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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市 槟 榔 黄 化 病 为 害 情 况 初 步 调 查 

万三连，肖春雷，刘 勇，岑美婷，柯用春，吴乾兴，孔祥义 
(三亚市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 ，海南三亚 ，572000) 

摘 要 为了摸清三亚市槟榔黄化病的为害情况，对三亚市两区六镇(河东区、河西区、吉阳镇、育 

才镇、海棠湾镇、天涯镇、崖城镇、凤凰镇)的槟榔种植 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三亚市各区镇槟榔 

种植水平存在差异，河东区、河西区由于城镇化槟榔种植面积呈减少趋势；三亚市槟榔黄化病零星 

发生，总体为害较轻。除育才镇 1个槟榔园发病率 50％以上外，其他地区发病率均在 3 以下；其 

他病虫害发生率与种植管理水平有关。分析了外界报道的槟榔黄化病发生严重而与实际调查情 

况不符的原因，提出应对槟榔黄化病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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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 Areca catechu Linn．为棕榈科多 

年生热带常绿乔木，经济价值很高，是我国四 

大南药(槟榔、砂仁、益智、巴戟)之首，其果 

实、种子 、果皮 、花均可入药[1]。槟榔具有耐 

旱耐瘠，经济寿命长，省工易管等特点，经济 

效益高而稳，既可规模化种植，又可在房前屋 

后零星种植。截至 2013年，海南槟榔种植面 

积 8．67万 hm。，收获面积 4．8万 hm ，年产 

鲜果 60多万 t，产值达 50亿元 ，槟榔收入占 

海南省农民全年收入的近一半。槟榔已发展 

成为海南省第二大热带经济作物，仅次于天 

然橡胶口]，为全省 5O多万户农户提供收入， 

是海南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 

槟榔黄化病是一种缓慢降低产量的病 

害，首次报道于 1914年印度 Ernakualm 的 

Muvattupuzha地区 ]，1981年我 国首次发 

现海 南 省 药 材 场 (屯 昌 县)为 害 面 积 

6．67 hm。左右 ，曾给感病植株追施钾肥及微 

量元素，效果不显著，发病区面积不断扩大， 

现巳基本毁灭。此后海南岛内琼海、陵水、万 

宁、三亚等地的槟榔种植区相继发生且不断 

蔓延[1]。据 2005年调查，全省槟榔染病面积 

已达 2 000 hm 以上，造成大量植株黄化死 

亡。由于缺乏强力有效的控制措施，目前发 

病地区及感病面积仍在不断扩大，严重威胁 

海南省槟榔产业的发展。 

1 调查起因和方法 

1．1 调查起因 

三亚市为槟榔主要种植区，槟榔是当地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传统种植 

区凤凰镇、崖城镇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种植 

面积更广，几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均有种植。 

从槟榔黄化病开始发病蔓延至今，市委市政 

府一直高度重视 ，2005年全省 大普查开始 ， 

基本摸清三亚槟榔黄化病发生为害情况； 

2009年，市政府专门拨款 150万元用于槟榔 

黄化病株的铲除工作，每株补贴农户 5O元， 

2009--2010年 ，三亚槟榔黄化病蔓延得到有 

效控制。 

据该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调研和农户反映 

情况，2014年开始，槟榔黄化病发生蔓延 日 

趋严重，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户的增产增收，特 

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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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迅速建立调查小组 ，对三亚市六镇两区 

