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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竹种的幼嫩鞭梢可以食用!生产中称为鞭

笋+ 鞭笋营养丰富!是群众喜爱的绿色森林食品和

时令蔬菜!特别是在夏秋季鲜笋供应淡季!质优.味

美的鞭笋既可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也能切实提

高竹林的经济效益+ 目前生产鞭笋的竹种很少!主

要是毛竹 "/*HJJ"%&()*H%$G=J6%"-2OO8# _8Q?N?(

A23?#!有必要开发生态适应性强!鞭笋产量高.质量

好的竹种进行鞭笋林经营!以促进区域高效特色竹

笋业发展+ 鞭笋品质主要包括外观品质"鞭笋的个

体大小.基径和长度等#和内在品质"营养物质和呈

味物质#+ 营养物质含量高低主要影响鞭笋的营养

价值!而草酸.单宁.总酸和风味氨基酸等呈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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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鞭笋的风味与适口性!纤维类物质特别是木

质素含量则会影响鞭笋的粗糙度!进而影响其口感+

因此!可以通过鞭笋的外观形态和营养物质.呈味物

质等评价鞭笋质量!进而发掘适于鞭笋生产的优良

竹种+

高节竹"/*HJJ"%&()*H%D#"B67$7%h8n8p3:6R#

隶属刚竹属"/*HJJ"%&()*H%C3?G8?@o=998#!在浙江省

杭州市.湖州市等地广为栽培!是优良的笋材兼用竹

种+ 高节竹生态幅宽!竹鞭延伸生长能力强"别名钢

鞭哺鸡竹#!耐干旱和贫瘠土壤!适于山地栽培!是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植物资源+ 高节竹鞭笋粗

壮.色白.产量高!一些产区的竹农常季节性挖掘食

用和供应市场+ 目前对高节竹已开展了丰产栽

培,$-

.病虫害防治," /'-

.竹笋保鲜,)-和套袋栽培,%-等

技术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高节竹栽培技术!但尚

无关于高节竹鞭笋品质与适口性评价方面的研究+

为此!本研究以毛竹鞭笋为比较对象!从外观形态质

量和营养物质.呈味物质.氨基酸含量等方面分析高

节竹鞭笋的品质和适口性!旨在为高节竹鞭笋高效

栽培提供参考!促进高节竹资源的开发利用+

$!材料与方法

C8CD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桐庐县莪山乡""*c'%d '#c

#%dJ!$$*c$$d $$*c%&d0#!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8+b!极端高温 )$8,b!极端

低温/*8%b!全年
%

$#b的平均积温 % "+"b!年平

均无霜期 "%" Q!年平均降水量 $ )+" 11!年平均蒸

发量 $ '&% 11!年平均相对湿度 &$I+ 土壤主要为

红壤!土层厚度 &# 91以上+ 目前!当地高节竹林主

要以生产春笋为主!夏秋季竹农也挖取鞭笋供应市

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C8FD鞭笋取样

"#$) 年 , 月下旬分别选择立地条件基本一致!

面积不少于 #8" A1

" 的高节竹.毛竹试验林各 ' 块+

在每块高节竹.毛竹试验林中分别设置 $# 1f$# 1

样地各 $ 个!调查试验林立竹密度.立竹胸径等林分

结构状况+ 高节竹.毛竹试验林立竹密度分别为

& %%+ t+*' 株0A1

/"

.' $") t$)' 株0A1

/"

!立竹

胸径分别为 +8#* t#8'" 91.*8** t#8,' 91+ 在每

块高节竹及毛竹林中随机挖取鞭笋"以能够食用为

标准!去除老的不可食部分#各 "# 株!每竹种共 +#

株!逐株测量鞭笋个体质量"R#.基径"11#.长度

"91#!然后剥去笋壳!称质量!计算鞭笋可食率

"I#!另取鞭笋样品约 #8% WR!置于冰盒带回试验

室!用于营养物质与适口性等指标分析+

C8HD测定指标与方法

将带回试验室的鲜笋!剥去笋壳!用组织捣碎机

匀浆!用于蛋白质.脂肪.可溶性糖.草酸.单宁.总酸

和氨基酸等测定(并取部分样品在烘箱中 +#b烘

干!研磨过 )# 目筛!用于纤维素.木质素含量测定+

蛋白质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脂肪采用索氏抽提

法测定,,-

!可溶性糖采用铜还原碘量法测定,&-

!草酸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单宁采用福林酚

比色法测定,$#-

!总酸采用滴定法测定,$$-

!游离氨基

酸采用氨基酸分析仪测定,$"-

!纤维素.木质素采用

硫酸水解法测定,$'-

+

C8ID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在0;9?4"##' 统计软件中进行整理和

表格制作!在 CFCC $,8# 统计软件中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和 #8#% 水平的NCE多重比较!分析高节竹与

