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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摸清海南槟榔种植区发生的病虫害种类，对海南省屯昌县、琼中县、儋州市、乐东县、保亭县、定

安县、琼海市、文昌市、万宁市、陵水县、三亚市等槟榔种植区的病虫害进行了系统调查与鉴定。结果表明，

海南槟榔种植区的病害有 8种，分别是黄化病、炭疽病、细菌性条斑病、芽腐病、烟煤病、藻斑病、地衣病和

寒害，其中主要病害为黄化病、炭疽病和细菌性条斑病；害虫有 15种，分别是红脉穗螟、椰心叶甲、红棕象

甲、黑刺粉虱、螺旋粉虱、椰子坚蚜、考氏白盾蚧、椰圆蚧、褐圆蚧、角蜡蚧、基斑毒蛾、大蓑蛾、海南土白

蚁以及未能鉴定到种的一种露尾甲和一种蛞蝓，其中主要害虫为红脉穗螟和椰心叶甲。针对槟榔主要病虫害提

出了相应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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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Arecanut in Hainan Province and Thei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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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ategory and damag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ttacking arecanut plantations in

Hainan,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o record diseases and pests in arecanut plantations in Tunchang,

Qiongzhong, Danzhou, Ledong, Baoting, Ding'an, Qionghai, Wenchang, Wanning, Lingshui and Sany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8 arecanut diseases including yellow leaf disease, anthracnose, bacterial leaf streak, bud

rot disease, sooty mould, algal leaf spot, lichen disease and chilling injury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major

diseases were yellow leaf disease, anthracnose, and bacterial leaf streak. There were also 15 arecanut insect

pests identified including Tirathaba rufivena (Walker), Dasychira mendosa (Hübner), Clania variegata

(Snellen), Brontispa longissima (Gestro), Rhynchophorus ferrugineus (Olivier),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Aleurodicus dispersus Russell, Cerataphis lataniae (Boisduval), Pseudaulacaspis cockerelli

(Cooley), Aspidiotus destructor Signoret, 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aeus), Ceroplastes ceriferus

(Fabricius) and Odontotermes hainanensis (Light). One sap beetle and one slug were not identified at a

species level. The major insect pests were T. rufivena and B. longissima . Control measures for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arecanut in Hainan were also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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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 （Areca catechu L.） 属棕榈科多年生

常绿乔木，是热带珍贵药用植物，为四大南药

之首［1］。海南是我国槟榔的主产区，产量约占全国

产量的 95%以上，主要分布于万宁市（18 138 hm2）、

琼海市 （16 311 hm2）、琼中县 （12 447 hm2）、屯昌

县 （11 092 hm2）、定安县 （8 917 hm2） 和保 亭 县

（6685hm2），2017年海南全省槟榔种植面积为102530hm2，

产量为 255 114 t ［2］。目前，海南约有 230 万农

民从事槟榔种植，槟榔已经成为海南农民重要

的经济来源 ［3］。海南槟榔产业年产值超过百

亿元，已经成为海南省重要的支柱产业 ［4-6］。

槟榔病虫害是影响槟榔产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特别是槟榔黄化病。该病 1981 年发现于

海南省屯昌县药材场，此后万宁、陵水、三亚

和琼海等地的槟榔种植区相继发生且不断蔓

延 ［7-8］。由于缺乏强力有效的控制措施，目前

发病地区面积仍在不断扩大，严重威胁海南省

槟榔产业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病虫害影

响海南槟榔产业。 1985 年，洪祥千等 ［9］ 对海

南省 8 个市县 11 个槟榔种植点进行了病虫害调

查，发现有病害 15 种，害虫 10 种； 2007 年，

李 增 平 等 ［10］ 经 过 多 年 槟 榔 病 虫 害 调 查 和 研

究，明确了 26 种槟榔病害和 8 种槟榔害虫；

2009 年，朱辉等 ［11］ 对海南槟榔主要种植区病

害种类进行了调查，发现 8 种槟榔病害；随后

的 文 献 报 道 多 为 单 一 市 县 病 虫 害 调 查 ［12-13］，

或 仅 对 槟 榔 主 要 病 虫 害 进 行 识 别 和 防 控

介绍 ［14］。

近年来，随着海南槟榔产业蓬勃发展，新

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与 2010 年 69 227 hm2 的

种植面积相比增长了近 50%，槟榔产业已经发

展成为海南省扶贫攻坚的重要力量之一 ［2］。

面对新的槟榔产业形势，有必要对槟榔病虫害

进行新地摸底。因此，2017 年至今，笔者对海

南槟榔种植区槟榔病虫害进行了调查，对采集

的病虫害标本进行整理和鉴定，以期为海南槟

榔病虫害的防控技术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调查工具包括数码相机、捕虫网、采集包、

