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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植物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S1.选择母竹移植至温室中栽培；S2.控制温

室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S3.根据出笋规律对竹

笋进行采收，并选择生长势良好、分布均匀的竹

笋进行留养；S4.在第3年开始对竹丛进行年龄结

构调整，并对绿竹进行修枝去芽。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通过将母竹移植至温室中，并通过控制温室

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为绿竹生长提供适宜的

环境条件及科学的管理，解决了绿竹在北方地区

因寒冷难以存活的问题，使绿竹在北方温室正常

生长和产笋，满足了北方市场对绿竹鲜笋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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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移栽竹苗

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秆基芽目充实饱满的母竹，移植至温室中栽培；

S2.田间管理

(1)温度管理：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温度调整分为三个阶段：

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4℃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

在9‑18℃；

过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8℃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

17‑23℃；

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10℃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

在12‑28℃；

(2)湿度管理：绿竹生长所依赖的环境湿度分为两个方面：

土壤水分：整个生育期内，根据土壤墒情，对绿竹进行灌溉，保持土壤湿润；

空气湿度：整个生育期内，根据天气变化情况，调整温室内的空气湿度；

(3)光照管理：整个生育期内，在温室内温度适宜的条件下，使绿竹保持充足的光照；

S3.竹笋采收

根据出笋规律对绿竹笋进行采收，并选择生长势良好的绿竹笋进行留养；

S4.竹丛调整

在第3年开始对竹丛进行年龄结构调整，并对绿竹进行修枝去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移植时

间为每年4月上、中旬，将母竹带土套袋、遮光运输，运输过程中经常喷水，使竹蔸与竹秆保

持湿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绿竹整

个生育期内温度调整的具体措施为：

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夜间在棚架上覆盖棚膜和棉苫保温，每日早上7‑9点揭开

棉苫，棚膜顶部开放通风口，直至下午5点，重新盖上棉苫，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4

℃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9‑18℃；

过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将棉苫揭开，棚膜顶部和棚膜底部均开放通风口，全天通

风，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8℃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7‑23℃；

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将棚膜全部揭开，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10℃以

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2‑2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土壤水

分管理的具体措施为：

在竹丛两侧挖取宽度为15cm、深度为25cm的沟渠，通过收集降水或将灌溉水引入沟渠

对绿竹进行灌溉；

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灌溉分为三个阶段：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每周1次；过渡

期：4月下旬‑5月中旬，每周2‑3次；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连续无雨时，3日灌溉1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通过揭

盖棚膜来调节温室内的空气湿度，使温室内的空气湿度保持在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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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在越冬

期和揭膜期，需要通过雾化喷灌来辅助增加温室内的空气湿度，雾化喷灌的时间在下午1‑2

点和下午5‑6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光照管

理的具体措施为：

种植密度调控：相邻两竹丛之间的距离为3m，每丛中绿竹的数量为4‑6株，绿竹的栽植

密度为340株/亩‑510株/亩；

遮阴：5‑8月份，光强较高，需在棚架上覆盖遮阴网，遮阴网的透光度为60％‑7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绿竹的

出笋周期分为三个阶段：5‑6月为出笋早期、7‑9月为出笋盛期、10‑12月为出笋末期；

在出笋末期挖走全部成笋，在出笋早期和出笋盛期选择部分生长健壮、根蔸笋芽发达

的成笋进行合理留养，其余成笋全部采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绿竹的

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0:3:0、2:2:0或2:3: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修枝去

芽的具体措施为：在竹节枝芽萌动时，将枝芽剪去，仅保留地上第5节及以上枝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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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绿竹因竹身全绿而得名，别名甜竹、吊丝竹，俗称“马蹄笋”，主要分布于中国华南

丛生竹林亚区、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亚区南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

