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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厅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桐庐县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江志标、陈双林、李明良、郭子武、张岩、李迎春、杨清平、孙鹏峰、叶洪、

廖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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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节竹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节竹栽培的术语和定义、造林技术、培育技术、病虫害防治、竹笋质量分级等。 

本标准适用于高节竹林培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 525     有机肥料 

DB33/T 224 菜竹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高节竹 

又名洋毛竹、黄露头、钢鞭哺鸡竹，学名Phyllostachys prominens W.Y.Xiong，隶属禾本科竹亚

科刚竹属，竹节秆环鼓突。 

3.2  

秆柄 

又称螺丝钉，秆基之下紧接竹鞭的弯曲部分，是竹秆与竹鞭的连接部位，节间短缩，不具芽或隐芽，

不生根。 

3.3  

鞭笋 

又称鞭梢、笋鞭，新竹鞭的先端部分，形状尖削，夏秋季可挖掘食用。 

3.4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04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2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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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笋 

通过高节竹林内加客土、地下鞭系控制、林地垦复等措施生产的竹笋，外观色泽浅，口感细嫩、香

甜。 

3.5  

株穴施肥 

在距立竹基部20 cm处，开深15 cm～20 cm、长20 cm、宽10 cm的半月形沟，坡地在立竹基部上部

开沟，施入肥料后用土覆盖。 

3.6  

挖穴施肥 

在竹林内每1 m
2
挖一个穴，深15 cm～20 cm，长和宽各10 cm，施入肥料后用土覆盖。 

3.7  

开沟施肥 

沟深15 cm～20 cm、宽15 cm，沟距2 m～3 m，坡地沿等高线水平开沟，施入肥料后用土覆盖。 

4 造林技术 

4.1 造林地选择 

4.1.1 环境要求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的规定，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 15618

的规定。 

4.1.2 气候条件 

年降水量1200 mm以上，年平均气温15 ℃～19 ℃，极端低温不低于-20 ℃。 

4.1.3 土壤条件 

选择疏松、透气、肥沃、土层50 cm以上的红壤或黄壤，pH值4.5～7.0，以沙质壤土为佳。 

4.1.4 地形条件 

海拔低于800 m，坡度小于25º，非高山风口和低洼积水处。 

4.2 母竹 

4.2.1 年龄 

生长健壮、枝叶茂盛、分枝低、不开花、无病虫害的1 年生～2 年生竹株。 

4.2.2 规格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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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竹胸径3 cm～5 cm；所连竹鞭留来鞭长15 cm～20 cm、去鞭长20 cm～30 cm；竹鞭有5 个以上健

壮饱满的侧芽；秆柄无损伤；竹秆留枝4 盘～6 盘，顶部切口平整、不开裂；带宿土，总重8 kg/株以

上。 

4.2.3 包装和运输 

远距离运输时，应将母竹的竹蔸用稻草或编织袋等包扎，平放或斜放在车厢内，并用篷布覆盖，保

持根部湿润。装车、卸车和搬运时，母竹应手提或肩挑，不可肩扛或丢抛，不能损伤鞭的侧芽与秆柄，

尽量减少宿土掉落。 

4.2.4 存放 

母竹应做到随挖、随运、随栽。若条件限制，存放期不超过3 天，并做好保湿、降温、通风、防止

日晒雨淋等措施。 

4.3 造林方法 

4.3.1 整地 

坡度15º以下的造林地，全面垦复整地。坡度15º～25º的造林地，沿等高线带状或块状整地。带状整

地，带宽2 m～3 m；块状整地，规格为2 m×2 m。翻垦深度30 cm以上，清除造林地内的根蔸、杂灌及

石块等。 

4.3.2 挖穴 

挖穴规格为长80 cm、宽50 cm、深40 cm。坡地造林穴的长边应与等高线平行，挖穴时把表土和心

土分别放置在穴的两侧。 

4.3.3 造林时间 

除冰冻期和出笋期以外的季节均可造林。最适宜造林季节为春季2月和秋末冬初9月～11月。 

4.3.4 造林密度 

每公顷900 株～1500 株。 

4.3.5 栽植 

4.3.5.1 每穴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15 kg，有机肥与表土拌匀后回填，穴底平整。使用的有机肥有机

