区的全部属类，种类占全部种的55％，竹

林面积约700万hm2(1h盘2=1公顷)，占世界总面积的28％。年产竹材800万t。中国的竹林主要分布在长

江以南地区。

(2)印度、孟加拉国：共约有19个属、113种，竹林面积约400万hm2。该区竹子主要类型为丛生

竹，主要分布在印度东部地区和孟加拉国西部一带，此外在印度西南部山区也有分布。

(3)日本：共约有13个属、227种，竹林面积为13．82万hm2。该区竹子主要类型为散生竹，主要

分布在鹿儿岛、宫崎、熊本、福冈和山口等地，其中鹿儿岛面积最大。

(4)缅甸：共有90多个竹种，面积约217万hm2。

二、美洲竹区

本区跨越南北美洲，南至南纬47。的阿根廷南部，北至北纬40。的美国东部，主要集中在美洲大

陆的东部地区。本区竹子大多是从外地引种的，几乎没有乡土竹种(仅有2～3个种是乡土种)。在拉

丁美洲的南北回归线之间，如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的亚马逊流

域等则是本竹区的分布中心。该区竹子种类较多，共约有18属、270多种，多为丛生竹·面积较大，但

绝大多数经济价值较低。

三、非洲竹区

本区的竹子分布范围较小，南起南纬22。的莫桑比克南部，北至北纬16。的苏丹东部。在这个范围

内，由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南部向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形成从西北到东南的横跨非洲大陆热带雨

林和常绿落叶混交林的斜长地带，成为非洲竹林的分布中心。此外，在非洲北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游

河谷地带和埃塞俄比亚的温带山地森林地区也有成片的竹林分布。本区共约有竹子ll属、40种。

第二节中国的竹类植物资源与分布

中国是世界竹子分布中心产区之一，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产量最高、栽

培历史最悠久、经营管理水平也较高的国家。700万hm2的竹林约占全世界竹林总面积的28％。

中国竹类植物中的丛生竹和散生竹大约各占1／2。其中丛生竹由于出笋一般较迟(7～10月出笋)，

严冬来临之际幼竹尚未充分木质化或还在生长，抗寒性较差，故其分布仅限于我国南方诸省，到北纬

30。以北，丛生竹已属罕见，而散生竹和混生竹由于出笋一般较早(每年3～5(6)月出笋)，对寒冷

和干旱等不良环境有较强的抗性，适应性强，且根部延伸范围比丛生竹更广，故其分布范围明显要比

丛生竹广，从南方的海南、 。两广”到北方的河南、山东以至辽宁南部都有自然分布或引种栽培。高

山竹种如箭竹属、玉山竹属、筇竹属等，要求特殊的环境条件，只能在高山上或深山区才能生长。

在我国，竹类植物的自然分布地区很广，南至海南岛，北至黄河流域，东起台湾，西迄西藏的错

那和雅鲁藏布江下游，约相当于北纬10。-40。和东经92。-122。左右，在这个范围内都有竹子的分

布。其中以长江以南地区的竹种最多，生长最旺，面积最大，群众培育竹林的经验也最丰富。由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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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土壤、地形的变化和竹种生物学特性的差异，我国竹类植物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和区域性。

根据我国竹类植物的分布情况，可将我国竹类的水平分布区划为四大竹区。

一、黄河一长江散生竹区

本区范围为黄河以南至南岭以北的“中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亚地带”和“北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林地带”内，包括甘肃东南部、四川北部、陕西南部、河南(洛宁、博爱及信阳地区等)，湖

北、安徽、江苏等地区，以及山东南部和河北西南部，约相当于北纬30。-37。之问。年平均温度为

12～17"C，1月份平均温度为一4～4℃1年降水量为500 I 200mm。在这个区域内，主要竹种为散生型

的毛竹，刚竹、淡竹、桂竹、金竹、水竹，紫竹及其变种和混生型的苦竹、篆竹、箭竹等。长江流域

的竹子种类较多，主要是刚竹属、大明竹属、短穗竹属等竹种。在本区南部有成片竹林，主要生长在

背风向南、条件较好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早在秦、汉时代，渭河平原南部，中条山南部以及太行

山东南麓就有大面积的竹林存在，直到现在，这些地方仍然是北方竹子的重要生产基地。

二、长江一南岭、戴云山混生竹区

本区基本上处于武夷山系、南岭山系、贵州西部至四川盆地一带的“中亚热带南部、常绿阔叶林

地带”内，包括四川西南部、云南北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区和福建西北部，约相当于北