有分布，绿竹喜温暖湿润，一般适合在年平均气温18‑21℃、一月份平均气温8℃以上、极端

低温高于‑5℃、年降水量为1400‑2000mm的环境下自然生长，以浙南地区为例，其绿竹笋目

萌动始于2月底，3月底至4月底为萌动盛期，整个萌动期历时90天，总萌动率79.3％，在萌动

笋中，能出土成笋的仅为73％，绿竹笋主要由1年生母竹所发，占总重量的92.1％，2年生母

竹发笋量占7.9％，绿竹出笋始于6月初，整个出笋期可分为4个阶段：初期(6月)、盛期(7

月)、递减期(8‑9月)、(末期10月)，绿竹笋‑幼竹的高生长历时85天左右，总生长量可达10‑

12m。

[0003] 绿竹经济效益很高，其秆可作家具、农具或劈篾编织竹器、或作造纸原料，中层竹

材可入药，有解热之效，绿竹材可用于造纸和生长重组竹，此外，绿竹是我国优质的笋用竹

种之一，绿竹笋的味道鲜美、质地脆嫩、营养丰富，是一种具有降压、降脂、助消化功效的绿

色保健食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0004] 然而，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干旱，不能满足绿竹的生长环境需求，导致绿竹在北方

地区非设施条件下难以成活、正常生长和产笋，无法满足北方市场对绿竹鲜笋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该栽培方法能够为绿竹

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及科学的管理，解决了绿竹在北方地区因寒冷难以存活的问题，

使绿竹能够在北方温室正常生长和产笋，满足了北方市场对绿竹鲜笋的需求。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移栽竹苗

[0008] 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秆基芽目充实饱满的母竹，移植至温室中栽培；

[0009] S2.田间管理

[0010] (1)温度管理：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温度调整分为三个阶段：

[0011] 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4℃以上，全天平均气温

保持在9‑18℃；

[0012] 过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8℃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

持在17‑23℃；

[0013] 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10℃以上，全天平均气温

保持在12‑28℃；

[0014] (2)湿度管理：绿竹生长所依赖的环境湿度分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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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土壤水分：整个生育期内，根据土壤墒情，对绿竹进行灌溉，保持土壤湿润；

[0016] 空气湿度：整个生育期内，根据天气变化情况，调整温室内的空气湿度；

[0017] (3)光照管理：整个生育期内，在温室内温度适宜的条件下，使绿竹保持充足的光

照；

[0018] S3.竹笋采收

[0019] 根据出笋规律对绿竹笋进行采收，并选择生长势良好的绿竹笋进行留养；

[0020] S4.竹丛调整

[0021] 在第3年开始对竹丛进行年龄结构调整，并对绿竹进行修枝去芽。

[0022] 优选地，步骤S1中，移植时间为每年4月上、中旬，将母竹带土套袋、遮光运输，运输

过程中经常喷水，使竹蔸与竹秆保持湿润。

[0023] 将移植时间选择在每年4月上、中旬，阴雨天较佳，既避开了北方低温、干旱期，且

此时母竹秆基芽目还未完全萌动，运输过程中笋芽不易受到伤害，将母竹带土套袋，遮光运

输，以减少水分的散失，运输过程中保持通风，并经常喷水，使竹蔸与竹秆保持湿润。

[0024] 优选地，步骤S2中，绿竹整个生育期内温度调整的具体措施为：

[0025] 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夜间在棚架上覆盖棚膜和棉苫保温，每日早上7‑9点

揭开棉苫，棚膜顶部开放通风口，直至下午5点，重新盖上棉苫，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

在4℃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9‑18℃；

[0026] 过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将棉苫揭开，棚膜顶部和棚膜底部均开放通风口，全天

通风，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8℃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7‑23℃；

[0027] 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将棚膜全部揭开，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10℃

以上，全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2‑28℃。

[0028] 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通过在棚架上覆盖棚膜和棉苫，以实现温室的通风和保温，从