毛竹鞭笋外观形态质量.营养品质和适口性的差异+

试验数据均为平均值t标准差+

"!结果与分析

F8CD高节竹与毛竹鞭笋外观形态与可食率比较

由表 $ 分析可知!与毛竹鞭笋比较!高节竹鞭笋

长度仅较毛竹鞭笋增加 "8'#I!两者间无显著差

异(而高节竹鞭笋个体质量.基径均显著低于毛竹鞭

笋!分别是毛竹鞭笋的 )&8,)I和 +)8**I(高节竹

和毛竹鞭笋都有较高的可食率!可食率均超过

+'I!而且高节竹鞭笋可食率显著高于毛竹鞭笋!是

毛竹鞭笋的 $8$, 倍+ 由此可见!高节竹鞭笋较为粗

大!可食率高!外观形态质量较高+ 对消费者来说!

相同质量的鞭笋!高节竹鞭笋比毛竹鞭笋更为实惠+

表 CD高节竹和毛竹鞭笋外观形态与可食率

竹种
个体质量K

"R0株/$

#

基径K11 长度K91 可食率KI

高节竹 %,8,' t'8)%G $+8)$ t$8"'G '#8", t"8')2,)8#, t'8"$2

毛竹!$$&8)) t%8),2 "%8"% t$8&,2 "*8%* t"8%*2+'8$" t"8&*G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m#F#%#!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

著"/v#8#%#+ 下同+

F8FD高节竹与毛竹鞭笋营养品质比较

从表 " 分析可知!高节竹鞭笋蛋白质.人体必需

氨基酸含量和氨基酸总量均显著低于毛竹鞭笋!分

别较毛竹鞭笋低 "$8,,I.$&8%&I和 '*8$&I!而脂

肪和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毛竹鞭笋!分别较毛竹

鞭笋高 ',8*#I和 '$8%+I+ 可见!与毛竹鞭笋相

比!高节竹鞭笋虽然主要营养物质含量降低!但芳香

味明显提高!甜味明显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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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D高节竹和毛竹鞭笋主要营养物质含量 1R0R

/$

竹种 蛋白质 脂肪 可溶性糖 人体必需氨基酸 氨基酸总量

高节竹 $&8'' t$8'& G $)8'# t#8*" 2 $"8+' t$8$* 2 #8*" t#8#, G "8%' t#8"$ G

毛竹! "'8)' t$8,* 2 $#8', t#8,) G *8+# t#8'& G $8$' t#8$" 2 )8$+ t#8'" 2

F8HD高节竹与毛竹鞭笋适口性比较

纤维类物质"木质素和纤维素#和呈味物质含

量及其比例对鞭笋适口性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单

宁和草酸含量!不仅影响果蔬风味!还会影响人体金

属离子代谢,$%-及蛋白质的吸收,$+-

+ 从表 ' 分析可

知!高节竹鞭笋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均显著低于毛

竹鞭笋!降幅分别达 $,8&&I和 %&8+&I!说明高节

竹鞭笋的粗糙度明显低于毛竹鞭笋(高节竹鞭笋的

单宁.草酸和总酸等主要酸涩味物质含量均显著低

于毛竹鞭笋!分别是毛竹鞭笋的 ),8&'I.)$8"%I和

,'8&,I!而糖酸比显著高于毛竹鞭笋!是后者的

"L& 倍+ 可见!与毛竹鞭笋相比!高节竹鞭笋甜味提

高!酸涩味和粗糙度降低!适口性更好+

表 HD高节竹与毛竹鞭笋纤维类物质和主要呈味物质含量 1R0R

/$

竹种 纤维素 木质素 单宁 草酸 总酸 糖酸比

高节竹 &)8&% t%8+% G $"8*& t$8$" G #8++ t#8#% G #8** t#8#, G "8)+ t#8"$ G $'8"& t$8$" 2

毛竹! $#'8'" t+8)% 2 '$8)$ t"8$$ 2 $8'& t#8$$ 2 "8)# t#8$) 2 '8'' t#8$, 2 )8,) t#8#' G

高节竹鞭笋鲜味氨基酸含量是毛竹鞭笋的

*#L+'I!两者差异不显著!而高节竹鞭笋苦味氨基

酸.甜味氨基酸和芳香类氨基酸含量分别是毛竹鞭

笋的 %$8+I.,"8+'I和 ,#8+*I!均显著低于毛竹

鞭笋"表 )#+ 但高节竹鞭笋鲜味氨基酸.甜味氨基

酸和芳香类氨基酸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毛竹鞭笋!

