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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柳州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柳州市柳南区龙汉岭

林场、柳州市添翼种养专业合作社、广西好望角农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绍煜、徐振国、潘慧玲、蓝海涛、徐有文、韦云生、王寒松、朱秀芬、 

黄柳芝、陈美丽、梁萍、刘天义、韦余成、罗彩云、沈斯斯、李成军、钟恒、韦思维、兰海思、欧晨阳、

韦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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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原料  竹笋种植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柳州螺蛳粉原料竹笋种植基地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建设条件、竹种选择、竹笋

产量与质量、新造林技术、低产林改造技术、病虫害防治、基地配套设施、建档。 
本文件适用于柳州行政区域内柳州螺蛳粉原料竹笋种植基地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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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502/T 0002  柳州螺蛳粉原料  竹笋生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麻竹笋低产林  low yield forest of Dendrocalamus latiflours shoots 

林内老蔸充塞、生长衰退、出笋量少，竹笋产量低于 4
 
500 kg/（hm

2
·a）。 

4 建设原则 

4.1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模发展的原则，满足柳州螺蛳粉产业对竹笋需求的可持

续发展。 

4.2 坚持依靠科学技术、突出科技保障的原则，积极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成果，采用壮苗、合理施

肥、科学培育、集约经营和提高科技含量。 

4.3 坚持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建设资金。 

4.4 林地产权明晰，生产条件好，能充分发挥林地资源生产潜力。 

5 建设条件 

5.1 自然条件 

年平均气温18
 
℃～21

 
℃，1月份平均气温8

 
℃以上，极端低温不低于-2

 
℃；海拔800

 
m以下；年降

水量800
 
mm以上；丘陵、平地、溪流两岸、四旁地均可，新造林坡度≤25°；土壤pH

 
4.0～7.0，厚度50

 

cm以上，质地疏松，有机质含量中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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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条件 

基地相对集中连片面积0.33
 
hm

2
以上，交通便利，生态良好。 

5.3 建设主体 

国有林场、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林）场等经营主体和种植户。 

6 竹种选择 

麻竹（Dendrocalamus latiflorus）、吊丝球竹（Bambusa beecheyana）等，麻竹为柳州螺蛳粉原

料竹笋种植基地首选竹种。 

7 竹笋产量与质量 

7.1 竹笋产量 

年产量达到12
 
000

 
kg/hm

2
以上。 

7.2 竹笋质量 

应符合DB4502/T 0002的要求。 

8 新造林技术 

按DB4502/T 0002的规定执行。 

9 低产林改造技术 

9.1 清立竹  

11月～次年3月，清除小竹、病竹及3
 
a生以上（含3

 
a生）的老竹，保留生长健壮、位置分布均匀的

立竹。  

9.2 清竹蔸  

1月～3月，结合扒土，挖除4
 
a生以上的竹蔸。  

9.3 修萌枝  

4月和11月，清除弱小萌枝，保留粗壮萌枝。  

9.4 垦复  

11月～次年4月，坡度＜15°的竹林地全面松土，深约20
 
cm；坡度15°～25°的在行间带状松土。  

9.5 除杂  

结合施肥除草，砍除竹林内杂草、灌木，并铺于竹丛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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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修梯  