质含量≥45%、(N+P2O5+K2O)含量≥5%，质量应符合 GB 525的规定。 

4.3.5.2 母竹鞭的种植深度 20 cm～25 cm；鞭、根平展，竹秆直立；覆土分层踏实，鞭土密接、下紧

上松；浇足“定根水”，并打桩固定母竹。 

4.4 幼林抚育 

4.4.1 补植 

对新造林地的死亡母竹，要及时清除并补植。 

4.4.2 水分管理 

母竹栽种后，遇连续干旱7 天以上的天气，需及时浇水。浇水应一次浇透，不宜少量多次；遇天气

多雨，对平地、低洼地、地下水位高的林地，开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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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施肥 

1 年施肥2 次，4月、6月～7月各施肥1 次，株穴施肥或撒施。以6月～7月结合松土、除草的施肥

为主，4月份施催笋肥。造林当年每公顷施尿素45 kg～60 kg或复合肥90 kg～180 kg，第二年、第三年

施肥量每年增加一倍。使用的复合肥(N+P2O5+K2O)含量≥45%，质量应符合GB 15063的规定。 

4.4.4 套种 

新造林2 年内提倡以耕代抚，套种豆类、西瓜、药材等。 

4.4.5 新竹留养 

按照“留远去近、留强去弱、留稀去密”的要求留养新竹。 

4.4.6 竹林保护 

新造竹林严禁牲畜入内，防风、防火、防病虫害、防人为损害，确保快速郁闭成林。 

5 培育技术 

5.1 自然笋栽培 

5.1.1 林分结构 

立竹密度每公顷7500 株～9000 株，立竹胸径5 cm～6 cm，1年生：2年生：3年生：4年生立竹数量

比例3：3：3：1，立竹在林中分布均匀。 

5.1.2 林地垦复 

6月～7月,深翻林地一次，深度15 cm～25 cm，挖除老鞭、竹伐蔸，保护新鞭和壮龄鞭。 

5.1.3 施肥 

1 年施肥3 次，具体见表1。 

表1 高节竹林自然笋栽培施肥措施 

项  目 时  间 施肥种类 施肥方法 施肥量(kg/hm²) 

催笋肥 3月～4月 尿素 开沟施肥或挖穴施肥 300～450 

行鞭肥 6月～7月 复合肥 开沟施肥或结合林地垦复撒施施肥 750～900 

笋芽分化肥 9月～10月 复合肥 开沟施肥 600～750 

5.1.4 采笋 

当笋尖露土10 cm～15 cm时，用笋锹或笋锄小心整株挖取，不损伤竹鞭、鞭芽，挖后盖土。 

5.1.5 新竹留养 

在出笋盛期的后期留养新竹，每年每公顷留养新竹2400 株～2800 株。留养的新竹应健壮，无病虫

害，胸径5 cm～6 cm，新竹在林中分布均匀。 

5.1.6 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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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月，新竹长成后，结合林地垦复，伐去4年生以上老竹及部分4年生竹，清理病虫竹、风倒竹、

