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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槟榔种植、加工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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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海南槟榔种植、加工业发展和市场等方面的现状，深入分析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且提出了优

化槟榔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方向，为海南槟榔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槟榔；种植；加工；产业；现状；对策；海南

中图分类号S792．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9．02．016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锄d C伽ntermeasur鹤of Anc锄ut Hant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in Hainan

SUN Huijie GONG Min

(Hainan Inspection and Detection Center for Modem Agriculture，Haikou，Hainan 570100)

Abstract Recent deVelopment of arecanut planting，processing indus臼了and market in Hainan were

described，b弱ed on which some factors restricting tlle recent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锄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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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Arec口c以ec地L．)是棕榈科常绿植物．位

列中国四大南药之首．其果实具有消积驱虫、降气

行水之功效．民间主要用来治疗人体肠道寄生虫，

食积腹痛。痢疾。水肿胀满。脚气肿痛等疾病[1】。

槟榔最主要是食用．在海南、湖南、台湾等地都有

喜食槟榔的习惯。我国槟榔主要分布于海南和台

湾，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也有少量栽

培。目前海南占据中国大陆99％的份额。总产值达

100亿元以上．槟榔已发展成为海南省第二大热带

经济作物．仅次于天然橡胶．为70多万种植户、

200万从业人员提供收入．成为海南主要经济支柱

产业之一。

1 海南省槟榔产业近况

1．1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2017年．海南省槟榔种植面积102 530 hm2．

收获面积73 872 hm2．年产槟榔干果255 114 t．分

别同比增长2．88％、5．2％、8．92％[2】。随着市场需求

的增加．海南槟榔种植面积逐年递增，其中2011年

增长速度最快，同比增长14．5％。见表l。

1．2种植区域不断优化

槟榔在海南各地皆可种植．经过多年的产业布

局和结构调整．海南槟榔种植优势区域突显．主要

集中在万宁、琼海、定安、陵水、乐东、琼中、保

亭和屯昌等南部和中部地区8个市县．实现海南槟

榔种植由零星分散向规模化转变。2017年，8个市

县种植面积、收获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的

80．9％、82．4％、78．4％。见表2。

1．3槟榔加工产业链逐步完善

据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有槟榔初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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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1 7年海南省槟榔种植面积和产量

表2 201 7年各市县槟榔种植面积和产量

38家，主要在万宁市、定安县、陵水县、琼海市

等市县。此外，还有大量农户、合作社从事槟榔初

加工。深加工企业7家．主要都是槟榔常规产品加

工企业，而其衍生产品的生产加工才刚刚起步．以

生产槟榔多糖多酚(简称槟酚)为主．槟酚作为食品

原料可生产槟榔饮料、糖果、饼类、酒类等近百种

食品，目前已有槟榔酒、槟榔咖啡、槟榔口香糖等

产品[3叫。代表企业有海南绿槟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是目前我国槟榔行业唯一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1．4槟榔加工环保技术普及

海南的槟榔加工以制成槟榔干果供给深加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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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加工为主．干果分为黑果和白果．黑果由烟熏烘

