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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要] 本文应用民族植耪学的方法和原理，调查和研究7分布于西m 

糖纳的竹类植耪。 

竹类植物广泛分布于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由于版纳优越的 自然条件、独特 

的 民族文化 习俗 和 宗教信仰等方 面的原 因，生 活在 版纳的傣 族和其他 少数 民族 

均有栽培、认识、利用竹类植耪的传统习惯及较高的知识经验，使得版纳不仅 

具有大面积的天然竹林，而且具有许多人I竹林。 

本文参闽7众 多的竹类研究成果，整理 7大量的野外调查、采集 资料，充 

分肯定 7前人对版纳竹类研究的价值，论述 7分布于版纳的竹属，并应用植物区 

系的方法分析 和探讨 了版纳竹属的分布类型以及版纳与相关地区的竹类亲缘关 

系，认为：版纳竹类与东南亚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滇西、滇东南，与滇中、 

华东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华南有着显著的差异。 S 

竹类起源于热带，而又广泛分布于永热条件良好的l亚热带地区．少数小型耐寒竹类 

亦可延伸至海~3600m的高 山和温带低海拔山地。全世 竹类约7O余属lO0O多种，其中 

so％分布于亚洲尤以东南亚各国温暖、湿润季风地带最为丰富且多价值很高的大型丛生 

竹类。因此，在竹类研究方面已公认：受东南亚季风控制的亚堋热带是世界上竹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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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为丰富和价值最高的起源中心和现代分布中心。 

我国竹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向北可延伸至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 (少数栽 

培的除外)。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处于亚洲热带北缘 ，且西南、 东南部气候温暖、 湿润的 

地区正处于世界竹类起源和现代分布中心的区域之内，因而竹种繁多，分布面积宽广。全 

国竹类植物计有4O余属近 500种，远较东南亚各国为多。东南亚的许多竹类在我国南部 

多有分布而又有本国的一些特有竹类，如箭竹属 (Farg esia Franch．)、玉山竹属 (Yu— 

shania Keng f．)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高山地区，二者种类合计即超过 IO0种；此外， 

剐竹属 (Ph#llostach#s Selb．et ZucC．)、方竹属 (ĉ ∞ arabusa Makino)、香竹属 

(Chimonocalamus Hsueh et Yi)、筇竹 属 (Qiongzhuea Hsueh et Yi)、慧 隽 竹 属 

c f0c 鲫m Nees)，镰 序 竹属 (Drelmnnostachyum Keng f．)、唐 竹 属 (Sino- 

bambusa Makino ex Nakai)、酸竹属 ( cidosasa Chu et Chao)、单枝竹 属 (Mo一 

~oclatus Chin et a1．)等许多竹类多为我国所特有，合计亦近 200种。 

云南是中国竹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计有27属 200余种，即占中国竹种的半数以 

上，超过全国任何一个产竹省区。云南竹种的丰富是与优越的气候条件、复杂的地貌地 

_形以及与盛产竹子的东南亚邻国相通有关。东南亚许多竹种在云南南部地 区 多 有 所分 

布’长江流域的许多竹种如毛竹 (Phyllostachys heterocgla Cy．pubescens)、箬竹 Clndo一 

．ctamus longiauritus(Hand．一Mazz．]等在滇东北的昭通地区均有天 然 分 布}以 华 南 

地区为主的竹种如粉单竹 (Bambusa chungii McClure~r、麻竹 (Oendrocalamus latiflo— 

s Munro)，大节竹 (Indosa~a spp．)等亦在滇东南亦较普遍；滇中高原、滇西北、滇东 

B山地还有许多竹种与川黔相同，如慈竹 [Neos~oca ramus affinis (Readle) Keag 

f．]、苦竹 CPteioblastUs amaTI~S(Keng)Keng f．)金竹 (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 

Sieb．et Zucc．)等。除与外地区成分有关外还有不少竹种为云南特有或以云南特有或以 

云南为分布中心，如香竹属 (Chimonocalamus Hsueh et Yi) 铁竹属 (Ferrocalamus 

HSLith et Keng f．)、巨草竹属 (Gigantochloa Krife ex Munro)，怎莽竹属(Schizostach- 

_uum Nees)筇竹属 (Qiongzhuea Hsueh et Yi)、方竹属(Chimonobambusa Mak ino) 

等的一些竹种。而西双版纳又是云南竹类分布最多的圭由区。 

=，西双版纳的竹类厦其分布 

西双版纳位于北纬2l。8／--22。36 ，东经99。55 一】O1。5l 之间，地理位置上位于亚 

洲大陆向东南亚半岛过渡的热带北缘。总面积 19223平方公里，辖景洪、勐腊、勐海三 

县。横断山南端的余脉进入镜内，而澜沧江由北向南纵贯西双版纳中部，从而形成以山地 

及山原为主，其中又散布许多低山丘陵环绕的宽谷盆地。总的地势是北高南低、东西丽 

侧高、中间低。境内最高峰位于勐海县北部、澜沧江西岸的桦竹梁子，海拔 2429m~摄 

低点位于勐腊县的南腊河口，海拔 ,175 m，相对高差一般多在 500--1500 m之间。西双 

版纳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四季不分而干湿季分明。年平均温度18—22℃， 

年降雨量 1200~1900 mfn，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7O— s5 左右，由于地形复杂，气候 

垂直带明显，由上而下依次分布着沟谷雨林、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林以 

及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竹林是极富地方特色的一种特殊森林类型，由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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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落的竹种不同，自最低海拔至最高山岭均有竹子的分布。 

