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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各地地形不同、气候不同,以及造林技术规范程度不一,导致一些移竹成林成活率不高。本文对竹子的移植造林

技术进行分析,从母竹的选择和挖取、造林地的选择和平整以及成林后的抚育管理等方面对移植技术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季

节移植的情况进行了阐述,希望以此提高移植成活率,提高移竹造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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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子的简述 

竹子的种类十分丰富,是属于单子叶禾本科草本植物,

目前我国竹子的种类有 35 属,多达四百多个品种。我们常见

的竹子形态有乔木状、藤本形状以及草本状。竹子的生长主

要是通过在地下匍匐根茎,根茎成片生长推动竹子繁衍,同

时还可以通过开花结籽进行繁衍。竹子的竹鞭在地下进行交

错能够有效地涵养水源,对保持水土、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具

有重要的作用。当前移植造林常选择的竹子种类是乔木,这

是因为其体型较为高大,发达的根系使得其枝叶较为繁茂,

能够有效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2 母竹的选择 

在移植造林工程中,栽竹是依靠母竹所连的竹鞭进行发

竹,从而使竹子发育蔓延成林的,因此,母竹是竹子移植造林

技术的关键。对于母竹的选择,一是 好选择 1 到 2 年生的

竹子, 多选择 3 年生竹子,这个年龄阶段的竹子具有较强

的生命力,竹鞭也处于壮龄时期,同时竹鞭鞭色鲜黄,鞭芽也

十分的饱满,同时鞭根的健全能够促进移植的成活率,移植

之后更容易成长出新笋,快速长出新鞭,当母竹在移植成功

后能够更快的成长成林。混搭母竹的选择,可以考虑采用60%

的当年生竹子和 40%的两年生竹子。二是对于粗度的选择,

要多选用胸径在3到5厘米的,颜色呈现深绿色,生长较为健

壮的竹株,除此之外还要注意无病虫害且枝叶较为繁茂。一

些竹子种类母竹很难区分,这就容易导致生长上出现习性错

位或者难以发芽,因此一定要做好母竹的选择,这才能有利

于竹子的成活和发芽。 

3 母竹的挖取 

母竹的挖取工作,一是要依据竹鞭的位置和走向进行挖

取,在走向上一般要与竹子的第一盘枝的方向保持一致,在

距离母竹 30 厘米左右的位置进行挖土找鞭,截断距离可以

按照来鞭20至 30厘米和去鞭30—40厘米进行,竹鞭横截断

面要保持断面的光滑,带土约为20到30千克,土壤挖开形状

可以保持椭圆形。母竹挖取过程中,要注意对鞭芽的保护,

尽量减少对鞭根的伤害,挖取中一定不要对竹秆进行猛摇,

从而避免松动带土,避免对母竹与竹鞭连接处的螺丝钉进

行扭伤,尽量对竹鞭、鞭根和笋芽不伤害。根据对母竹移植

的经验,我们发现带土多、鞭根大的母竹其具有较高的成活

率,后期满园的速度也更快。在母竹挖起后,可以留 6到 8盘

的小枝,对竹梢进行削除,注意保持切口的平整,同时就近栽

植母竹。 

4 造林地的选择和平整 

造林地一般都是山地,且生长条件较为贫瘠、恶劣,对于

山地造林我们可以多选用散生竹,这是因为散生竹地下鞭较

长,竹鞭的行鞭能力较强,当成长成林以后,竹鞭发笋成林能

够覆盖的土地较大。 

选择造林地时要尽量选择更为适合竹子生长的土壤地

块,例如坡度较为平缓的山地、土制较为疏松、土壤透气性

较好、排水能力较强的,在土壤酸碱度程度上,酸性或微酸性

的为 佳,土壤 好为砂质土壤。对于平缓的坡地可以进行

全面的整地,对土壤进行全面的深挖,厚度可以在 20 厘米以

上,对土地中的杂物进行清除,尤其是块状杂物,再进行挖掘

种植,挖穴株行距可以设置为 2米乘 4米,穴长 100 厘米、宽

60 厘米、深 40 厘米,同时还要注意将穴底进行挖平处理。

不同坡度、不同土壤厚度的竹子的移植成活率也不同,例如

对于早园竹,我们选择三个移植环境,分别为坡陡土薄的山

腰下部、坡脚较缓但土层较厚的山脚上以及坡度较小土层较

厚的山脚下,经过试验证明,在这三个环境中早园竹的成活

率分别相差有 3%—4%,即分别为 86.5%、91%和 94%,第一年

的出笋率也不尽相同,分别是 14%、18%以及 25%。对于平地

和缓坡的竹子移植,要进行全面的整地。如果山地坡度在 25

度以上并且土层的薄厚不均,这时可以进行带状整地或块状

整地,这也能够有效地节省人力,带间的距离或者块的大小

可以根据造林的密度进行因地制宜来选择。 

5 不同季节竹子的移植造林技术 

5.1 春季竹子的移植造林 

俗话说“正月栽竹, 二月栽木”,意思是说冬末初春时

节栽竹、栽树更为合适,无数的实践也证明,春季进行竹子的

移植造林是 为适合的季节,因此,早春竹子的移植造林,可

以选择坡度较小的山地,土层较为深厚肥沃,同时排水和通

风也较为良好的酸性土壤。早春时节的挖穴可以选择在梅雨

季节之前进行,时间可以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在挖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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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表土和心土进行分开。 