刀子、标本夹、标本箱、标本袋、玻璃管、记录

本、记号笔、钢卷尺等。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

以海南省屯昌县枫木镇约 20 hm2槟榔园为主要

调查点，同时在屯昌县、琼中县、儋州市、乐东

县、保亭县、定安县、琼海市、文昌市、万宁市、

陵水县、三亚市等槟榔种植区进行了病虫害普查，

对发生的病虫进行采集、鉴定，并记录病虫害种

类、为害部位及为害程度。

槟榔病虫害危害程度采用 4级分级法，从小到

大依次用+、++、+++、++++代表。每个级别的危

害程度范围为：+表示危害导致槟榔产量减少幅度

低于 10%；++表示危害导致槟榔产量减少 10%～

20%； +++ 表 示 危 害 导 致 槟 榔 产 量 减 少 20%～

40%；++++表示危害导致槟榔产量减少＞40%。

1. 2. 2 主要病虫害防控方法

在对海南槟榔种植区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其发

生情况、生活习性等进行重点调查分析后，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海南本地条件，初步提出主

要病虫害的综合防控措施。

2 结果与分析

2. 1 槟榔病害

根据调查结果，经鉴定确认的海南槟榔种植

区的病害有 8种（表 1）。其中，黄化病是海南槟榔

种植区发生危害最为严重的病害，炭疽病和细菌

性条斑病的危害也较严重，芽腐病、烟煤病、藻

斑病、地衣病、寒害等病害零星发生，为害

较轻。

2. 2 槟榔害虫

根据调查结果，经鉴定确认的海南槟榔种植

区的害虫有 15种（表 2）。分属于昆虫纲（Insec‐

ta） 鳞翅目（Lepidoptera）的螟蛾科（Pyrali‐

dae）、毒蛾科（Lymantriidae）和蓑蛾科 Ps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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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e；鞘翅目 （Coleoptera） 的叶甲科 （Chrys‐

omelidae）、象甲科 （Curculionidae） 和露尾甲

科 （Nitidulidae）；半翅目 （Hemiptera） 的粉虱

科 （Aleyrodidae）、 扁 蚜 科 （Hormaphididae）、

盾蚧科 （Diaspididae） 和蜡蚧科 （Coccidae）；

等翅目 （Isoptera） 的白蚁科 （Termitidae）。腹

足纲 （Gastropoda） 柄眼目 （Stylommatophora）

的蛞蝓科 （Limacidae）。共 2 个纲，5 个目，12

个科。

红脉穗螟［Tirathaba rufivena （Walker）］

是海南槟榔为害最严重的害虫，其次是椰心叶甲

［Brontispa longissima （Gestro）］，红棕象甲

［Rhynchophorus ferrugineus （Olivier）］，黑

刺 粉 虱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

tance）］、螺旋粉虱 （Aleurodicus dispersus

Russell） 基 斑 毒 蛾 ［Dasychira mendosa

（Hübner）］和蛞蝓在不同年份的一些槟榔种植区

会暴发为害，其它害虫对槟榔产量影响较小。

表1 海南槟榔病害种类及其危害程度

病害名称

黄化病

炭疽病

细菌性条斑

病

芽腐病

烟煤病

藻斑病

地衣病

寒害

病原菌

未知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 Penzig et Saccardo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ammel） Dowson pv. arecae （Rao et Mo‐

han） Dye

Phytophthora arecae （LC. Coleman） Pethybridge

Meliola sp.

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 （植物）

Strigula complanata，Sticta platyphylla Nylander

—

属

—

刺盘孢属

黄单胞菌属

疫霉属

小煤炱属

头孢藻属

叶上衣属，

牛皮叶属

—

为害部位

叶

叶、花和

果

叶

芽

叶

叶鞘、茎

茎

花

严重

度

++++

+++

++

+

+

+

+

+

说明：+危害造成产量下降低于 10%； ++危害造成产量下降 10%～20%； +++危害造成产量下降 20%～40%； ++++危害造成产量下降超过

40%. 下同。

表2 槟榔害虫种类及其为害严重度

害虫名称

红脉穗螟

基斑毒蛾

大蓑蛾

椰心叶甲

红棕象甲

露尾甲

黑刺粉虱

螺旋粉虱

椰子坚蚜

考氏白盾蚧

椰圆蚧

褐圆蚧

角蜡蚧

海南土白蚁

蛞蝓

学名

Tirathaba rufivena （Walker）

Dasychira mendosa （Hübner）

Clania variegata （Snellen）

Brontispa longissima （Gestro）

Rhynchophorus ferrugineus （Olivier）

—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Aleurodicus dispersus Russell

