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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3)"$\$7G#")(J(B=%#"7>)*$7>$7%6%( _=24:6RQ26( 9=4@3[2O

"#$) 年 + 月 % 日!国际竹类栽培品种登录中

心组织有关专家对成都市望江楼公园进行实地考

察时!发现一牡竹属"\$7G#")(J(B=%J??<#的花笋.

花秆.花叶竹子!公园方技术人员称其为花龙丹

竹+ 经进一步查证!得知该竹栽培居群是 $*+# 年

' 月 & 日从四川省邛崃市的野生居群引种而来+

$*&& 年!易同培教授将其定名为龙丹竹"\$7G#")(0

J(B=%#"7>)*$7>$7%6%n3?@-8n8C32#!并在3竹子

研究汇刊4上正式发表,$-

!模式标本存四川农业大

学都江堰校区标本室 "UTUC#!标本号$ &,)*,+

"#$# 年 ' 月 "# 日!王道云.张学利将其从龙丹竹

的栽培居群中分离出来!采取克隆分株繁殖方法!

继续进行分离和培育!现已新发展出 ' 丛 $' 株!且

其笋.秆.叶具黄白色纵条纹等性状一直保持稳

定+ 目前!该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观赏竹加以利

用+ 根据最新颁布的3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T6(

@?O62@3:624-:Q?:>J:1?6942@=O?>:O-=4@3[2@?Q F4(

@26<#4的相关规则和要求,"-

!笔者将该栽培竹新品

种定名为 5花龙丹 / 竹!学名为 \$7G#")(J(B=%

#"7>)*$7>$7%6%5_=24:6RQ26/+

该竹已于 "#$) 年 + 月 "+ 日通过了国际竹类

栽培品种登录权威的新品种登录认证!国际登录

号$J:8B.(##$("#$)(##+(活体保存地$国际竹类

栽培品种"中国0成都#登录园 T6@?O62@3:624-=4@3(

[2OS?R3<@O2@3:6 P2OQ?6 >:O.21G::<"-A?6RQ=! -A3(

62#!简写为 T-SP."-A?6RQ=#+

$!"花龙丹#竹品种特征特性$'%

属大径丛生竹+ 秆高 $) $, 1!直径 & $$

91!秆形稍扭曲!梢端微弯(节间长 $$ '$ 91!幼



林!业!科!学!研!究 第 "& 卷

时被白粉!节下常有一圈较密的黄褐色小刺毛!秆

壁厚 + $# 11(箨环初时密生黄褐色小刺毛(秆

环平!基部数节上常有气生根+ 秆分枝高!每节枝

条多数!簇生!主枝 $"'#枚(基部数节节间具 $ 至

数条黄白色纵条纹+ 箨鞘早落!新鲜时具明显黄绿

相间的纵条纹!尤其竹笋!呈现黄绿相间的花笋形

象(箨耳由箨片基部延展而成!边缘際毛长 % $"

11(箨舌高 % $# 11!边缘流苏长 $ % 11(箨

片卵状三角形!长 % $# 91!外面疏被棕色短刺

毛!内面密生棕色小刺毛!边缘具小锯齿+ 小枝具

叶 ) $' 枚(叶鞘被毛(叶耳无!鞘口无際毛或初

时具 ' % 枚際毛(叶舌极矮!全缘(叶片长 & ''

91!宽 $8) )8) 91!绿色!新叶有数条宽窄不等

的黄白色纵条纹!一个月后条纹逐渐消失+ 花期 %

, 月+ 笋期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见图 $#+ 该

品种集观赏.用材和食用为一体!属难得的高品质

多功能竹种+

图 $!5花龙丹/竹

"!"花龙丹#竹与龙丹竹的关键区别

5花龙丹/竹与龙丹竹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秆

笋.基部节间和部分叶片具有宽窄不等的!而龙丹

竹无此特征"见图 "#+

'!栽培技术要点及适宜栽培区$)%

基地选择$海拔 %## $ ### 1!土壤为壤土或

沙壤土!肥沃!微酸性" H_%8% +8,#!坡度 #c

'#c(分蔸繁殖(种苗选择$最好 ' 年生竹!每丛 "

花龙丹/竹 龙丹竹

竹笋

竹秆

竹叶

!!!!!!!!!!!!!!!!!!!!!!!!图 "!花龙丹/竹与龙丹竹关键特征对比

' 秆!$ "8% 1截秆!带枝 " ' 盘(移植时间$

) 月或 $# 月(定植密度$株行距 ) + 1(定植时注

意保水!但避免积水(施肥以农家肥为宜!每株施

基肥 % $# WR!每年春季追肥 $ 次+

适宜栽培区$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b $&b!$ 月份平均气温高于 )b!, 月份平均

气温低于 "%b!极端最高气温低于 '&b!极端最低

气温高于 /%b!年均降水量 *## $ "## 11!年平

均日照 &## $ "## AO!年均无霜期大于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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