西双版纳由于自然气候条件的优越，是省内也是全国竹子种类最为丰富的地区。早 

在1940年耿以礼教授根据采自勐海的一份标本 (1922年 ，J．F．Rock 246 2)发表了滇 

竹 (G antochloa felix(Keng)Keng f．)这一新种。但早期省内并无人专门从事竹 

类的研究，并很少有人注意竹类的采集。当时采集者都是在采集其他植物标本时碰到开 

花的竹子顺便采上一枝，因此所采集的标本极其有限并彀不完整 (如缺秆箨、分枝乃至 

叶片)，而且无必要的野外记载。对版纳竹类的研究是建国以后才逐步开展起来。1951 

年，薛纪如教授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深人版纳，记录了当地的一些竹类植物。197z年， 

薛纪如教授又组织和主持了云南热区竹类资源的联合考察，由德宏，临沧进人版纳，开 

展了比较广泛而系统的调查采集。当时参加的有华南植物所贾良智教授、四川雅安中学 

李乾老师，勐仑热带植物所孙吉良同志和云南林学院邹爱国同志。此后，孙吉良、黄玉 

林同志又在热带植物园内主持建立了竹类植物引种收集医，并整理发表了 “西双版纳的 

竹类植物”(1984年)，为进一步研究西双版纳的竹类植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有关分类研究方面，继耿以礼教授以后，耿伯介教授 是表了南峤滇竹 (Gigantochloa 

parviflora(Keng f．)Keng f．)(1957年)，记录了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大麻竹 (D． giganteus Munto)(1962年)j 贾良智、孙吉良发表了巨龙竹 

(Dendrocalamus sinicus Chia et J．L．Sun)(I982年ll；薛纪如、孙吉良发表了 “中 

国竹亚科两个属的新记录”(1 983年)，并整理了泰竹属 (Thgsostachys Gamb le) 和奎 

竹属 (Cephlostach~um Munro)分布于版纳的竹类}温； 挥发表了密毛箭竹 (Fargesia 

plurisetosa Wen)(1988年)和单穗大节竹 (Indosasa singulispicuta Wen)(1988年)I- 

易同培发表了玉 山竹属一新秭一 隔界竹 (Yushania me~rghaiensis Yi)(1988年)；李 

德铢、薛纪如在 “中国牡竹属的初步研究”中确认该属生-布 于 版 纳 有 9种 4变种、变 

型，其中包括 2个新种和4个新变种、变型 (1988一l989年)。近年来在此基础上，覆 

们对版纳民族地区的竹类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采集，深感竹种之丰富为其他地区所不及 

根据我们多年来所采集的标本和前人研究的成果，版纳竹类可以确认有下列各属： 

1．慧蒡竹属-- $chizostachyum Nees 

本属已发表60多种，分布于东南亚、新几内亚、马选加新加岛及中国。我国记录 9 

种，产于云南、两广、海南岛，以及江西和台湾。西双跖 纳天然分布和载培 3种 ，即沙 

罗单竹 (Schizostach~um fun~homii McClure)患蒡竹 ( ． pseudolima McClure)， 

和薄竹 ( ． chinensis Rendle)其中薄竹在动海有分奔，由于其秆壁薄而节间长，是 

当地编织和制作 “高升一 (一种内装火药的土火箭)的上好材料}此外沙罗单竹在勐腊 

县勐仑等地分布太面积的天然单优势植被，该竹秆壁薄，节间较长较粗，亦常用于制作 

“高升”的材料，也是编织，笋用等上等材料。 

在野外，可根据竿顶攀援，秆壁薄，节间表面常具硅质而粗糙，箨鞘迟落，其背面 

常具硅质而粗糙，鞘口遂毛发达，箨片外翻或直立等，毽：别于其它竹种。 

2．泡竹属——PIeudoltachyum Munto 

本属现已知约 5种，分布于印度、孟加拉、锡金、尼泊尔、不丹、缅甸、越南、老 

挝以及中国。我国分布于西藏，云南、两广等地，尤以云南南部分布较多，现今报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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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即泡竹 (Ps 耐0s 舭̂ m pIogmorphum Munro)。止三种在西双版纳广泛分布，由于 

其秆壁很薄，常被用于制作 “高升”的材料，井用于编织、造纸，其笋食用；假鞭细长 

而质韧可代替藤条做为箩筐等镶边等用。 

在野外 ，可根据秆壁很薄，节间甚短，不具硅质而光滑}秆箨早落，箨片直立而基 

部约与箨鞘先端近等市等特征，区别于其它属种。 

5．空竹属——Cephalostachyum Munto 

本属世界已报导1 O余种，分布于缅甸、印度、东南亚以及马达加斯加岛及中国。中 

国报导 4种，集中分布于云南的德宏州。其中西双版纳分布 2种，即空竹 (Cephalosta一 

．ch~um／uchsianum Gamble)和香蠕竹 (C．pergracite Munro)。 

本属种通常是灌木状或乔木状丛生竹，节间较长，秆壁稍薄，表面光滑，节平}秆 

箨 常具明显的箨耳 。假小穗密集成球形，小穗仅台一花。在云南西双版纳，由于当地常 

用本属的竹种香糯竹的竹筒烧制竹筒饭，更加引人注目。 

4．泰竹属——Thyrsostachys Garnble 

本属只有 2种，分布于泰国、缅甸、印度、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驶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分布有 2种 ，即泰竹 (Thylostachy~siam s (Kurz．)Gamble) 