而控制温室内的气温，使其符合绿竹生长的需求，确保绿竹能够健康、稳定的生长。

[0029] 优选地，步骤S2中，土壤水分管理的具体措施为：

[0030] 在竹丛两侧挖取宽度为15cm、深度为25cm的沟渠，通过收集降水或将灌溉水引入

沟渠对绿竹进行灌溉；

[0031] 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灌溉分为三个阶段：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每周1次；过

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每周2‑3次；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连续无雨时，3日灌溉1次。

[0032] 通过在竹丛两侧挖取沟渠对绿竹进行灌溉，且人为灌溉时灌溉水位控制在15‑

20cm，以确保绿竹根系吸水充足，与漫灌相比，沟渠灌溉的笋平均个体重增加19.39％，笋产

量增加13.18％，同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控制灌溉的次数，确保土壤水分不会过多或过少，

使绿竹能够稳定生长。

[0033] 优选地，步骤S2中，通过揭盖棚膜来调节温室内的空气湿度，使温室内的空气湿度

保持在88％‑100％。

[0034] 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通过揭盖棚膜来控制温室的通风情况，从而间接控制温室内

的空气湿度，确保空气湿度始终保持在88％‑100％之间，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绿竹的生长。

[0035] 优选地，步骤S2中，在越冬期和揭膜期，需要通过雾化喷灌来辅助增加温室内的空

气湿度，雾化喷灌的时间在下午1‑2点和下午5‑6点。

[0036] 越冬期的空气湿度较低，揭膜期的日照长且强烈，需要通过雾化喷灌的方式来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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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增加空气湿度或降低温度，从而减少叶片水分蒸发，雾化喷灌后绿竹冠层的空气湿度增