烤而成，颜色呈黑色：白果是由电热泵或蒸汽加工

而成．颜色呈灰色[5]。2013年以前海南槟榔初加工

以黑果为主．传统消费者也以食用黑果为主．从

2013年开始推广绿色烘干环保技术后．白果产量

增加。2017年海南槟榔干果产量约16．5万t．白

果约占总产量的69．7％。此外。针对槟榔黑果市场

需求．今年在海南推广槟榔黑果环保烘干设备。加

工环保技术的普及．加工的槟榔果品质大大提高．

加工环境得到改善．工人劳动强度降低。

1．5槟榔市场潜力大

槟榔经济价值高．每公顷可种植1 500～2 000

株。海南槟榔产量高，单株产量可达30 kg左右。

目前。槟榔鲜果销售价格18～20元／kg，干果价格

约70元／kg，预计今年槟榔价格将沿袭高开低走的

价格走势，在大量上市时价格略有回落．但总体将

在高位运行。海南的槟榔与东南亚的相比较，不仅

纤维柔软、耐咀嚼。而且生物碱含量高，具有明显

质量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可以打得响的品牌。

随着科学技术的注入．深加工产品种类丰富．消费

市场逐渐扩大，市场前景非常好。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种植管理水平不高

目前海南槟榔种植大多还是农户自发种植．管

理上普遍存在重种轻管、重收轻管、人种天管的状

况．不注意进行土壤改良和肥水管理．导致槟榔植

株得不到充分的养分，进而使收获期变短．产量变

低。管理正常的槟榔园可以收获50 a左右，而海

南有些槟榔种植20年就出现衰退的现象[6]。根据

目前海南槟榔实际收获面积、槟榔鲜果加工能力、

槟榔成品市场消费增长情况等预测．海南槟榔鲜果

产量增长速度跟不上槟榔成品市场消费每年20％的

增长速度。槟榔种植生产管理要加强，目前海南低

产槟榔园约占种植面积的20％～30％．亟待加大低

产槟榔园的改造，以提高槟榔单位面积产量。

2．2槟榔黄化现象日趋严重

近年来，海南槟榔普遍出现黄化现象．导致抽

生的花穗较正常植株短小．无法正常展开．结果量

大大减少，常常提前脱落，减产70％～80％，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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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量槟榔植株黄化死亡。目前各槟榔种植区域均

有发生，特别是琼海、陵水、万宁、屯昌、琼中等

地的槟榔主产区发生比较严重[7]。槟榔黄化现象由

多种原因造成，如植原体、肥水管理不到位、除草

剂使用过量、椰心叶甲等。目前对该病的防治仍采

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至今为止仍未有根治的妙方。

槟榔黄化病是世界性难题．不能有效开展防控工

作，将对海南槟榔产业造成严重打击。

2．3槟榔深加工发展较慢

海南槟榔深加工发展较慢．加工产品品种单

一，大多数槟榔采摘后只进行简单初加工，如槟榔

干果初加工、槟榔制药等单一产品加工．而在槟榔

的综合开发利用、产品的研发、有效成分的提取和

产业化加工技术研究等方面显得滞后。海南具有发

展槟榔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在原材料上

具有极大的优势．但目前海南并没有十分完善的加

工产业链．而是成为湖南槟榔加工业的原料基地。

目前中国槟榔产业总产值约400亿元．海南仅占

100多亿元。没有种植槟榔的湖南现在已是槟榔深

加工重地．产值占300亿元．目前有深加工企业上

千家．产品已经拓展销往29个省份．还有一些返

销海南，深加工效益是初加工效益的2～3倍。海

南槟榔深加工业与湖南相比差距悬殊．深加工发展

滞后，造成槟榔产品的利用价值与产值较低[sJ。因

此．海南槟榔深加工问题是海南槟榔产业长足发展

需要攻克的重点。

2．4 市场风险

海南槟榔消费市场过于单一且集中．市场价格

受湖南市场需求的影响波动较大．在价格方面缺乏

话语权。槟榔价格的频繁波动不利于海南槟榔产业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2008年，海南槟榔出现过