和大条竹 (Th．Otiveri Gamble)。其中泰竹在景洪县小勐养有成片天然分布，该竹秀 

丽多姿，是著名的庭园观赏竹种；秆劲直坚韧，又是制作棚架和大型伞柄韵好材料。 

本属可根据秆中型，壁厚，密集成丛，挺直，分枝高，叶细小狭窄 秆箨宿存，质 

薄等区别于其它属种。 

5．桑藤竹属—— Melocalamus Benth． 

藤本状竹类，秆作之字形曲折上长， 节膨大隆起且较粗， 节内宽， 具绒毛I 多分 

枝，枝纤细，但常有一主枝特别发育，粗似主杆，并横向延伸呈藤本状j秆箨宿存，坚 

硬 叶片大型，叶耳明显。和藤竹属种在外形上较难区别。 

本属现今报导有 8种，分布印度、缅甸及中国。我国的广西、云南和西藏南部有分 

布。西双版纳有 3种存在，其一为梨藤竹 (Melocalamus compactiflorus(KUFZ．)Be— 

nth．)，但 其余几种囡无花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6．藤竹属——Djnoch1̈ Buse 

这是一个与梨藤竹属 (Melocatamus)较难区别的属。两属均为攀援性竹类，且秆节 

伺作之字形曲折，秆箨宿存。但本属叶片小横脉明显， ；甄果 (梨藤竹为坚果)， 小穗仅 

含 1花而非 2花， 小花无鳞被而与 Melocalamus相区别。 然而无花标本仍然难以 区别 

到属。 

本属现已知约20种，分布在东南亚和南非大陆，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岛等热 

带地区。西双版纳初步确定芽 2种存在，但需进_-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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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长穗竹属——Teinostachyum Munro 

13卷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需要验证是否真正存在于版纳的竹属。作者在勐腊县小勐仑采 

到一种当地称为 “埋嘿俩”的竹类 (Wang 3003．1989．9)， 初步定为此属的种类， 但 

由于未见到花果，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属现已知 6种，分布于印度、 斯里兰卡、 缅甸 ，尤以锡金最为丰富。 云南的金 

平、文山有报导。本属是灌木状或乔木状藤本竹类，秆壁特薄，秆顶端弧形外弯；箨鞲 

质薄。其小穗细长 (长可达到 1 m7．5om)，含多花。 

8．刺竹属——Bambulsa Retz．corr．Sohreb． 

本属已知种达百余种，分布于亚，非及大洋州的热带地区。中国种类计有60余种， 

大部分分布于华南、西南地区，西双版纳主要分布和栽：奢的有 6种， 其中车筒竹 (Ba— 

mbusa sinospinosa MoClure) 是版纳小乘佛教所尊敬的佛竹， 此竹在版纳流传的手抄 

书 “二十六代佛诞生记 中，是作为第十五代佛释 5̂9Ⅱ牟尼成佛的证据而被尊为佛竹的。 

黄金间碧玉 (Bambusa vulgar~ yar．streista)、大佛肚竹 <B．vutgaris CV．Wamin> 

等是著名的观赏竹类，种植于公园和村寨中|其它种类主要是材用。 

此竹易于识别，在野外可根据丛生，大部分种小枝百硬利 (除孝顺竹亚属)，箨片三 

角形，直立，其基部近等宽于鞘口，且常常具有非常发达的箨耳等特征加以识别。 

9．牡竹属——D8ndr0calamus Noes 

40多种，主要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的广大地区，滇缅地区是本属竹种的现代分 

布中心。我国目前已报导30余种，主要分布于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两广、台湾、 

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区有少数种栽培。本属在西双版纳天然分布有太面积竹林，如黄竹’ 

林 (Form．D 打0c口肠 s m啪6r如口c 砧)、野 龙竹林 <Form．D．semiscandens)， 

金平龙竹林 (Form．D．peculiaris) 等已成为澜沧江两岸以及景洪县小勐养、勐腊县 

勐捧、勐远等地天然分布的单优植被，对西双版纳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着重大的 

作用。而版纳甜竹 <D． hamiltonii) 被认为是 目前世界上笋质最伉良竹 种， 其笋无苦。 

味，鲜食甚佳，故有 “甜竹”之美称}此外，歪脚龙竹 l，D． sinlcus)是 目前世界上记 

载最大的竹种，其秆高达 20—30m，粗 1 5～30m，秆壁厚 1．5—3 cm，因而又称为 “巨 

竹 。至今学者报导本属在版纳分布有10余种及其变种，Jr乍者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研究，采 

集标本，访问当地民族对其的识别，认为本属在版纳分布有20余种，变种以上。尤其是 

当地称之为黄竹、白竹的种类急需研究整理。 

在野外，这个属可根据秆多为大型，节间长度与厚壹适中， 节膨大， 通常具双毛 

环，在较低的节上具气生根 主枝多数但常有1—8主枝发育，叶多大型，基部楔形， 

小横脉不明显 秆箨背面常具白色或淡褐色的毛，箨耳通常缺如等特征来识别。 

1 0．巨草竹属——Gigant0chl0a K．urz．ex Munro 

本属现 已知种类30余种，主要分布于中国 缅甸、印度支那到马来半岛稻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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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中国天然分布此属种最多的地区，已报导有5种。作者根据采集标本调查，估计 