分别是毛竹鞭笋的 $8)+.$8$* 和 $8$+ 倍!而苦味氨

基酸所占比例显著低于毛竹鞭笋!是毛竹鞭笋的

&)8&'I"表 %#+ 上述结果表明!虽然高节竹鞭笋 )

类呈味氨基酸含量均较毛竹鞭笋低!但从各类呈味

氨基酸所占比例分析!高节竹鞭笋的适口性与风味

较毛竹鞭笋好+

表 ID高节竹和毛竹鞭笋呈味氨基酸含量 1R0R

/$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异亮氨酸 #8$#+ 天冬氨酸 #8$," 苏氨酸 #8$$" 酪氨酸 #8%,&

亮氨酸 #8$+ 谷氨酸 #8$$& 丝氨酸 #8"*$ 苯丙氨酸 #8$%$

高节竹 酪氨酸 #8%,& 甘氨酸 #8#)+ 色氨酸 #8'#$

苯丙氨酸 #8$%$ 丙氨酸 #8$$)

缬氨酸 #8$$& 脯氨酸 #8$")

合计 $8$' t#8$$G #8"* t#8#"2 #8+* t#8#'G $8"' t#8#)G

异亮氨酸 #8"$* 天冬氨酸 #8"+' 苏氨酸 #8$") 酪氨酸 $8'#*

亮氨酸 #8"#$ 谷氨酸 #8#%& 丝氨酸 #8'#+ 苯丙氨酸 #8""'

毛竹 酪氨酸 $8'#* 甘氨酸 #8#)* 色氨酸 #8"$+

苯丙氨酸 #8""' 丙氨酸 #8"'+

缬氨酸 #8")" 脯氨酸 #8"'&

合计 "8$* t#8"$2 #8'" t#8#'2 #8*% t#8$$2 $8,% t#8#*2

'!结论

竹笋品质包括外观品质.营养品质及风味等!虽

然受环境因素,$,-

.栽培措施,$& /$*-及出笋时间,"#-的

影响!但主要取决于竹种自身的遗传特性!不同竹种

的竹笋品质与风味可能差异较大+ 本研究表明!与

毛竹鞭笋相比!高节竹鞭笋长度变化不大!虽然其个

体质量.基径明显低于毛竹鞭笋!但平均个体质量.

基径仍分别达 %,8,' R.$+8)$ 11!属于较粗大的鞭

笋!而且可食率显著高于毛竹鞭笋!鞭笋箨色白!商

品美观度好!具有较高的外观形态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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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D高节竹和毛竹鞭笋呈味氨基酸所占比例 I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异亮氨酸 )8$* 天冬氨酸 +8,+ 苏氨酸 )8%% 酪氨酸 ""8&%

亮氨酸 +8'" 谷氨酸 )8++ 丝氨酸 $$8%# 苯丙氨酸 $'8&,

高节竹 酪氨酸 ""8&% 甘氨酸 $8&" 色氨酸 $$8*#

苯丙氨酸 +8,+ 丙氨酸 )8%$

缬氨酸 )8+" 脯氨酸 )8*#

合计 ))8,) t)8"'G $$8", t$8#$2 ",8"& t"8$$2 )&8+" t'8)+2

异亮氨酸 %8"+ 天冬氨酸 +8'" 苏氨酸 "8*& 酪氨酸 '$8),

亮氨酸 )8,& 谷氨酸 $8'* 丝氨酸 ,8'+ 苯丙氨酸 %8'+

毛竹 酪氨酸 '$8), 甘氨酸 $8$& 色氨酸 %8$*

苯丙氨酸 %8'+ 丙氨酸 %8,#

缬氨酸 %8,% 脯氨酸 %8,#

合计 %"8,) t'8)%2 ,8," t#8'%G ""8*$ t$8',G )"8#" t"8#*G

!!虽然高节竹鞭笋蛋白质.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

和氨基酸总量明显低于毛竹鞭笋!各类呈味氨基酸

含量也低于毛竹鞭笋!但高节竹鞭笋脂肪.可溶性糖

含量和甜味氨基酸.鲜味氨基酸.芳香类氨基酸所占

比例及糖酸比显著高于毛竹鞭笋!而且木质素.纤维

素含量和苦味氨基酸所占比例及单宁.草酸.总酸含

量显著低于毛竹鞭笋+ 综合分析表明!高节竹鞭笋

较为粗大.可食率高.粗糙度低.甜味和芳香味高.酸

涩味低!营养品质和适口性总体上优于毛竹鞭笋!是

一种理想的森林蔬菜!高节竹可以作为鞭笋林进行

高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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