Cerataphis lataniae （Boisduval）

Pseudaulacaspis cockerelli （Cooley）

Aspidiotus destructor Signoret

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aeus）

Ceroplastes ceriferus （Fabricius）

Odontotermes hainanensis （Light）

—

科

螟蛾科（Pyralidae）

毒蛾科（Lymantriidae）

蓑蛾科（Psychidae）

叶甲科（Chrysomelidae）

象甲科（Curculionidae）

露尾甲科（Nitidulidae）

粉虱科（Aleyrodidae）

扁蚜科（Hormaphididae）

盾蚧科（Diaspididae）

蜡蚧科（Coccidae）

白蚁科（Termitidae）

蛞蝓科（Limacidae）

为害部位

花、果、叶

叶

叶

叶

茎

花

叶、果、花

叶

花

茎、果

叶、果

叶

叶

根、茎

叶、花

严重度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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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槟榔主要病虫害

2. 3. 1 黄化病

该病是海南槟榔最为重要的病害，也是当前

海南槟榔产业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槟榔黄化病

的症状为发病初期树冠下层 2～3片叶的叶尖部分

首先出现黄化，花穗短小，无法正常展开；结有

少量变黑的果实，不能食用，常提前脱落。随后

黄化症状逐年加重，逐步发展到整株叶片黄化，

干旱季节黄化症状更为明显。整株叶片无法正常

展开，腋芽水渍状，暗黑色，基部有浅褐色夹心。

染病植株常在顶部叶片变黄一年后枯死，大部分

感 病 株 开 始 表 现 黄 化 症 状 后 5～7 年 内 枯 顶

死亡［15］。

造成槟榔黄化病肆虐蔓延并且难以控制的根

源，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槟榔黄化病的致病病原

或病因难以明确。俞浩等［7］较早开展海南槟榔黄

化病调查，认为是由于海南槟榔园长期粗放管理

或施肥制度不合理，而槟榔坚果每年带走大量的

钾素，造成钾素营养不平衡引起的。金开璇等［8］

通过电镜观察发现海南槟榔黄化病病株的输导组

织内存在类细菌 （Bacteria-like Organisms，简

称 BLO） 与类菌原体 （Mycoplasma like organ‐

isms，MLO）菌体，初步认为海南槟榔黄化病是由

BLO与 MLO复合侵染引起。罗大全等［16-17］通过电镜

观察、抗菌素注射诊断、PCR 技术检测，认为海南

槟榔黄化病是由植原体（phytoplasma，原称类菌

原体）引起。车海彦等［18］也从分子水平对槟榔黄

化病进行分类地位研究，发现引起海南槟榔黄化

病病原植原体属于翠菊黄化植原体组。周亚奎

等［19］利用巢式 PCR方法对海南槟榔黄化病植株的

不同组织进行了植原体检测，也初步判断发生在

海南的槟榔黄化病是由于植原体引起。车海彦

等［20］对印度和我国槟榔黄化病病原的研究进行了

探讨，认为槟榔黄化病的病原可以排除螨虫、真

菌、线虫等生物因素，生理性病害、细菌和病毒

存在一定可能性但未能证实，植原体的可能性依

然最大。

但是，结合近几年海南省多地槟榔黄化病的

蔓延发展和田间防控实践，笔者认为引起槟榔黄

化病的病原或原因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明确。

覃伟权等［15］认为由于植原体难以在人工培养基上

培养，可以尝试借助媒介昆虫、指示性植物或寄

生性植物完成槟榔黄化病的柯赫氏法则验证，为

确认槟榔黄化病的病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

迄今还未见有相关研究报道。目前，海南省各地

在开展槟榔黄化病防控时，大多只能结合“药水

肥”等综合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者延缓

槟榔黄化病的发生危害［21］，特别是在“药”地选

择和施用方式上较为混乱，难以从根本上防控槟

榔黄化病。

2. 3. 2 炭疽病

该病是海南槟榔种植区仅次于黄化病的病害，

可危害叶片、花序和果实。感病初期，叶片呈现暗

绿色水渍状小圆斑，随后变褐色，边缘有一黄晕。

随后病斑进一步扩展，形状变化较大，呈圆形、椭

圆形、多角形或不规则形，病斑长 0.5～20 cm。病

斑中央变褐色，边缘黑褐色，病斑微凹陷，有时

具云纹状，发病后期病斑产生少量小黑粒，重病

叶整叶变褐枯死。幼芽受害导致腐烂或枯萎。青