雪压竹、弱小竹。每年每公顷伐竹2250 株～2700 株。 

5.1.7 钩梢 

雪压、冰挂、台风等危害严重的地区，应采取新竹钩梢。6月份，新竹抽枝展叶后钩去竹梢，留枝

15 盘～20 盘。 

5.2 覆盖竹笋早出栽培 

5.2.1 竹林选择 

选择具有5.1.1的林分结构，竹笋年产量22500 kg/hm²以上，坡度15º以下，光照充足，土壤疏松、

肥沃，近水源，交通方便的竹林。 

5.2.2 覆盖栽培措施 

覆盖竹笋早出措施参照DB33/T 224的规定执行。 

5.2.3 覆盖物移除 

3月，当气温上升到高于覆盖地温时，应逐步移去覆盖物。 

5.2.4 新竹留养和伐竹 

按本标准的5.1.5、5.1.6要求进行。 

5.2.5 林地垦复 

按本标准的5.1.2要求进行。 

5.3 覆土白笋栽培 

5.3.1 竹林选择 

选择具有5.1.1的林分结构，竹笋产量22500 kg/hm²以上，坡度20º以下，交通便利，土壤深厚、疏

松、水肥条件好的竹林。 

5.3.2 覆土 

9月至翌年2月在高节竹林中均匀覆土30 cm～40 cm。覆土的客土为红壤或黄壤，团聚体结构好，粘

粒含量50%～70%，容重1.0～1.2 g/cm
3
，pH值4.5～5.5。不用沙石土、泥沙土。去除客土中的石块、树

蔸（根）等。一次覆土可保持3 年的高节竹白笋生产。 

5.3.3 林分结构调控 

按本标准的5.1.5、5.1.6要求进行。 

5.3.4 林地垦复 

覆土后前2 年进行每年2 次的林地垦复，深度25 cm～30 cm。第一次为6月～7月，结合伐竹和新竹

抽枝长叶期施肥，清除竹伐蔸和覆土层中的竹鞭；第二次为9月～10月，结合笋芽分化期施肥，清除覆

土层中的竹鞭；覆土后第3 年起，按自然笋栽培进行林地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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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施肥 

5.3.5.1 覆土肥 

覆土前在竹林中先均匀撒施复合肥750 kg/hm
2
～900 kg/hm

2
，然后覆土。 

5.3.5.2 笋前肥 

3月～4月，开沟施尿素300 kg/hm
2
～450 kg/hm

2
。 

5.3.5.3 新竹抽枝长叶肥 

6月～7月，先在林地中均匀撒施复合肥750 kg/hm
2
～900 kg/hm

2
，后深翻林地。 

5.3.5.4 笋芽分化肥 

9月～10月，先在林地中均匀撒施复合肥600 kg/hm
2
～750 kg/hm

2
，后深翻林地。 

5.3.6 采笋 

除留养的竹笋外，其它竹笋及时采挖。宜在早晨采挖竹笋。竹笋刚露土时或土壤开裂处，用锄头挖

开竹笋四周土壤，用笋锹整株挖起，不损伤竹鞭。 

5.3.7 轮闲覆土 

竹林覆土白笋栽培3 年，按自然笋栽培措施培育3 年，可再进行覆土白笋栽培。 

5.4 林地浅层覆盖鞭笋栽培 

5.4.1 竹林选择 

选择具有5.1.1的林分结构，坡度20º以下，土壤深厚、疏松、肥力好，向阳，近水源，交通便利的

竹林。 

5.4.2 浅层覆盖 

6月，结合林地浅锄在竹林中均匀撒施复合肥750 kg/hm
2
～900 kg/hm

2
，然后充分灌溉林地，再覆盖

5 cm厚的稻草或竹叶。 

5.4.3 鞭笋采收 

覆盖15 天后，每隔4 天～5 天采挖一次鞭笋。扒开覆盖物，挖取鞭笋，长20 cm～30 cm，后重新

盖上覆盖物。立竹空处不挖，稀处少挖，密处多挖。鞭笋挖至9月下旬结束。 

5.4.4 林地垦复 

10月，深翻林地15 cm～25 cm，将覆盖物翻入土中，挖去老竹蔸和老竹鞭，保护笋芽和竹鞭。 

5.4.5 施肥 

按本标准的5.1.3要求进行。 

5.4.6 林分结构调控 

按本标准的5.1.5、5.1.6要求进行。 



DB33/T 2007—2016 

7 

5.4.7 轮闲覆盖 

竹林连续浅层覆盖鞭笋栽培2 年，按自然笋栽培措施培育2 年，可再进行浅层覆盖鞭笋栽培。 

6 病虫害防治 

设立病虫害监测点，观察和调查病虫情，做好预测预报。以营林防治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防治和