纬25。-30。之间。年平均温度为15～20"C，1月份平均温度为4～8"C 1年降水量为l 200一l 800mm。

这是我国竹林面积最大、竹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其中毛竹的比例最大，仅浙江、江西、湖南三个

地区的毛竹林合计就约占到全国毛竹林总面积的60％。此外，在具有显著经济价值的竹种中，还有散

生型的刚竹、淡竹、早竹，哺鸡竹类、桂竹、水竹，混生型的苦竹、箬竹以及丛生型的慈竹、料慈

竹、梁山慈竹、硬头黄竹、凤凰竹等。这些竹种在分布上是呈点、面混合的，一般在山区和偏北地区

主要是散生型和混生型的竹种。而在偏南的平原地区、河谷、丘陵地区，丛生型的竹种则比较多。

三、华南丛生竹区

本区在南岭、戴云山脉、广西以南的南部地区，包括台湾，广东，广西、福建南部，云南南部，

约相当于北纬25。以南的地区。年平均温度20-22"C，1月份平均温度在8"C以上1年降水量为l 200 l

800mm，有些地方甚至多达2 000 3 000mm。这是我国丛生竹集中分布的地区(在本区的山地也有散

生、混生型竹种分布)。主要栽培的竹种有莉竹属的撑篙竹、硬头黄竹、青皮竹、车筒竹，慈竹属的

麻竹、绿竹、甜竹，吊丝球竹、大头典竹、大麻竹及单竹属的粉单竹等等。在本区南部地区的村前屋

后和溪流两岸，都有成丛成片的丛生竹林。在本区偏北地区，特别是海拔较高的地方，则是由大面积

散生竹或混生竹组成的竹林。例如广东北部、广西北部的毛竹林和绥江流域的茶秆竹林，都是南方地

区用材竹的主要基地。

本区还可再细分为以下两个亚区：

(1)华南丛生竹亚区：含台湾、闽东南、广东南岭以南，海南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以觞

竹属种类为最多·

(2)西南丛生竹亚区：含广西西部、黔南、川南，云南和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主要是由牡竹

属、巨竹属、泰竹属等丛生竹组成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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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琼滇热带攀缘竹区

本区包括海南中南部、滇南、滇西及藏南等，主要是丛生竹类，也是攀缘竹类分布区。

竹子垂直分布的幅度也很大，从海拔几米到几千米的地方都有生长，并随纬度、经度和地形而变

化。在喜马拉雅山海拔3 500m，秦岭海拔2 300m、台湾新高山海拔3 000m处都有竹子分布。我国特产

的20多种箭竹，大多数分布在华中和西南海拔l 000～3 500m的高山地区。竹子在我国垂直分布总的趋

势是：南方高而北方低(低纬度的南方地区，垂直分布的上限高；高纬度的北方地区，垂直分布的上

限低)，西部高而东部低(西部地区垂直分布的上限高，东部地区垂直分布的上限低)，群山高而孤

山低(群山地区垂直分布的上限高，孤山地区垂直分布的上限低)，南向坡高而北向坡低(南坡垂直

分布的上限高，北坡垂直分布的上限低)。那些在海拔l 000m以上地带分布的竹种大多秆形矮小，经

济价值低，形成高山灌丛或高山森林的林下伴生植物；而那些竹秆高大、具有较高工艺价值的竹种，

一般则是分布在海拔800m以下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

此外，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竹林。在分布上，一般都呈成片、集中的状态：如江苏的宜兴、

溧阳。浙江的临安、安吉、德清、余杭、富阳、衢州、江山、龙游等地。福建的武夷山东麓各县、闽

江流域中下游、龙岩以及漳平等地。台湾的二水、大埔一带，海南省，广东的广宁、怀集、德庆、郁

南、清远、从化、南雄、梅县等地；湖南的浏阳、新化、零陵，茶陵、新宁、黔阳、桃江等地；江西

的宜丰、奉新、铅山、上饶、靖安、贵溪、宜春等地；安徽的广德、郎溪、宣城、歙县以及大别山一

带，湖北的蒲圻、崇阳、咸宁、通城、宜昌、房县等地，四川的合川、铜梁、大竹、广安、江安、长

宁、兴文，高县、夹江、眉山、雅安以及川西平原地区，广西的临桂、兴安、灵川、永福以及融江流

域、红水流域、都江流域一带。贵州的安顺、兴义、兴仁、盘县、晴隆以及黔北的赤水流域一带，云

南的大理、蒙自、祥云、元谋、禄劝、个旧以及西双版纳地区等，都有成片分布、绵亘数十里甚至上

百里的竹林。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