加约34％，温度降低约3.2℃。

[0037] 优选地，步骤S2中，光照管理的具体措施为：

[0038] 种植密度调控：相邻两竹丛之间的距离为3m，每丛中绿竹的数量为4‑6株，绿竹的

栽植密度为340株/亩‑510株/亩；

[0039] 遮阴：5‑8月份，光强较高，需在棚架上覆盖遮阴网，遮阴网的透光度为60％‑70％。

[0040] 绿竹植株高大，通过合理规划绿竹的种植位置和竹丛密度，确保绿竹冠层接受光

照均匀，从而使绿竹积攒更多的养分，促进绿竹的生长，此外，长时间的强光暴晒在出笋末

期使叶片会产生光抑制，从而影响叶片光合功能，对绿竹进行一定程度的遮光会缓解光抑

制的产生，通过棚架上覆盖遮阴网，能够避免强光对叶片造成损伤，更有利于绿竹的生长，

且遮阴网优选为网格状的，在遮光的同时还能够使自然降雨进入温室内，为绿竹生长提供

水分，同时遮阴网的透光度为60％‑70％，低于60％则容易造成林下环境荫蔽，多发煤污病

和蚜虫等病虫害，高于75％则导致遮光效果不明显。

[0041] 优选地，步骤S3中，绿竹的出笋周期分为三个阶段：5‑6月为出笋早期、7‑9月为出

笋盛期、10‑12月为出笋末期；

[0042] 在出笋末期挖走全部成笋，在出笋早期和出笋盛期选择部分生长健壮、根蔸笋芽

发达的成笋进行合理留养，其余成笋全部采收。

[0043] 竹笋采收时应根据绿竹的出笋规律进行采收，北方地区3‑4月光照充足，有利于地

下部分笋芽萌动，秋冬季节覆盖棚膜和棉苫保温，使得出笋末期延长至12月，相比原产地，

温室内种植绿竹使出笋期延长约3个月，早期的绿竹笋经历夏季水热条件，在盛期结束高生

长，历时45‑55天，早期笋高生长和抽枝展叶时间较短，地上营养器官建成较早，有利于在第

二年顺利出笋；盛期的绿竹笋经历11‑次年3月的越冬期，在10‑12月结束高生长，历时50‑67

天，盛期笋中“二水笋”较多，较为健壮，因此，宜在出笋早期和出笋盛期选择部分生长健壮、

根蔸笋芽发达的成笋进行留养，其余全部采收；而末期的绿竹笋，在次年12‑3月结束高生

长，历时60‑100天，末期的绿竹笋出土后环境温度越来越低，退笋率较大，不适合留养，应全

部采收。

[0044] 优选地，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0:3:0、2:2:0或

2:3:1。

[0045] 绿竹的年龄结构与移栽母竹的质量与恢复有关，通过调整绿竹的丛年龄结构，能

够有效提高绿竹笋的产量和质量。

[0046] 优选地，步骤S4中，修枝去芽的具体措施为：在竹节枝芽萌动时，将枝芽剪去，仅保

留地上第5节及以上枝芽。

[0047] 在温室种植绿竹时，为适应温室的高度，需将绿竹矮化，绿竹矮化后，竹节较短，枝

下高较低，而林下较多枝叶光合作用较弱，既浪费了养分，又影响了温室有限空间内农作活

动的进行，因此，在竹节枝芽萌动时，将枝芽剪去，仅保留从地面上往上数第5节及以上枝芽

即可。

[004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将母竹移植至温室中，并通过控制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和

光照，为绿竹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及科学的管理，解决了绿竹在北方地区因寒冷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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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的问题，使绿竹在北方温室正常生长和产笋，满足了北边市场对绿竹鲜笋的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5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括”时，其

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52]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53] 实施例1

[0054]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S1.移栽竹苗

[0056] 在每年4月上、中旬，阴雨天较佳，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秆基芽目充实饱满的

母竹，挖出母竹，并保持宿土为圆柱形，将母竹带土套袋、遮光运输，以减少水分的散失，且

运输过程中保持通风，并经常喷水，使竹蔸与竹秆保持湿润；

[0057] S2.田间管理

[0058] (1)温度管理：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温度调整分为三个阶段：

[0059] 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夜间在棚架上覆盖棚膜和棉苫保温，每日早上7‑9点

揭开棉苫，棚膜顶部开放通风口，直至下午5点，重新盖上棉苫，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

在4℃以上，白天平均气温保持在9‑18℃；

[0060] 过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将棉苫揭开，棚膜顶部和底部均开放通风口，全天通

风，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8℃，白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7‑23℃；

[0061] 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将棚膜全部揭开，使温室内夜间最低气温保持在10℃

以上，白天平均气温保持在12‑28℃以上；

[0062] 温室内全年的温度情况如表1所示：

[0063] 表1

[0064]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温度℃ 11.32 11.29 14.03 17.84 22.12 25.00

最高温度℃ 28.97 26.28 27.68 32.33 33.17 33.45

最低温度℃ 4.16 4.86 7.66 8.47 12.78 17.17

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温度℃ 27.60 26.76 18.45 12.49 11.91 9.60

最高温度℃ 34.82 33.99 26.35 23.77 26.08 25.58

最低温度℃ 22.87 21.41 11.23 4.18 5.82 4.71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5250841 A

7



[0065] (2)湿度管理：

[0066] 土壤水分：在竹丛两侧挖取宽度为15cm、深度为25cm的沟渠，整个生育期内，根据

土壤墒情，通过收集降水或将灌溉水引入沟渠对绿竹进行灌溉，人为灌溉时灌溉水位控制

在15‑20cm，以保持土壤湿润，使绿竹根系吸水充足；

[0067] 绿竹整个生育期内的灌溉分为三个阶段：越冬期：10月下旬‑4月中旬，每周1次；过

渡期：4月下旬‑5月中旬，每周2‑3次；揭膜期：5月下旬‑10月中旬，连续无雨时，3日灌溉1次；

[0068] 与漫灌相比，沟渠灌溉的笋平均个体重增加19.39％，笋产量增加13.18％，两种灌

溉方式生产的笋的质量和产量差异由表2所示：

[0069] 灌溉方式 样本数(丛) 笋平均个体重(g) 笋产量(g)