物理防治措施，必要时采用低毒低残留化学药剂防治。农药使用应符合GB 4285的规定。主要病虫害防

治方法参见附录A。 

7 竹笋质量分级 

竹笋质量分级见附录B。 

8 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高节竹林标准化生产模式图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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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节竹林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 

高节竹林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指标及措施见表A.1。 

表A.1 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 

病害名称 防治指标 防治措施 

秆基腐病 发病率≥5% 1.及时清除林内病竹，减少侵染源；2.出笋前林地撒施石灰粉 1800 kg 

/hm
2
～2250 kg/hm

2
；3.出笋后用 15%氟硅酸水剂 100 倍液喷洒林地和笋。 

竹丛枝病 一经发现，及时清理 1.加强竹林抚育管理，合理采伐；2.及时剪除病枝并烧毁。 

竹笋夜蛾 虫笋率≥10% 1.8 月至次年 2 月松土除草、消灭越冬虫卵。3 月前清除萌发嫩草，消灭

幼龄幼虫；2.6 月黑光灯诱杀成虫；3.及早挖除虫笋、杀死幼虫；4.出笋

前一周对竹林中和周边的禾本科杂草喷洒阿维•苏云菌可湿性粉剂。 

一字竹笋象 虫笋率≥15% 1.秋冬季垦复，破坏越冬场所；2.成虫期利用假死性人工捕捉；3.适当

多留笋，老熟幼虫落地前伐除虫笋竹；4.竹笋长到 1 m 高时，用长度 60 cm

以上的塑料薄膜在笋尖套袋；5.成虫出土时用苦参·烟碱喷雾防治，每

隔 5 天～10 天喷 1 次，连喷 2 次。 

竹螟 竹叶受损达 1/3 1.冬季垦复，破坏土茧的越冬场所；2.5 月～8 月成虫期用黑光灯诱杀，

卵期施放赤眼峰；3.幼虫期林间施放白僵菌；4.高虫口时用阿维•苏云菌

喷粉防治；5.蜜源地治理。 

黄脊竹蝗 竹叶受损达 1/3 1.11 月挖出卵块杀灭；2.人尿液加菊酯类农药诱杀；3.幼蝻上竹后用甲

氰菊酯乳油喷烟或喷阿维•苏云菌粉剂防治；4.成虫期 1.2%苦参·烟碱乳

油与柴油 1:9配制药剂喷烟或 16%灭幼脲Ⅲ号加入填充剂(滑石粉)喷粉防

治。 

竹舟蛾 

（竹篦舟蛾） 

竹叶受损达 1/3 1.黑光灯诱杀成虫；2.卵期施放赤眼蜂；3.3 龄～4 龄幼虫期用阿维菌

素乳油、吡虫啉乳油喷雾防治。 

竹毒蛾 

（华竹毒蛾） 

竹叶受损达 1/3 1.松土除草，杀死越冬卵和老熟幼虫；2.黑光灯诱杀；3.施放白僵菌，

喷阿维•苏云菌药剂；4.竹腔注射内吸性药剂或幼虫期高虫口时用 2.5% 

溴氰菊酯或 10%速灭菊酯乳油防治。 

竹瘿小蜂 竹小枝虫口密度 20% 1.及时清除受害竹枝并烧毁，减少虫源；2.成虫羽化期，用 1.2%苦参·烟

碱烟剂熏杀 1 次，间隔 5 天～7 天再熏杀 1 次。或用菊酯类 2000 倍液

喷雾防治，每隔 3 天～4 天喷 1 次，连续 2 次～3 次。 

金针虫 新竹受损达 1/4 1.灯光诱杀；2.绿僵菌生物防治。在金针虫危害严重的竹林中开沟，埋

入绿僵菌粉；3.危害严重的竹林在笋期过后，用 5%辛硫磷颗粒剂 30 

kg/hm
2
～37.5 kg/hm

2
施入表土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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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竹笋质量分级 