有l0余种以上，具体需要进一步研究。 

属各种由于秆壁较厚，耐用，而在版纳地区广泛 于建筑、围篱和制作绳索等。在野 

外可根据其秆节上具气根，节闾多色彩鲜艳的泪痕，秆萍无显著的箨耳而具明显的箨片， 

叶舌、箨舌一般较长而明显等特征认识。栽培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长舌巨竹(Giganto— 

cklca ligulata Gamble)，其箨舌可高达 2 cm，而叶舌长甚至达 3 cnl，叶片大达 13 x 

59cm，是一种叶片特大，舌特长的竹类。 

11．滇竹属——Oxytenan e ra Kurz． 

本属现今被承认者有5种，过去西双版纳报导的3种已被组合到巨草竹属 (Giganto— 

chloa)中，但 目前学术界争论很大，还需进～步研究 。 

在野外，由于其秆也具黄色泪痕，难以与巨草竹属的种类相区别，区别仅在于本羼 

种类小穗同型，而巨草竹谴的种类小穗异型。 

12．大节竹属——Indosasa McClure 

此属秆环通常明显隆起，而称之 “大节 。分枝 8枚，秆髓常显片状j叶片小横泳 

明显，呈方格状网纹}小穗台多花．无柄。现已发表2·)余种，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南、 

丽广、湖南等省区及海南 

在版纳，大约有 3种存在，其笋小，食之含苦昧，当地傣族称之为 “埋烘 ”，意 

苦竹 ，群众非常喜欢食用。 

15．剐竹属——PhyIIostachys Sieb．et Zucc． 

本属约50余种，主产亚洲东部，除少数种外 其余皆产于中国。在西双版纳分布祀 

培栽约 2种．主要用于观赏、药用和做扫帚等。如紫竹 (Ph~tllostachys nigra)往往被 

当地傣族、哈尼族栽培于庭园中，既是药用植物，又是著名观赏竹类。 

在野外，可根据秆散生，各节具 2分枝，节间于分枝一侧徽扁井具有纵脊与沟漕， 

秆箨早落而区别于其它属。 

14．方竹属— Chimonobambusa Makino 

本属现已知20余种，分布于中国、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我国许 

多省区均育分布，其中以西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据调查，西双版纳现有 2种 1变种， 

分布于勐海布朗山、南糯山及景洪勐宋等亚高山区常绿阔叶林下。 

方竹屠种秋季出笋，多在 9一l1月份，其鲜笋去箨后常呈黑色。在野外可根据秆敬 

生，中部以下数节及近基部节之节内具刺锥状或瘤状气生根}箨片极其退化缩小j分枝 

3枚，胄些秆呈四方形 (意即方竹)、而区别于其它属仲。 

1 5．香竹属——Chimonocalamus Hsaeh et Yi 

本 身布于印度、缅甸及中国，其中以中国最为丰富j垒属共lO余种，除 2种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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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缅甸外，其余皆产于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本浔在秋夏两季发笋，其味鲜美， 

故以 “香竹”命名。本属在云南东起文山州 ，往红河、临沧至滇西德宏州进入藏东南，而 

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勐宋，勐海布朗山发现有 1种 ，且分布 局限性很大。其秆内具有芳香 

的黄色油滴，对制作竹筒茶等具有良好的开发价I直。 

在野外，可根据秆丛生，秆基部数节具气生根环状刺；箨片明显，多外翻}分枝 8 

枚，秆节内具有黄色芳香油滴而区别于其他属种。和方竹禹 (ĉ m。n。 m s )相似． 

但方竹属种不为丛生，箨片退化而区别。 

16．箭竹属——Fargesia Franch． 

本属已有种类8O余种，除 1种 (总花箭竹 Fargesia r口cⅢ0 口(Muaro)Yi)产于 

尼泊尔、锡金外，其余皆产于我国亚热带中山和亚高山地带，尤以西南地区为最多。在 

版纳景洪勐宋和勐海分布有 2种，即密毛箭竹 (F．plurisetosa Wen)，滑竹 (Farges ia 

sp．哈尼语： 阿猪)。 当地常常用于制作围篱、 扫帚等， 经久耐用。 

本属竹种几为小型竹类，其秆节小而光滑，故有 滑竹”之称J而其地下茎为合轴 

型，但有粗壮实心之竿柄延长部分 (即假鞭)在地下横走 ．使得秆近散生，在其一头芹 

右成对抽笋成秆，而挖其作拐杖，近似龙头，又称拐棍竹或龙头竹屑。 

17．玉山竹属一 Yu ania Keng f． 

本属已知约5O余种，分布在我国台湾，向西经大陆可至喜马拉雅山区，向南至菲律 

宾诸群岛。我国尤以西南三省分布最多。西双版纳现今分布一种，即隔界竹 (YushaniCr 

mengl~aiensis Yi)，仅见分布于勐海。 

在野外，本属种和箭竹属 (Fargesia)的种难以区别， 其区别在于本属种的假鞭为 

细长型，直径小于母秆，节间中空等。 

18．苦竹属——Pleioblastus Nakai 

本属已发表 100余种，分布于东亚，以 日本为最多。我国现已知20多种，分布于长 f 

江流域以南各省区。西双版纳有 8种存在，其一为苦竹 [j’leioblastus口m r“ (Keng) 

Keng f．)，其它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属种秆圆筒形，但在分枝一侧微扁，不起棱角，其高度不超过节间的 1／s． 分枝 