果感病，果皮表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病斑，病斑

黑色凹陷。成熟果实上的病斑近圆形，褐色，凹

陷，病斑进一步扩展，果实腐烂［22］。有效防治该

病的化学药剂有咪鲜胺、苯醚甲环唑、多菌灵和

百菌清。

2. 3. 3 红脉穗螟

该虫是海南槟榔种植区最为重要的害虫，主

要以幼虫取食槟榔花序、果实和心叶。花序受害

最为严重，幼虫在槟榔未展开的花序上取食，分

泌丝状粪便、食物残渣和花缀成簇，使花穗不能

正常开放，导致其枯死。受害较轻的花穗展开后，

能开花结果，但果实容易脱落，严重影响产

量［23-24］。部分幼虫进入生长点为害，造成组织坏

死，顶梢叶片皱缩畸形，呈现束顶症状，受害严

重的植株顶梢枯死。少数幼虫进入内层叶鞘为害，

在内层叶鞘表面形成明显的覆盖有虫粪的隧道，

被害株生长严重受阻甚至衰弱死亡［10］。幼虫还可

蛀食果实内的种子和部分内果皮，也会啃食外表

皮，造成流胶或形成木栓化硬皮，影响果实品

质［25］。槟榔园间种或饲养有助于降低该虫发生数

量［26］。有效防治该虫的化学药剂有毒死蜱、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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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溴氰菊酯或高效氯氟氰菊酯。

3 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经鉴定确定的海南槟榔种植

区的病害有 8种，害虫有 15种，还有部分病虫害

标本未能予以鉴定。槟榔黄化病是影响海南槟榔

产业的重要因素，害虫红脉穗螟也是海南槟榔产

业的主要制约因素。炭疽病和椰心叶甲在许多槟

榔园为害也相对较重，特别是椰心叶甲，由于其

为害相对隐匿，如果不及早发现并采取防控措施，

可能会导致槟榔植株死亡。细菌性条斑病、基斑

毒蛾、红棕象甲、黑刺粉虱、螺旋粉虱、椰圆蚧

和蛞蝓等在一些槟榔种植区在个别年份受气候环

境影响也会有较大程度暴发，如果不重视并加以

防控也将会对槟榔产量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调查发现的槟榔病虫害种类，以及其目

前对海南槟榔产业的危害程度，笔者认为在海南

槟榔病虫害防控体系中，应集中力量重点明确槟

榔黄化病的病原或病因，然后研发针对性的防控

技术，筛选有效防控药剂，完善综合防控措施。

目前，由于明确病原或病因存在较大难度，而该

病的有效防控技术需求又极为迫切，导致田间药

剂筛选尝试失败较多，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和宝贵的最佳防控时间，最终使得槟榔黄化病得

不到有效控制而不断蔓延危害。其它病虫害由于

病因相对明确，可以有采取相应防控措施。海南

槟榔树普遍较高，喷洒化学药剂操作难度大，导

致一些槟榔种植区的农户放弃药剂防控，任由病

虫害肆虐。因此，培育高产矮化槟榔品种并进行

推广种植，也是有利于海南槟榔病虫害防控的措

施之一。

通过开展槟榔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推广，对

槟榔农户做好槟榔病虫害的识别及防控技术培训，

引导其利用海南槟榔种植区常见的生物防治因子

如寄生蜂、瓢虫、蜘蛛及垫跗螋等［27-28］，或植物

源杀虫剂开展绿色无公害槟榔病虫害防控［29-31］，

从而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的槟榔产品，进

一步促进海南槟榔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和明，梁学琛，符气浩 . 槟榔生物学和生态特性的

研究 ［J］ . 海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5，13

（3）：216-220.

［2］包洪文，何永东 . 2018海南统计年鉴［M］ . 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2018：284.

［3］何振革 . 海南省槟榔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J］ .

安徽农学通报，2007，13（13）：109-110.

［4］杨连珍，刘小香，李增平 . 世界槟榔生产现状及生产

技术研究［J］ . 世界农业，2018（7）：123-130.

［5］曹学仁，车海彦，杨 毅，等 . 槟榔黄化病病株空间分

布型及抽样技术研究 ［J］ . 现代农业科技， 2016

（9）：125-126，130.

［6］黄丽云，刘立云，李 艳，等 . 槟榔落花落果规律观察

研究［J］ . 中国南方果树，2017，46（6）：71-73.