5.2 夏秋季节竹子的移植造林 

我国夏季是指4—6月,秋季是指7—9月,这两个季节温

度较高,尤其是夏季平均温度在 25 度以上,因此夏秋季节栽

竹不易成活。这一季节,在山上进行母竹挖取后,很快就会因

为高温而枯萎,如果是母竹较大并且携带泥土较少或者在运

输的过程中母竹泥土散落,也会导致难以成活,加之管理不

当很可能导致移植造林失败。因此,夏秋移竹造林难度很大,

但是如果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提高成本预算,夏秋移竹造

林还是具有可行性的。例如,怀化市首届花博会上“夜郎竹

苑”展出的竹子就是在夏季使用塑料桶移植竹子成功的典范,

移植过来的竹子不仅全部成活了,还生长出很多嫩竹,嫩竹

高矮不等,粗度不一,每科竹子上发出了多个嫩芽。我们可以

借鉴这个做法在夏秋季节开展竹子的移植造林技术。 

夏秋季节母竹的挖取要尽量选择在林缘和较矮小的竹

子,母竹的直径需要在 3厘米以下,过大则很难成活。挖取时

根据竹子的大小来确定挖取的宽度,如果竹子大则相应的要

宽,反之亦然。夏秋季节挖取一定要坚持不损伤根系,还要尽

可能的多带泥土。弯取时可以准备一些薄膜和草绳,当母竹

挖取出来之后将竹蔸包扎,从而避免泥土散落和根系干燥,

但一定也要切记不要对根部进行浇水,浇水会导致泥土湿润

后散落更为严重。在包扎完成之后要留 2—3 盘枝盘,对竹尖

进行砍削,从而避免水分的蒸发,如果是箭竹可以不用去尖,

只需防止在阴凉处就可以。搬运时也要轻拿轻放、即挖即运,

在运输途中也要切记防止挤压和颠簸,尽可能减少泥土从根

系上脱落。 

夏秋季节母竹如果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运输方式可

选择桶装,提前准备好塑料桶,事先挖好坑穴也可以,在准备

好的塑料桶底部钻 4 到 6 个洞,方便桶内的土壤与地下土壤

进行水、营养物质的交换,坑穴内也要留出相应的通水口。

在桶内或者坑穴内先放置一些瓦砾,使其稍稍盖住洞眼能够

方便进行通气漏水。母竹移植前将根部的薄膜摘除,再放入

桶内或坑穴内,将根须展开,使其更大面积的接触泥土,从而

提高母竹的成活率, 后再用泥土填满压实,浇水即可。 

如果是使用塑料桶进行栽植的,应将塑料桶放在阴凉处

保存,如果是坑穴,需要搭建遮阴棚,从而减少水分蒸发,提

高母竹的成活率。如果移植的母竹较粗,还需要立支架防止

其被风吹倒。装桶后需早晚浇水,浇水量可以以桶底有水流

出为宜。虽然这种移植方式过于麻烦且成本较高,但能够有

效地提高成活率,对于公园类场所营造观赏类竹林,能够有

效的解决季节的约束。 

6 竹林地的抚育管理 

竹子进行移植造林种植后,要对竹子进行土、肥、水以

及抚育间伐的管理,一是在移植造林后的前三年中,一定要

禁止一切人为活动,禁止放牧、禁止割草,杜绝一切人畜对竹

林的破坏活动,防火期要切实关注森林火灾问题,杜绝安全

隐患,病虫害活动也要进行预防。在抚育管理中,每年可以集

中进行一两次除草松土活动,时间可以选择在五到六月和九

到十月。二是做好“小老竹”的择伐,择伐时要对小的进行

择伐,留下大的竹子,要留年轻竹子,坚持去弱留强的基本原

则,合理的取舍能够给健壮的竹子留下更多的生长空间和营

养空间,从而更好的进行成长,促进快速成林。 

对于成竹林的管理,要坚持伐育结合的措施。对于成竹

林的砍伐,年砍伐量不能超过年生长量,砍伐的成竹年龄一

部分应为年龄在 6 年以上的成竹,另一部分 6 年以下的病虫

竹或小径竹,坚持去弱留强的原则。对于砍伐的时间,一般可

以选择在冬季。以往大面的竹子移植造林,常常按照粗放经

营的管理模式,但当前,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面积

逐渐减少,加强竹林的集约化管理势在必行,做好竹林的土、

肥、水管理,从而推动竹林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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