3— 7枚，渐增至束状，小枝节疤大，分枝开张40—50。角}箨环甚高于秆环，其上有箨 

鞘基部多少残留的木栓质状物隆起和毛环。笋期5月上旬 

19．李海竹属一 Neohouzeaua A．Camus 

本属现已知有 7种，分布于亚洲中南半岛。我国海南岛有 2种报导。五十年代在勐 

海南糯山曾经发现此属竹类。 

李海竹属种是攀援性竹类，常混生于常绿阔叶林下。秆细长，主枝常单生，与秆近等 

粗。其 与藤竹属 (Dinochloa)种相类似，但本属种花丝联合成管状， 花柱甚长． 柱头 

三 裂，小花较大，枝节无领圈状附属物{叶片小横脉明显等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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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纳竹类医系成分 胡折 

竹娄起源于热带而又延伸至广阔的亚热带乃至温暂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在长 

期自g演 化过程中，往往形成了各地区主要或特有的一些分布成分。如箭竹属 ( ， gesia)、 

玉山竹盾 (Yushania)的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高山针叶林区I方竹 属 (c  ̂m。 。妇m 口)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华东中山常绿阔叶林区j刚竹属 (Phyllostachys)以我国长江中下 

游为最多；大节竹属 (Indosasa)、刺竹属 (Bambusa)以两广为主产区l滇缅地 区是牡竹 

属 (Dendrocalamus) 的现代分布中心。 版 纳的竹类是以古热带较为原始的大型丛生竹 

为主，即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联 系 (见 附 图1、 

附 裘 1)。 

附圈1．西双版纳与其他相关地区竹类关系圈 

滇 中 高 原 

(方竹属 Chlmonobambu Ⅱ 

玉山竹属 Yushanla 

菏竹属 Fargesla) 

f { I 
西双舨纳地区 

滇西地区 f ‘牡竹属Dendr。。。j ：“ 
(空竹属Cep̂口losf口ĉ ‘m f 巨革竹属Gi 。 。 。。 
吞竹屠c“_兀0 0c。lamus) 一i 滇竹属Oxytena"f曲 

l 梨藤竹属 M IotaI。用 

泡竹属 Pseudostaeh：．,um 

I 藤竹属 Dhsoehloa) 

I I 十 
— — 1 _ _ ‘ J  1 _ _ ' _ ' _ _ ^ _ _ — — 一 一 — ^ r — 一  

东南亚地区 

(泰竹属 Thyrsostachys 

长穗竹属 Telnostaeh3 

李海竹属 Ⅳ∞ 0 Fo2-o) 

一 华东地区 

I一 (刚竹属 Phyllostach3 r5 

I 苦竹屑 Pleloblastus) 
{ 

滇东南地区 

I (艚翦竹属 Schizostae— 

j hyum I 
华南地区 j

刺竹属 Bambusa 

一 大节竹羼 Indo~asa) 

1．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从现有的竹子来看， 矗：以印度马来成分为主， 包括牡竹 

属 (Dendrocalamus)、巨草竹属 (Gigamochloa)、滇竹属 (Oxytenanthera)、刺竹属 (Ba— 

mbu,a)、慧筹竹属 (Schizostachyum)、泡竹属 (Pseudostachyum)、空竹属 (Cephalo— 

stachgum)、泰竹属 (Thyrsostachys)、梨藤竹属 (Melocalamus)、藤竹属 (DinocWoa) 

长穗竹属 (Teinos*achyum)、李海竹属 (Neohouzeaua) 淳占垒部竹种的 80 ，其中空 

竹属、泰竹属、巨草竹属、滇竹属、长穗竹属、李海竹属为我国新记录属且种类多局限 

在我星云南南部地区又以西双版纳最为集中。由此可见，版纳的竹类无论从起源和现代 

分布上与东南亚各国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在印雎、缅甸、泰国广泛 分 布 的 黄竹 

(Dendrocalamus membranaceus)和各种藤本竹类 (DI nochloa spp．) 在版纳也有大面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植 物 研 究 

积天然竹林存在；龙竹 (Dendrocalamus giganteus)、版纳甜竹 (D． hamiltoJzii)等芷 

东南亚栽培最广 ，在版纳的村村寨寨也都有栽培。东南亚热带竹林的特点是以大型丛生竹 

类为主，秆高可述 20m，秆粗多在 10—2O crll之间，粗名可达30 cm；此外。还富有野 

生的藤本状和攀援性竹类。达些特色在版纳竹林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附寰 1 西双版纳与相关地区竹属种比较寰 