“卖难”现象，当时海南槟榔干果产量11．65万t．

湖南槟榔加工企业需求约为10万t．市场供过于

求，当年的鲜果价格仅为1元／kg．低于成本，造

成农民欠收。目前．海南传统食用槟榔消费市场趋

于饱和．如不积极开拓新的消费市场．不加以宣传

和引导．放任面积和产量进一步增长．迟早会冲破

市场饱和的临界点．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

3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槟榔园的科学管理

近些年．海南槟榔种植业发展受到湖南槟榔产

业兴起发展的影响．农民种植槟榔的意愿提高．在

槟榔主产区部分橡胶更新林地和残缺胶园都种上槟

榔，种植发展趋势较好．但整体管理水平不高。海

南槟榔种植业发展必须突破传统的种植观念．采用

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建立槟榔种苗选育基地。培

育推广高产和健壮槟榔苗木是提高海南槟榔总体产

量的根本措施。槟榔适合于土层深厚、肥沃、有机

质丰富及排水性能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砂质壤土中

生长，良好的土壤条件是栽培高产槟榔的关键。因

此．种植地最好选择坡度平缓．便于建立排灌系统

和保持空气湿度环境条件．进行适当的肥水管理，

以有机肥为主．避免过多使用化肥引起土壤结构的

破坏和营养的失调。同时加强田间管理技术的培训

和推广工作．探索适合海南土壤和气候环境特点的

间套种技术．提高土地产出率。

3．2加强槟榔黄化病预防

槟榔病害最为严重的是槟榔黄化病。该病为非

暴发性病害，发病后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且潜

伏期长，具有传染性，症状与缺管表现相似，容易

被忽略，防治困难。但最终必然会导致产量下降、

植株枯死的结果[引。目前已证实槟榔黄化病主要由

存在于植物筛管中的植原体引起．尚无合适的化学

和生物防治方法。通过早期诊断，可以及早发现黄

化病植株。严密监视槟榔黄化病的发生和病情发

展，通过种植健康种苗、隔离病区、铲除病株、切

断病原是预防该病发生的有效方法．可控制病害的

蔓延。

3．3提高槟榔综合加工技术水平

近年来．海南槟榔种植面积不断加大．产量稳

步增长。海南槟榔综合加工技术水平如果能同步跟

上．槟榔产值将大幅增长。只有提高海南槟榔综合

加工技术水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才能为今后海

南槟榔加工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成熟配套的

技术支撑．提升海南槟榔产业附加值。一是开发新

型槟榔深加工产品。通过开展槟榔有效成分提取的

深加工研究工作．充分利用槟榔的有效成分，运用

现代生物技术等高科技．开发出新型槟榔深加工产

品，如开发槟榔酒、槟榔口香糖、槟榔饮料、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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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等系列产品。二是对传统加工模式进行产业

升级。引进先进工艺技术取代陈旧的加工模式．使

槟榔的加工工艺流程达到规范科学、安全卫生、易

操作的高效率模式．形成符合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

生产线．从而实现海南槟榔的产业升级。

3．4加强槟榔产业行业标准化建设

2015年12月30日．海南省农业厅发布了槟

榔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准(DBHN／005—2015)。海南槟

榔产业要在全国槟榔产业中突围成功．建议制定海

南槟榔种植、加工、产品质量等一系列的行业标

准．使槟榔产品标准进一步规范。一是建立优良槟

榔种苗选育操作程序和质量标准．严格按照园选、

株选、穗选、果选的选种程序进行筛选种子；二是

建立健全槟榔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技术规

范，制定出台槟榔初加工干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从源头保证槟榔产品质量。加快槟榔加工行业污染

物排放地方标准制定．严格管控污染物排放；三是

争取国家对槟榔药食同源及产品标准统一认定。

3．5完善槟榔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槟榔加工信息服务平台．逐步建立

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信息数据库和市

场信息预警机制，为政府、企业、农民提供及时准

确的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市场、价格等信

息。通过高校、科研单位或农技培训中心等机构培

养一批从事槟榔加工技术专业人才．从而建设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为海南槟榔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智力

保障。在不断完善现有合同契约制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利润返还等新的利益联

结机制，引导农户以资金、土地、劳力、技术等生

产要素参股入股龙头企业．使槟榔加工龙头企业与

农户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激发农户种

植槟榔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把海南的槟榔加工产业真正推向新高度。

4下一步研究方向

农药残留是影响食用槟榔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94一

之一．目前．我国对槟榔农药残留检测的标准不够

完善。其中《湖南省食用槟榔地方标准》(DB43／T

132—2004)规定了食用槟榔中有机磷农药的限量要

求和指定检测方法，海南省地方标准《食用槟榔》

(DB46／T 75—2007)仅对食用槟榔中的有机磷农药残

留作了要求．两个标准均未对拟除虫菊酯、有机

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规定限量和检测方法。而槟

榔在种植过程为了防止一些虫害的滋生．需要使用

拟除虫菊酯等农药。食用槟榔作为一种特殊的检测

基质。成分复杂．在使用通用的食品分析方法进行

农药残留分析时基质干扰难以除去．给分析检测带

来很大难度。

下一步在海南主要槟榔种植地区抽取槟榔样

品，优化检测方法，对槟榔农药残留进行测定，分

析海南槟榔农药残留情况．评价海南槟榔农药施用

安全情况。找出主要风险因子．提出海南槟榔种植

过程中农药施用关键监控点．促进食用槟榔产业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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