表B.1 竹笋分级指标 

名称 等级 色泽 形态 单株竹笋重量(g) 

自然 

笋 

一级 
鲜嫩，淡褐黄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整，无

损伤。 

≥300，≤800 

二级 ≥150～＜300，＞800 

三级 鲜嫩，深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150 

覆盖

早出

竹笋 

一级 
鲜嫩，淡红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整，无

损伤。 

≥350，≤1000 

二级 ≥200～＜350，＞1000 

三级 鲜嫩，浅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00 

覆土

白笋 

一级 鲜嫩，色泽浅，略带

淡红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整，无

损伤。 

≥450，≤1200 

二级 ≥250～＜450，＞1200 

三级 鲜嫩，淡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50 

鞭笋 

一级 
鲜嫩，色泽浅。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整，无

损伤。 

≥50，≤100 

二级 ≥20～＜50，＞100 

三级 
鲜嫩，笋体淡黄色，

尖梢淡绿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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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高节竹林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图 C.1  高节竹林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造林 

气候条件：年降水量 1200 mm 以上，年平均气温 15℃～19℃，极端低温不低于-20℃。 

土壤条件：疏松、透气、肥沃、土层深厚的红壤或黄壤，pH 值 4.5～7.0。 

母竹：生长健壮、枝叶茂盛、分枝低、不开花、无病虫害的 1 年生～2 年生竹株，胸径 3 cm～5 cm，

来鞭长 15 cm～20 cm，去鞭长 20 cm～30 cm，带宿土，竹秆留枝 4 盘～6 盘。 

造林时间：除冰冻期和出笋期以外的季节。 

造林密度：每公顷 900 株～1500 株。 

幼林抚育 

施肥：1 年施肥 2 次，株穴施或撒施，4 月、6 月～7 月各施肥 1 次。造林当年每公顷施尿素 45 kg～

60 kg 或复合肥 90 kg～180 kg，第二年、第三年施肥量每年增加一倍。 

新竹留养：按“留远去近、留强去弱、留稀去密”的要求留养新竹。 

丰产林分结构 

立竹密度：每公顷 7500 株～9000 株。立竹胸径：5 cm～6 cm。 

立竹年龄组成：1 年生:2 年生:3 年生:4 年生立竹数量比例 3:3:3:1。 

立竹整齐度：立竹大小基本一致，整齐度 7 以上。 

立竹均匀度：立竹在林中分布均匀，均匀度 7 以上。 

自然笋栽培 

林地垦复：6 月～7 月，结合施肥深翻林地一次，深度 15 cm～25 cm，挖除老鞭、竹伐蔸。 

新竹留养：出笋盛期末，年留养新竹每公顷 2400 株～2800 株，胸径 5 cm～6 cm，新竹在林中分布均匀。 

伐竹：6 月～7 月，结合林地垦复，伐除老竹，清理病虫竹、风倒竹、雪压竹。伐竹数量不超过新竹留养数量。 

采笋：笋尖露土 10 cm～15 cm 时挖活笋、全笋。 

施肥： 

项  目 时  间 施肥种类 施肥方法 施肥量(kg/hm²) 

催笋肥 3月～4月 尿素 开沟施肥或挖穴施肥 300～450 

行鞭肥 6月～7月 复合肥 开沟施肥或结合林地垦复撒施施肥 750～900 

笋芽分化肥 9月～10月 复合肥 开沟施肥 600～750 
 

 

  

