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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槟榔是海南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保证并提高槟榔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海南省槟榔黄化病重发，并呈继续恶化

态势，致使海南槟榔的产量和品质下降。本文分析了槟榔黄化病的病因，根据其发病症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以期为该病的防治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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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作为我国重要的南药资源之一，是热带高效经济作

物[1]。目前，槟榔已经成为海南省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保

证并提高槟榔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槟榔

黄化病在海南省各地频发和蔓延，槟榔产量和品质下降，并

呈继续恶化态势。因此，若要获得高产，除了选择优良的品

种与适宜的土壤外，还必须加强病虫害防治，尤其是黄化病

的防治。
1 槟榔黄化病的病因及症状

黄化病是指槟榔等棕榈科树木受外界自然条件、病菌感

染、管理不当等影响，引起生理失调，造成槟榔的叶片黄化。
根据其致病途径，黄化病可分为两大类型，即植原体感染的

病毒及类菌原体型黄化病、生理性黄化病。
1.1 植原体感染的病毒及类菌原体型黄化病

当树体感染类菌原体或病毒发病后，通过刺吸式害虫或

人工采摘工具传播，属于传染性病。在早期容易与生理性黄

化病相混淆，有明显的发病中心，病状一般表现为萎缩性黄

化型和束顶型 2 种症状。在发病初期，植株下层 2~3 片叶的

叶尖部分首先出现黄化，黄化部分与正常绿色组织的界限明

显；黄化病发病后易加速暴发，直至整株黄化。干旱季节症

状更 为 明 显，感 病 叶 片 短 小、变 硬、皱 缩 畸 形，最 后 完 全 脱

落；花穗小，结果少，而且均为病果，易提前脱落；病树茎杆

松脆，输导组织碎裂，侧根少，根尖呈褐色，并逐年腐烂。染

病植株先是顶部几片叶变黄，慢慢变多，1 年后枯死。
1.2 生理性黄化病

生理性黄化病由于天气干旱或管理不当，施肥不平衡造

成缺素，或者地力被破坏，缺水缺肥，影响养分正常吸收，致

使槟榔生理失调，树叶发黄枯萎。槟榔感染生理性黄化病后，
叶片区域性发黄，发病中心不明显，病株不传染。症状分为

幼叶黄化型、老叶黄化型、全叶黄化型 3 种，病叶特征主要

分为萎缩性黄化型和束顶型 2 种症状[2]。
2 槟榔黄化病发生发展的条件

通常槟榔黄化病发病必须同时具备下述几个条件：一

是土壤或环境中有病菌源；二是有传播媒介或槟榔本身有可

能被侵入的伤口；三是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利于发病；
四是树势衰弱，靠自身抗性无法抗御病虫害。
3 槟榔黄化病的防治措施

目前，有研究表明，槟榔黄化病是感染植原体导致植株

免疫力破坏而影响其正常生长发育的生理功能性病害，但

也有人为因素导致槟榔缺水、缺肥枯死。
研究表明，槟榔黄化病可以防治。当发现种植园内有类

似黄化病症时，应当及时加强栽培管理，增加草木灰等自然

农家肥，以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同时，在抽生新叶和开花

期间，喷施除虫菊酯类农药防治媒介昆虫。在引进种子与种

苗时，应实地观察周边的槟榔树，杜绝从槟榔黄化病严重发

生的地区引进种子和种苗。此外，还要做到科学管理。首先，
从科学施肥开始，养树先养根，养根先改善土壤，多施营养

均衡的有机肥最关键。特别是在施肥过程中不能只施氮、磷、
钾三大要素肥，而应同时补充中微量元素，特别是钙，槟榔

缺钙会造成落果，若不及时补充，植株开花结果期会消耗植

株体内钙元素而导致病虫害的侵入。其次，改良土壤，调理

土壤的酸性，使槟榔根在酸碱度适宜的土壤中生长。由于多

年来种植户为了追求快速高效而连续施用化学肥料造成土

壤严重酸化，槟榔根系在酸性土壤中吸肥能力差，肥料利用

率低，有益微生物不易存活，有害微生物猖獗，造成土壤土

传病害暴发，根结线虫危害严重等一系列并发症[3]。以前种植

户通常使用石灰、钙镁磷肥调酸，收效甚微，还易反弹，并造

成土壤板结。如用活性碳酸钙置换土壤中的酸，生成二氧化

碳和水，这种方法效果更好，且不反弹，是一种温和的调酸

方法。保持槟榔根部土壤疏松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

常吸收土壤养分和土壤微生物快速生长，以为槟榔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 [4]。因此，施肥时要添加微生物菌，微生物菌大量

繁殖后可以刺激槟榔生根，提高槟榔树的抗逆性，增强槟榔

植株的免疫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要提高槟榔的产量，科学种植和有效防治病

虫害尤为重要。首先，要提高种植户的科学种植意识，加强

学习，改变观念，不能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种植方式上。其次，
在槟榔黄化病蔓延的大环境下，更应科学管理，合理施肥，适

时防治，精细选种，避免选用来自槟榔黄化病区的种子，从

源头切断病原体。一旦在种植区发现黄化病症状，要及时采

取措施，防止槟榔黄化病蔓延，以保障槟榔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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