属 ≯～一～．． 版纳 印度 泰国 缅甸 孟加拉 滇西 滇东南 滇中 华南 华中 
簋势竹属 +3 +2 +2 +1 +1 +2 +6 

Schlzostachyum ‘1 +1 

泡 竹 属 +1 +1 +2 +1 
Pseudostachyum 

空 竹 属 +2 +7 +2 +2 +1 +4 
C8 âi0sf0ĉ “m 

泰 竹 属 +2 +2 +2 +2 +1 +2 
·1 ·1 r r∞ sf0ĉ s 

梨藤竹属 +3 +1 +1 +1 +2 +1 1 7 
M elocalam“s 

藤 竹 属 Dinochloa +2 +2 +2 +2 +1 +3 

长穗竹属 Pf osf口ĉ q-1 7 +2 

+3 +d5 +10 刺竹属 Bambusa +6 +22 +14 +19 +9 +3 +2 
·1 ·d ·1 

+d +1 牡竹属 Dendroealam“s +207 +l2 +8 +11 +6 +lO +4 +7 
·1 ·2 

— — J _ _  

巨草竹属 Gigantochloa +1O +5 +3 十9 

滇竹属 0 f̂en朝抽Pr口 +27 +7 +5 +6 +2 

大节竹属 Indosasa +3 +4 +l1 +27 

刚竹属 Phyllostachys +3 +5 +3 +1 +1 ·10 +46 +15 

方竹屑 Chimonobambusa +2 +1 +2 }2 +4 ·1 +4 +2 

香 竹属 Ĉ 0 o aZam“s +1 +1 +1 +2 +6 

箭竹属 Farflesia +1 }5 +2 +2 2 

玉山竹属 Yushan~a +1 }3 +3 +1 +5 +7 

+3 +13 苦竹属 Pleiblastus +3 +1 +2 
‘1 ·2 

李海竹属 Neohouzea 口 +1 7 +2 4 +1 

【牲 +为天然抒布或大量栽培：0为 种栽培) 

2．与华南的关系：版纳与华南各省 (两广、海南) 生竹类植物方面有一定的联系 

但 远不如版纳与东南亚各国密切。如刺竹属 (Bambusa)、牡竹属 (Dendrocalamus)是 

共有的属，但刺竹属在华南有40余种，到了版纳则以牡竹属种为主而刺竹属种广泛分布 

和载培的也不过 6种左右 (不包括热带植物园从华南引种 畿培的种类)。 此外 ．版纳与 

东南亚各国共有的一些竹属，如巨草竹属 (Gigantochloa)．滇竹属 (Ox~ttenanthera)、泰 

竹屠 ( ̂  rs0 z ĉ )、空竹属 (Cephalo：、tachyum) 等在华南则无天然分布。 凡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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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在竹娄的区系成分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3．与华东的关系：两地共有的只有苦竹属 ( f ( ， “s)、方竹属 (Chimonobam— 

bu sa)、刚竹属 (Phyllostachys)。苦竹属、 刚竹属是华东的主要竹类： 苦竹属在华东有 

11种， 而版纳只有 8种且均为特有的小型竹类， 刚竹属在版纳只有 2种， 多 作 为 观 

赏、药用植物栽培；方竹属也只有 2种 ，且与滇中的较近似而与华东无关。由此可知，版 

纳与华东的关系又低于华南，仅有苦竹一属说明两地仍有一定的联系。 

4．与省内其他地区的关系： 
’

4(1)与滇西德宏、 保山等地州的关系： 从区系上都属于印度马来成分， 亦即许多 

属种都是相同或近似的， 如牡竹属 (Dendrocalamus)、 刺竹属 (Bambusa)、 梨 藤竹属 

(Melocalp,mus)、空竹属 (c 砌 。 口c )、香竹属 cc mo 。c m“s)等许多种是共 

有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属种版纳习见而滇西却无分布，如巨草竹属 (Gigantoch— 

lca)、滇竹属 (Oxytenanthera)、慧蒡竹属 ( ĉ 。 l口c m)等}而滇西原生的单枝竹 属 

(Monoclatus)、刚竹属 (Phyllostachys)、慈竹属 (Ne(1 inocalamus)等的一些竹种在版 

纳亦岽见天然分布的报导。此外，空竹属在滇西有 5种之多，而版纳则减少到 2种，这 

里表明两地关系密切但仍有一定的差异。 

4(2)与滇东南河口等地的关系： 两地关系仍较密切但又低于滇西地区。 河口与越南 

和广西毗部，竹类植物中以息劳竹属 ( 押c蛔“m)、大节竹属 (Indosasa)和刺竹 

属 (Bambusa) 的竹种最多也最茂密。 牡竹属 (Dend~ocalamus) 虽然仍占有一定的地 

位，但版纳和滇西分布最多的龙竹 (D．giganteUs)、版纳甜竹 (D．hamil conli) 和勃 

氏甜龙 (D．brandisii)等在此却无栽培。 此外， 版纳所有的巨草竹属 (Gigantoch— 

loa)、滇竹属 (O 口  ̂r )、空竹属 (Cephalostac~yum)、泰竹属 (Thyrsostachys) 

等在河口亦未见分布。 

4(3)与滇中高原的关系：版纳的竹类除龙竹 (D．giganteus) 在滇中地区有少量 

栽培外，余均未见到。滇中高原习见的方竹属 (c mo 2o m自 ∞)， 玉山竹属 (Yusha— 

nia)、箭竹属 (Fargesia) 等的少数种类顺横断山脉南下延伸至版纳海拔较高的 山 地， 

表明两地仍有一定的联系，但又远远低于滇西和滇东甫地区。 

按照吴征镒教授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分布标准，对现存西双版纳的竹 

属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将版纳的竹属归划分为 5个分布区类型 (见附表 2)。 从表中可 

以看出， 版 纳 竹 类擅物在区域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少量兼有温带 成 分。 