［7］俞 浩，冯淑芬，郑建华 . 海南岛槟榔“黄化病”问题

调查报告［J］ . 热带作物研究，1986（3）：45-49．

［8］金开璇，孙福生，陈慕容，等 . 槟榔黄化病的病原的

研究初报［J］ . 林业科学，1995，31（6）：556-558.

［9］洪祥千，黄光斗，陈家俊，等 . 海南岛槟榔病虫害调

查初报［J］ . 中药材，1985（4）：6-10.

［10］李增平，罗大全 . 槟榔病虫害田间诊断图谱 ［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11］朱 辉，余凤玉，覃伟权，等 . 海南省槟榔主要病害

调查研究 ［J］ . 江西农业学报，2009，21 （10）：

81-85.

［12］黄山春，许 喆，林 松，等 . 万宁市槟榔主要害虫的

发生与防治 ［J］ . 江西农业学报，2014，26 （2）：

81-84.

［13］莫景瑜，符永刚，郑 奋，等 . 文昌市槟榔主要病虫

害的发生危害与防治 ［J］ . 南方农业，2018，12

（31）：30-31，40.

［14］吴 元，王开勇，陈书贵，等 . 海南省定安县槟榔种

植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 ［J］ . 热带林业，2018，46

（3）：13-17.

［15］覃伟权，唐庆华 . 槟榔黄化病［M］ . 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2015：6，49-54.

［16］罗大全，陈慕容，叶沙冰，等 . 海南槟榔黄化病的病

原鉴定研究 ［J］ . 热带作物学报，2001，22 （3）：

43-46.

［17］罗大全，陈慕容，叶沙冰，等 . 多聚酶链式反应检测

海南槟榔黄化病 ［J］ . 热带农业科学，2002，22

（6）：13-16.

［18］车海彦，吴翠婷，符瑞益，等 . 海南槟榔黄化病病原

物的分子鉴定［J］ . 热带作物学报，2010，31（1）：

-- 66



张中润 等 海南槟榔病虫害种类及其防控

83-87.

［19］周亚奎，甘炳春，张 争，等. 利用巢式PCR对海南槟

榔（Areca catechu L.）黄化病的初步检测［J］ . 中

国农学通报，2010，26（22）：381-384.

［20］车海彦，曹学仁，罗大全 . 槟榔黄化病病原及检测方

法研究进展 ［J］ . 热带农业科学，2017，37 （2）：

67-72.

［21］钟 瑜，王群存 . 小槟榔做出大产业——万宁槟榔产

业发展透视［J］ . 今日海南，2017（4）：31-32.

［22］朱 辉，宋薇薇，余凤玉，等 . 海南槟榔炭疽病病原

菌的鉴定 ［J］ . 江西农业学报， 2015， 27 （1）：

28-31.

［23］黄山春，马子龙，吕烈标，等 . 海南槟榔种植地区红

脉穗螟发生为害特点及其防治对策 ［J］ . 江西农业

学报，2008，20（9）：81-83.

［24］Corbett G H. An historical note on Tirathaba

rufivena Walk. （The Greater Coconut Spike

Moth） and its three parasites in Malaya ［J］.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cientific Se‐

ries， 1930（3）：1-9.

［25］刘立云，李 艳 . 槟榔园高效经营［M］ . 北京：中国

农业出版社，2015：131.

［26］吕朝军，钟宝珠，钱 军，等 . 槟榔园不同林下经济

模式对红脉穗螟发生数量的影响 ［J］ . 中国南方果

树，2014，43（4）：97-98.

［27］Zhong B， Lv C， Qin W. Preliminary study on

biology and feeding capacity of Chelisoches

morio （Fabricius） （Dermaptera：Chelisochi‐

dae） on Tirathaba rufivena （Walker）［J］ .

Springerplus，2016，5（1）：1 944.

［28］钱 军，张 敏，黄丹慜，等 . 间种胡椒对槟榔主要害

虫及天敌数量的影响［J］ . 亚热带农业研究，2016，

12（3）：156-159.

［29］吕朝军，钟宝珠，田 密，等 . 植物源杀虫剂对槟榔

红脉穗螟幼虫的致死效应 ［J］ . 生物安全学报，

2013，22（4）：253-256.

［30］吕朝军，钟宝珠，钱 军，等 . 烟碱对槟榔红脉穗螟

生长发育和存活的影响［J］ . 生物安全学报，2013，

22（3）：201-205.

［31］Zhong B， Lv C， Qin W. Effectiveness of the bo‐

tanical insecticide azadirachtin Against Ti‐

rathaba rufivena （Lepidoptera：Pyralidae）［J］.

Florida Entomologist，2017，100（2）：215-218.

--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