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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阐明槟榔黄化病在海南地区的病害发生规律，对海南省主要槟榔种植园进行了槟榔黄化病病害调查。结

果表明：东西线平均发病率分别为41．38％和37．67％，年份越久的的槟榔园槟榔黄化病病情越严重，槟榔黄化病死亡率
总体上随着发病率的上升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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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 act：I n or der t o expound t he occur rence r egul ar i t y of yel l ow l eaf di sease of t he ar eca nut pal mi n Hai nan，

t he aut hor s i nvest i gat ed yel l ow l eaf di sease i n t he maj or areca nut pl ant at i on of Hmnan．Resul t s show t hat ：t he

average i nci dence of east i s 41．38％，and t he west i s 37．67％．The condi t i on more ser i ous as t he age of

pl ant at i on gross，over al l ，t he mor t al i t y r at e i ncr ease wi t h t he r i se of t he i nci dence of areca nut pl ant a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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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属棕榈科多年生热带经济林树种，为我国

四大南药之一，其药用范围广、价值高[ 1]。海南是中

国槟榔的主产区，全国90％以上的槟榔产白海南[ 2| 。

槟榔黄化病Yel l owi ng l ethal di sease是一种类似由

植原体引起缓慢降低槟榔产量的病害口]。1982年槟

榔黄化病最早发现于我国海南省屯昌县，目前已蔓

延至海南省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乐东等市县的成

片槟榔园中H】。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从病区流出的病苗分布在全岛各主要种植区，已

有大面积的槟榔园发病并遭砍伐，并有逐渐蔓延的

趋势，对我国的槟榔种植、加工产业、园林绿化及旅

游业和生态环境建设构成严重威胁。笔者于2012年

4月至11月对海南省东西两线的主要槟榔种植园

进行了槟榔黄化病病害调查，旨在阐明槟榔黄化病

在海南地区的病害发生规律，为海南省的槟榔黄化

病实地防治工作提供科学基础。

1样地选择
在海南省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乐东等目前的

主要槟榔黄化病疫区随机选取了种植面积较大不同

树龄的槟榔种植园，划取20mX20m的标准样地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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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编号调查。

2调查研究方法
对每个槟榔种植园进行了实地踏勘，通过症状

观察与现场拍摄，确定其槟榔黄化病的发病率与感

病死亡率。其中：

发病率(％) =感病株数／植株总数x 100％

感病死亡率(％) =感病死亡株数／发病株数×

100％

3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见表l ，对本次调查结果进行了以下

分析。

表1海 南省槟榔 主产区槟 榔黄化病调 查情况

3．1全岛各地域发病情况比较

由表1数据得出，东线平均发病率41．38％，西

线平均发病率37．67％，全岛东西两线发病率情况总

体差别不大，东线病害受害程度略比西线严重。

3．2槟榔黄化病在不同槟榔园种植林龄阶段的发病

规律

将不同年份的槟榔种植园划分为5a以下，6～

10a，1 l ～15a，16～20a四个林龄阶段，计算得出各不

同林龄阶段槟榔种植园槟榔黄化病的平均发病率依

次分别为11．25％，29．11％，43．63％和45．80％，如图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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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林龄阶段槟榔种植园槟榔黄化病发病率比较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种植林龄的增加，槟榔黄

化病的发病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即年份越久的

的槟榔园槟榔黄化病病情越严重。单一槟榔种植造

成的槟榔园立地条件恶化以及林地郁闭后的密闭环

境加速了槟榔黄化病的传播、感染与发病，是造成这

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3．3发病率与死亡率关联分析

将不同发病率的槟榔种植园划分为0～25％，

26％～50％，51％～75％，76％～100％四个病害等级，计算

得出各不同病害等级槟榔种植园槟榔黄化病的平均

死亡率依次分别为1．69％，3．44％，7．50％和6．25％，如

图2。

8{6

7％

6％

碚5％
U
馘4％
霜
斗3％

2％

1％

0， l
： | |

0-25％ 26％一5嘶 5l铲75％ 7碍一10嘣

发病率

图2不同槟榔黄化病发病率槟榔园的平均死亡率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槟榔黄化病死亡率总体上随

着发病率的上升而提高。由于早期发病死亡的槟榔

植株已被砍伐处理，调查统计时已经不存在于样地

内，后期发病率高的样地内统计的感病死亡率有所

下降，实际情况是感病死亡率与发病率呈正相关关

系。

4结论与讨论
4．1全岛东西两线的槟榔种植园槟榔黄化病发病率



情况总体差别不大，随着种植林龄的增加，槟榔黄化

病的发病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槟榔黄化病死亡

率总体上随着发病率的上升而提高。

4．2槟榔黄化病目前尚无药物可以根治，使用下列

药物可减缓危害。未发病或发病较轻的树体可选用

2％好普600倍液或四环素等，l a叶面喷施2—3次，

诱导槟榔产生抗性。在槟榔抽生新叶期间，喷施20％

速灭杀丁、2．5％敌杀死等1500—2000倍液保护。适

期施用36％降黄龙可湿性粉剂(同时施用16％虫线

清)，可初步控制槟榔黄化病的发生发展[ 5] 。

4．3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少种植户将病树残骸留在园

内，感病植株没有及时清理出园进行处理，加速了病

原的扩散。建议槟榔种植户及时查看园内植株有无

发病情况，第一时间将病株清理出园外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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