牡竹属 (Dendrocalamus)、巨草竹属(Gigantochloa)，堡竹属 (c 口 f口c “m)、泰竹 

属 (Thysostachys)、藤竹属 (Dinchloa)，泡竹属 ( “do 口c船“ ) 等热带成分计有 

16属，占据了版纳全部竹属的84．2 ，东亚分布成分仅有 2属，占1 0．5 ，中国特有竹属 

有 l属．也占5．3 。而热带成分中，热带亚洲 (印度 —一马来西亚)分布成分占有11属， 

占57 8 j其中，热带印度至华南 (尤其是云南南部)!}布(Trop．India to S．China 

<es口。S．Yunnan)]属有香竹属 (Chimonocalaintl s)、空竹属、 泰竹属． 占此分布 

大类型 27．3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 (或西南)分布 ISVietaam (or Iado—Chi— 

nese ninsula)to S．China(0r SW。 China)] 属有李海竹属 (Neohcuzeane)、 

长穗竹属 ( ’einostachyum)，占18．2，《。凡此这些都进一步说明， 由于西双版钠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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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舀家盔地理位置上的连续性．使得它们在植物分布连续性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导 

致了它们竹类植物区系坡分的相似性和密切性，在区系亲缘关系上使得西双版j1{i与皇南 

亚国家的密切度要高于版纳与其它地区的关系。 

附裹 2 西双版纳竹厘分布医类型裹 

Table 2． The A real Types of Xish L!a rlgbanna Gelie ra of Bamboos 

分布区类型 Di st rihutional Ty 竹属数 G ene ra Numbers 1葡分比 

泛热带分布 Pantl-opi e j 

建 壶 热惜非 j ia t。T ； i l 
一 亚 (日堙二写采西豆 夯i『- ～ 

—

Ttop．Al堕a(Indo--=Mal墼 
⋯ 一 ⋯ 一  

东亚分布 E．Asia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ic to ChiⅡa 

四、结 语 和 建 议 

1．东南亚热带是世界竹类起源和现代分布的主要中心， 竹种之多、 价值之高远远 

超过美洲和非洲。西双版纳正处于这一中心区域内，由于自然条件的复袭多样又受横断 

L J』脉和东亚的影响，竹类丰富更超过邻近地区，堪称 “竹类宝库”。但是，由于缺乏直 

有的认识，近几年来热区开发，如橡胶的垦植等经济作物 发展大多建立在毁嚣开地的 

基础上，而造纸用竹、无限制的采笋叉进一步加深了破坏 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法规， 

健全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切实保护好现有的天然竹林，在此基础上还应采取一些改造 

措施使其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达到永续利用的 目的。 

2．我们称版纳是我国乃至世界的 “竹类宝库 ．反映在：(1)竹种资源特别 丰 富： 

在版纳有限的面积上竞有20属近 100种之多，这是国内外 庄何一个面积相近的地区所无 

弦比拟的。如印度全国竹类也只有 126神，而泰国世不超 过40种。(2)竹类e§特 珠 蛀； 

在版纳所分布的竹类中，空竹属 (c ，osl口cA m)、泰竹属 (Th#rsosta )、蕴努竹 

属 (schizostachltum)、藤竹属 (DinocMoa)、长穗竹属(n l 0st口c的 m)、巨草竹蔺(Giga一 

；'~tochlea)、滇竹属 (Oxgtenant hera) 等的许多竹种均为国内其他产竹省区所无，这也 

说明版纳竹类的特殊性和可贵性。(3)沿澜沧江两岸和低 山河谷既有较大面积的天然竹 

林，而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又都有许多人工丛生竹林，其 中很多都是大型优质材用和笋 

用竹种。如版纳甜竹 (D．hamiltonii)，笋体个犬、味美，采后即 可直接鲜食． 为国内 

任何笋用所不及。因此，竹林资源亦极其丰富，品质也高．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3．版纳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生活上都与竹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 们注的是竹 

楼，庭园围的是竹篱，日常生活用品又大部分取树于竹器；竹笋更是他们的传统菜肴； 

他们还常到竹林捕捉竹鼠，采捉竹虫，并利用竹箨作为食品包装材料。除此之外，他们 

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也常与竹类有关，如果没有竹子．一讶都将改观。可是 ，作为 

商品，目前竹类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很小，家家户户虽然郭普遍栽种竹 子．但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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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而很少作为商品出售。我们认为资源是十分丰富的，用途是广泛的，为了繁荣民族 

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改传统利用为工业生产势在必行。 

4．版纳的热带自然景观，特有的民族风情， 正吸引着众多的游人， 从而使得那里 

变成少有的旅游 “热区”。但应看到，不管自然景观也好，民族风情也好，又都与当地 
一 丛丛挺拔高耸秀丽多姿的竹林有关。人们最欣赏有竹丛衬托的傣家竹楼I喜欢品尝新 

鲜甜笋和竹筒饭 到了节日更要争看傣家燃放竹篾编制的 孔明灯 和用 竹 秆 制成的 

高升 |临走时，大家又都想买点当地的工艺品作为纪念。但遗憾的是，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富有民族特色的竹楼也多为土木结构的房屋所替代。我们认为，竹楼是民 