覆土白笋栽培 

竹林选择：具有丰产林分结构，竹笋产量 22500 kg/hm
2 以上，坡度 20º以下，土壤深厚、疏松、水肥

条件好，交通便利。 

覆土：9 月至翌年 2 月在竹林中均匀覆土 30 cm～40 cm。客土为红壤或黄壤，团聚体结构好。 

林分结构调整：与自然笋栽培相同。 

林地垦复：覆土后前 2 年每年 2 次林地垦复，深度 25 cm～30 cm。第一次为 6 月～7 月，结合伐竹和

新竹抽枝长叶期施肥，清除竹伐蔸和覆土层中的竹鞭；第二次为 9 月～10 月，结合笋芽分化期施肥，

清除覆土层中的竹鞭；覆土后第 3 年起，与自然笋栽培相同。 

施肥： 

项目 覆土肥 笋前肥 抽枝长叶肥 孕笋分化肥 

施肥时间 覆土前 3 月～4 月 6 月～7 月 9 月～10 月 

施肥种类 复合肥 尿素 复合肥 复合肥 

施肥方法 撒施 沟施 撒施 撒施 

施肥量(kg/hm²) 750～900 300～450 750～900 600～750 

 

采笋：除留养的竹笋外，其它竹笋及时采挖。每天早晨挖取刚露土或土壤开裂处的完整竹笋。 

轮闲覆土：覆土白笋栽培 3 年，按自然笋栽培措施培育竹林 3 年，可再进行覆土白笋栽培。 

 

林地覆盖竹笋早出栽培 

竹林选择：具有丰产林分结构，竹笋产量 22500 kg/hm
2 以上，坡度 15º以下，光照充足，土壤疏松、

肥沃，近水源，交通方便。 

覆盖栽培措施：参照 DB33/T 224。 

覆盖物移除：3 月，当气温高于覆盖地温时，逐步移去覆盖物。 

新竹留养、伐竹和林地垦复：与自然笋栽培相同。 

 

竹笋分级指标 

名称 等级 色泽 形态 单株重量(g) 

自然 

笋 

一级 
鲜嫩，淡褐黄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

整，无损伤。 

≥300，≤800 

二级 ≥150～＜300，＞800 

三级 鲜嫩，深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150 

覆盖

早出

竹笋 

一级 

鲜嫩，淡红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

整，无损伤。 

≥350，≤1000 

二级 
≥200～＜350， 

＞1000 

三级 鲜嫩，浅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00 

覆土

白笋 

一级 
鲜嫩，色泽浅，略

带淡红色。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

整，无损伤。 

≥450，≤1200 

二级 
≥250～＜450， 

＞1200 

三级 鲜嫩，淡褐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50 

鞭笋 

一级 
鲜嫩，色泽浅。 

无病虫害，笋体饱满整洁，形态完

整，无损伤。 

≥50，≤100 

二级 ≥20～＜50，＞100 

三级 
鲜嫩，笋体淡黄

色，尖梢淡绿色。 
无病虫害，形态完整整洁，微损伤。 ＜20 

 

林地浅层覆盖鞭笋栽培 

竹林选择：具有丰产林分结构，坡度数 20º以下，土壤深厚、疏松、肥力好，向阳，近水源，交通便

利。 

浅层覆盖：6 月，结合林地浅锄撒施复合肥 750 kg/hm
2～900 kg/hm

2，后充分灌溉林地，再覆盖 5 cm

厚的稻草或竹叶。 

鞭笋采收：覆盖 15 天后，每隔 4 天～5 天采挖一次鞭笋。扒开覆盖物，发现鞭笋，截取鞭梢长 20 cm～

30 cm，后重新盖上覆盖物。鞭笋挖至 9 月下旬结束。 

林地垦复：10 月，深翻林地 15 cm～25 cm，将覆盖物翻入土中，挖去老竹蔸和老竹鞭。 

施肥、林分结构调整：与自然笋栽培相同。 

轮闲覆盖：连续浅层覆盖鞭笋栽培 2 年，自然笋栽培措施培育竹林 2 年，可再进行浅层覆盖鞭笋栽培。 

 