林地坡度15°～25°的，在种植行上修水平梯带；坡度＞25°的，将竹丛周边20
 
cm～40

 
cm范围内

修成平台。  

9.7 补植  

竹林密度＜420丛/hm
2
时补植。清除林中空地的杂灌，挖除树蔸、竹蔸，再挖种植坎，春季在竹林

内采集1
 
a生带蔸母竹或枝径2

 
cm以上带蔸竹枝或合格的竹苗种植。  

9.8 水分管理 

连续干旱时，每5
 
d～7

 
d逐丛淋透水。 

9.9 施肥  

9.9.1 施肥时间和方法 

每年施肥2～3次。第1次在4月底，第2、第3次分别在6月和8月进行。施肥前在竹丛周围距竹丛边缘

约30
 
cm处，沿竹丛边缘挖环状施肥沟，沟长以竹丛大小而定，沟深20 cm～25

 
cm，施后覆土。  

9.9.2 肥料种类和用量  

第1次施腐熟有机肥30
 
kg/丛～50

 
kg/丛或复合肥（N:P2O5:K2O=15:7:8）2

 
kg/丛～3

 
kg/丛，第2、 

第3次施尿素0.3
 
kg/丛～0.5

 
kg/丛或竹子专用肥1

 
kg/丛～1.5

 
kg/丛。  

9.10 扒土  

2月底～4月上旬，沿竹丛上表及外围的土壤扒开，使笋芽暴露，扒土时不伤及笋芽。  

9.11 培土  

结合第1次施肥，将竹蔸周围土壤向竹丛中央回填覆盖，覆土呈馒头状，高出竹蔸10
 
cm～15

 
cm。  

9.12 留养母竹  

8月中下旬，在每丛边缘选择2～3株粗壮、入土较深的竹笋留为母竹，其余竹笋采收。 

10 病虫害防治 

按DB4502/T 0002的规定执行。 

11 基地配套设施 

11.1 宜配套水电设施，修建灌溉和排水系统，采用防渗渠道、低压管道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11.2 宜配套道路网、管护房和储藏设施，满足基地管护和产品储藏运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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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档 

12.1 档案内容 

档案是竹笋种植基地验收和建设成效验证的依据。档案内容包括规划设计、基地调查材料、生产作

业技术措施情况、竹笋产量记录等；参见附录A、B、C。 

12.2 档案要求 

档案建立做到准确并及时记录填写，原始记录材料齐全，经管理人员、技术负责人审查合格后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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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基地调查情况表 

基地调查情况见表A.1。 

表A.1  基地调查情况表 

县（市区）  乡（镇场）   村（站）  林地权属   

经营单位  地点   责任人（承包人）   

竹种  
林班－ 

小班号 
 小班面积  实际造林面积   

1 海拔  坡向  坡度  坡位    

 土壤类型  土层厚度        表土厚度     

2 生长情况  平均胸径  立竹度   年龄结构   

3 留笋养竹情况         

记录单位：                               记录人：                         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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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技术作业记录表 

B.1 新造竹林技术作业记录 

见表B.1。 

表B.1  新造竹林技术作业记录表 

县（市区）  乡（镇场）   村（站）  林地权属   

经营单位  地点   责任人（承包人）    

林班－小班号    小班面积  实际造林面积   

1 海拔  坡向  坡度  坡位    

土壤类型  土层厚度    表土厚度    

2 林地清理方式               

3 整地方式  规格   时间     

4 竹种  苗木类型   产地     

  5 栽植密度   造林方式  造林时间    

6 肥料种类   基肥   追肥    

7 抚育措施          

抚育措施 技术要点 时间安排 

造林前一年   

造林当年   

造林第二年   

造林第三年   

造林第四年   

造林第五年   

   

   

   

   

   

记录单位：                               记录人：                         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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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低产竹林改造作业记录 

见表B.2。 

表B.2  低产竹林改造作业记录表 

县（市区）  乡（镇场）   村（站）  林地权属   

经营单位  地点   责任人（承包人）    

林班－小班号    小班面积  实际造林面积   

1 海拔  坡向  坡度  坡位    

土壤类型  土层厚度    表土厚度    

2 主要经营措施               

3 竹种  平均胸径   立竹度  年龄结构   

4 留笋养竹情况          

5 肥料种类   基肥   追肥    

6 病虫害情况      灾害情况    

7 其他          

       

主要技术措施 技术要求 时间安排 

清立竹   

清竹蔸   

修萌枝   

垦复   

除杂   

修梯   

补植   

水分管理   

施肥   

扒土   

培土   

留养母竹   

记录单位：                               记录人：                         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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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竹笋产量记录表 

竹笋产量记录见表C.1。 

表C.1  竹笋产量记录表 

地点  造林时间  林地面积  

序号 年份 采笋日期 采笋数量（株） 重量（kg） 备注 

      

      

      

      

      

      

      

      

      

      

      

      

      

  竹笋总产量（kg）：                      竹笋平均单位产量(kg/hm
2
)：                              

记录单位：                        记录人：                     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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