族风情的一大特色，它既适于热区的生活条件又可就地取材有利于森林的保护。为此， 

我们建议，应就地建立竹胶台板厂、竹工艺品厂、竹 加工厂，充分利用当地的竹类资 

源为振兴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服务。 

5．丰富的竹类资源是版纳民族地区的～大特色和优势。 它 的存在除与优越的自然 

条件有关外，还与当地少数民族对竹类的普遍栽培利月和喜爱有关，这也表明版纳竹类 

资源开发的基础很好、潜力很大。而要向高层次开发，除了领导重视和大力扶持外，还 

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竹类的开发利用是多方面的，包括竹材制品、竹f编工艺 

品、竹笋加工以及各种竹付产品的利用，因此，引进外地资金和技术就地建厂又是切实 

可行的。与此同时，还应开展有关基础方面的研究，如主要竹种的显微结构和力学性质 

的鉴定，各种笋用竹营养成分 的分析以及主要竹种的无性快速繁殖方法和事产竹林经营 

措施等等。 

ABSTR^CT 

The bamboos of Xishuangbanna are inves：egated and studied based On 

the Pfinc le and methods of Ethnobotany． 

Bamboos distribute Over Southeast Asin and southern Chinn．Because of 

the advantageous nature Condition，special cul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re1igious'eelief，Dai nationality and o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o 

reside in XishⅡan曲 anna ha e developed trandi：ional妇store and experience 

of understanding， gro wing and using bambeos．There is quite great area of 

natara1 as "we儿 as artifi Cia1 bamboo forest． 

A great amount of work sach as the reYision of 1iteratures On bamboos 

and field work including investigation and st)ec imen—gathering have been 

achieved． Each genus of bamboos found in Xishuangbanna is studied respe— 

ctively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authors anal y ses and discasses the floistic 

relation of bamboos b etween Xishuangbanna and the related re~ion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logy of f!oristics．In the author S opinion． the floristic rein— 

tion befⅥreen X shuangba口na and Southeast Asia is regarded as the closest 

one．There is relative c1ose relation between ](ishuangbanna and the southe- 

astern and western Yunnaa． The i'e1ation betw￡en Xishuangbanna and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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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and Eastern China is less． And there is ohvious differenee betweeⅡ 

Xishuan anna and Southern China floristi cally． 

KeY words Xishuanghanna} Disfrihution of bamboo generaj Floristie 

cha racters． 

】 

[2 

[8 

[4 

5 

6 

7 

8 

g 

lo 

11 

12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冯学琳等 I 980 池竹属在王lj国曲舟市新记录 广西植物 l 88o(2)：卜一2 

孙吉 息等 1 9 我国新发现的巨型竹 竹凳研究 1 982(1)：10--12 

孙吉息等 1 984 酉积版纳的竹娄植材 竹凳研究 1 984(1)：8--1 4 

李摧铼等 i 988一i 989 中国牡竹属的研究 (之一、二、三) 竹子 韧 究 汇 刊 T(3)：1--18j 7(4)：1--1 9_ 

8(-)：：5—43 

吴征镒 1 965 中国植物区景的热带亲缘 科学通报 1865(i)：25—333 

昊征镒 l口口】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廿市区类型 云南植物研究 增 ：1—1 39 

周芳纯等 i 983 盂加拉国竹林经营管理和利耳考察报告 竹凳研究 2f 2)：l--5 

林业部赴印度竹子载培拄术考察组 i 987 印度 的竹子生产和科学斑强 竹子研究汇 6(2)：50--68 

揖同培 1 988 滇 南竹 子 四新 种 云 南植 物研究 1 4)：43卜 443 

林万涛 i 989 对中国牡竹属的讨论 竹子研究汇刊 B(4)：3O一36 

驶以扎等 195 9 中国主要植物图啦一秉车科 

耻伯舟 l982--84 世界竹亚科备属的考订 竹子研究汇刊 1(【)：l—l 9；1(2)：3 L--46{ 2(-)：-1--i 7 

2(2)：1一l 7；3(1)：1—2i 

耻伯舟 i 98 中国厦其近临的竹皿科接属系统分类一酣：篪属植索班 (英文)竹子研究汇刊 6(3)：1 3--28 

章伟平等 1 888 中国方竹属新斗凳群 竹子研究{亡刊 1(1)：-4--22 

喜 泰璐 i 990 中目竹林类型与地理分布特征 竹子研究{亡拍 9(4)：1—18 

温太辉 1ff8t 我国竹亚科新分类群 竹子研究 刊 3(2)：23--47 

沮太辉 -988 竹粪四新种及若干新组合 竹子研究 刊 T(1)：237—3i 

裴盛基 1 985 民族植物学 科学 37(2)：2 3--38 

辉朝蔑 1 98 西双版纳天然竹林的初步研究 竹子研究 {l】 6(IJ：i6—23 

辉朝蓝等 1 992 中国竹亚科梨藤竹属的研究 植物甘曩学报 30(2 -I 183—168 

薛圮如等 1 979 我国西南地区竹凳二新属一番竹属和蓐竹属 (一){}竹属 云南桩物研究 1(2)：74--92 

薛赶如苷 i 883 中国竹亚科两个 属的新 记录 竹袭研兜 2(2)：4o。--48 

BUftll& Forest Departmeat 1 984 Bamboos and Canes h Bufm-‘I一 39 

Burm~ Foeert Depgetmeat‘98 Bamboo s aad Cages缸 Burma．-- Supplemettt】．1一 {5． 

C．MUnto -866 A Moaograph 0f the Bambasaceae Tran sacaic JK$of the Litme蛆 So~iety．1一 l 57- 

I．S．Gamble i896 The Bamb~ sea~0f British Jndia Annals 0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CaIe=-． 

tta． 】一 1∞ ． 

(27) Lin Wei-chih J 988 The Bamboos of Thailand l一5D 

(28] R．C．Gaar．1 983 Bamboo Research in India Recent Research on Bamboos 2 32 
[。9) Sakomsak Ramyarangsi 1985 Bambo~Research in T~ailaad Rece~t Rea~r~h on Bambo os日 64 

0 ” 们 们 r耋㈨㈦㈨㈤㈨㈨㈨㈨㈦㈨㈨㈨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