   

月  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节  气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物 

候 

期 

鞭生长  行鞭初期 行鞭高峰期 行鞭后期  

换叶 竹叶老化 老叶脱落、叶芽分化萌发 叶片生长 竹叶老化 

笋芽萌发生长 笋芽越冬期 出笋期 幼竹高生长和抽枝长叶期 笋芽分化期 笋芽越冬期 

农事 

措施 

1.造林。2.覆土。3.覆土前施肥。4.竹笋早出覆盖

竹林采笋。 

1.出笋前施肥。2.撤去覆盖物。3.采笋。 1.采笋。2.林地垦复。3.伐竹。4.施肥。5.留笋养竹。6.浅层鞭笋生产覆盖。 1.施肥。2.覆土。3.覆土白笋生产林地垦复。4.鞭笋采收。5.造林。 1.造林。2.竹笋早出覆盖。3.覆土。 

主 

要 

病 

虫 

害 

防 

治 

病虫害名称 竹丛枝病 竹金针虫 竹笋夜蛾 一字竹笋象 竹螟 黄脊竹蝗 竹毒蛾 竹篦舟蛾 

病虫害图片 

   

 

  

 

 

    

防治方法 

1.加强竹林抚育管理，合理采

伐； 

2.及时剪除病枝并烧毁。 

1.灯光诱杀； 

2.绿僵菌生物防治。在金针虫

危害严重的竹林中开沟，埋入

绿僵菌粉； 

3.危害严重的竹林在笋期过

后，用 5%辛硫磷颗粒剂 30 

kg/hm
2～37.5 kg/hm

2 施入表

土层防治。 

1.8 月至次年 2 月松土除草、消灭越冬虫卵。3

月前清除萌发嫩草，消灭幼龄幼虫； 

2.6 月黑光灯诱杀成虫； 

3.及早挖除虫笋、杀死幼虫； 

4.出笋前一周对竹林下和周边的禾本科杂草

喷洒阿维•苏云菌可湿性粉剂。 

1.秋冬季垦复，破坏越冬场所； 

2.成虫期利用假死性人工捕捉； 

3.适当多留笋，老熟幼虫落地前伐除虫笋竹； 

4.竹笋长到 1 m 高时，用长度 60 cm 以上的塑料

薄膜在笋尖套袋； 

5.成虫出土时用苦参·烟碱喷雾防治，每隔 5 

天～10 天喷 1 次，连喷 2 次。 

1.冬季垦复，破坏土茧的越冬

场所； 

2.5 月～8 月成虫期黑光灯诱

杀，卵期施放赤眼峰； 

3.幼虫期林间施放白僵菌； 

4.高虫口时阿维•苏云菌喷粉

防治； 

5.蜜源地治理。 

1.11 月挖出卵块杀灭； 

2.人尿液加菊酯类农药诱杀；

3.幼蝻上竹后用甲氰菊酯乳

油喷烟或喷阿维•苏云菌粉剂

防治； 

4.成虫期 1.2%苦参·烟碱乳油

与柴油 1:9 配制药剂喷烟或

16%灭幼脲Ⅲ号加入填充剂

(滑石粉)喷粉防治。 

1.松土除草，杀死越冬卵和老

熟幼虫； 

2.黑光灯诱杀； 

3.施放白僵菌，喷阿维•苏云

菌药剂； 

4.竹腔注射内吸性药剂或幼

虫期高虫口时用 2.5% 溴氰

菊酯或 10%速灭菊酯乳油防

治。 

1.黑光灯诱杀成虫； 

2.卵期施放赤眼蜂； 

3.3 龄～4 龄幼虫期用阿维菌

素乳油、吡虫啉乳油喷雾防

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