漫灌 9 322.13 1895.42

沟渠灌溉 9 384.60 2145.15

[0070] 空气湿度：整个生育期内，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通过揭盖棚膜来调节温室内的空气

湿度，使温室内的空气湿度保持在88％‑100％，此外，在越冬期空气湿度较低、揭膜期日照

长且强烈的情况下，需通过雾化喷灌的方式来辅助增加空气湿度或降低温度，从而减少叶

片水分蒸发，喷灌时间为下午1‑2点和下午5‑6点，喷灌后绿竹冠层空气湿度增加约34％，温

度降低约3.2℃；

[0071] 温室内全年的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如表3所示：

[0072] 表3

[0073]

[0074]

[0075] 其中，h为土壤深度。

[0076] (3)光照管理：整个生育期内，在温室内温度适宜的条件下，使绿竹保持充足的光

照，具体措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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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种植密度调控：以传统的拱棚型日光温室为例(长×宽为50m×8m)，绿竹至少离南

北边界1.0m，相邻两竹丛之间的距离为3m，每丛中绿竹的数量为4‑6株，绿竹的栽植密度为

340株/亩‑510株/亩；

[0078] 遮阴：5‑8月份，光强较高，需在棚架上覆盖遮阴网，遮阴网优选为网格状的，在遮

光的同时还能够使自然降雨进入温室内，为绿竹生长提供水分，且遮阴网的透光度为60％‑

70％，低于60％则容易造成林下环境荫蔽，多发煤污病和蚜虫等病虫害，高于75％则导致遮

光效果不明显，不同透光度对绿竹光抑制效果及病虫害发生与否的影响如表4所示：

[0079] 表4

[0080] 透光度 45％ 60％ 75％ 90％

生育期内有无光抑制 无 无 无 有

有无病虫害 有 无 无 无

[0081] S3.竹笋采收

[0082] 根据出笋规律对绿竹笋进行采收，北方地区3‑4月光照充足，有利于地下部分笋芽

萌动，秋冬季节覆盖棚膜和棉苫保温，使得出笋末期延长至12月，相比原产地，温室内种植

绿竹使出笋期延长约3个月，早期的绿竹笋经历夏季水热条件，在盛期结束高生长，历时45‑

55天，早期笋高生长和抽枝展叶时间较短，地上营养器官建成较早，有利于在第二年顺利出

笋；盛期的绿竹笋经历11‑次年3月的越冬期，在10‑12月结束高生长，历时50‑67天，盛期笋

中“二水笋”较多，较为健壮，因此，宜在出笋早期和出笋盛期选择部分生长健壮、根蔸笋芽

发达的成笋进行留养，其余全部采收；而末期的绿竹笋，在次年12‑3月结束高生长，历时60‑

100天，末期的绿竹笋出土后环境温度越来越低，退笋率较大，不适合留养，应全部采收，温

室内绿竹生长物候期如表5所示：

[0083] 表5

[0084]

[0085] S4.竹丛调整

[0086] 在第3年开始对竹丛进行年龄结构调整，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

生为0:3:0，并在竹节枝芽萌动时，将枝芽剪去，仅保留地上第5节及以上枝芽。

[0087] 实施例2

[0088]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2:2:0。

[0089] 实施例3

[0090]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2:3:1。

[0091] 对比例1

[0092]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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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对比例2

[0094]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0:0:3。

[0095] 对比例3

[0096]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0:2:2。

[0097] 对比例4

[0098]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3:2:1。

[0099] 对比例5

[0100] 一种绿竹在北方温室的栽培方法，其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S4中，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1:3:2。

[0101] 不同竹丛年龄结构出笋质量与和产量的差异如表6所示：

[0102] 表6

[0103]

[0104]

[0105] 由表6可知，实施例1‑3生产的绿竹笋的个体重和产量均优于对比文件1‑5生产的

绿竹笋，表明绿竹的丛年龄结构以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为0:3:0、2:2:0或2:3:1时，绿竹

笋的质量和产量较好。

[010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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