深入调查，基本摸清了槟榔黄化病发生为害 

情况和槟榔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 

1．2 方法 

调查三亚市吉阳镇 大茅村 ，崖城镇坡 田 

洋，南滨农场，凤凰镇槟榔村，凤凰镇高峰地 

区，育才镇龙密村，天涯镇文门村，河东区东 

岸村，河西区红沙社区等村镇面积较大的槟 

榔园或槟榔种植区。对每种植园区实地踏 

勘，根据槟榔黄化病的症状观察El,s-6 与现场 

拍摄，采用随机调查方式统计发病率和感病 

死亡率。发病率(9／5)一感病植株／植株总数 

× 10O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地槟榔种植水平差异较大 

槟榔种植管理要求较低，种植后基本很 

少进行田间管理，各地由于土壤环境及周边 

条件不同造成植株长势差别较大。据调查 ， 

目前长势较好 的槟榔 主要 在崖城镇 南滨农 

场、育才镇、凤凰镇槟榔村、水蛟村等地；吉阳 

镇大茅村、罗篷村等地的槟榔长势中等偏上； 

海棠湾镇、天涯镇种植槟榔较少，长势一般， 

而凤凰镇高峰地 区长势最差。河东 区、河西 

区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展，槟榔树种植越 

来越少 。 

2．2 槟榔黄化病仅零星发生 ，其他病虫害发 

生严重 

调查发现 ，三亚市六镇两 区都有槟榔黄 

化病发生，但总体为害较轻，呈零星分布。总 

体看，各地一般发病率均在 3％以下，发病率 

较低。个别槟榔园发生为害较重，育才镇与 

南滨农场交界处的 1个槟榔园黄化病为害较 

重，发病率 50 以上，且有蔓延趋势。调查 

还发现，管理粗放地区，其他槟榔病虫害发生 

严重，尤其是凤凰镇高峰地区最为严重。 

3 结论与讨论 

此次调查发现槟榔黄化病为害较轻 ，与 

农户普遍反映的发生为害严重不符。经过分 

析主要原因如下 。 

3．1 槟榔黄化病识别知识缺乏，辨别症状不 

准确 

2005年开始 ，在海南省、三亚市 两级农 

技推广部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 

所的共同宣传和普及下，槟榔黄化病的严重 

性已深人人心，槟榔种植农户以及其他群众 

对该病害有了一定了解和认识，但大多数只 

知其为害严重性而不知其症状及处理办法， 

造成“谈黄化病即色变”。使得农户看见槟榔 

出现黄化症状或者干枯等症状即认为是槟榔 

黄化病所致，增加了槟榔黄化病普查的难度。 

槟榔黄化病为系统侵染性病害，属于植原体 

侵染为害所致，传统的病害分离鉴定方法不 

能分离鉴定，同时其症状主要为叶片系统性 

黄化，除专业技术人员外，一般基层农技人员 

较难从症状上辨别，易与一般生理性黄化混 

淆 ，这也是该病害持续蔓延不好控制的原因。 

3．2 管理粗放，其他病虫害严重 

近年 ，受“槟榔致癌事件”等报道冲击_l7]， 

海南槟榔鲜果收购价格普遍低迷，严重打击 

了槟榔种植户的积极性，冲击了海南槟榔产 

业。据了解 ，由于价格持续低迷 ，大部分槟榔 

鲜果只有烂熟在树上 ，鲜有人 问津 。农 户也 

缺乏资金及热情进行 日常管理 ，肥水及病虫 

害防治等管理措施基本没有，导致槟榔树体 

迅速老化，病虫害发生日趋严重。凤凰镇高 

峰地区其他病虫害发生严重，是由于该地主 

要为山区，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 ，农户种植后 

疏于管理 ，基本未施肥施药 ；同时槟榔树龄大 

多超过 10年以上，由于缺乏足够养分供应， 

树势明显偏弱，导致次生病虫 害大发生 。目 

前槟榔叶枯病 、褐斑病等叶部病害发生严重 ， 
一 些腐生的次生昆虫如革翅 目蠼螋等在槟榔 

干枯未展开叶片上出现 。病虫害严重发生导 

致槟榔下部叶片大量干枯，严重影响槟榔生 

长及产量 。 

3．3 近期气候条件影响，病害加重 

受 2012年“山神”及 2013年“海燕”台风 

的影响，槟榔叶片大部分都受损，大部分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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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期的槟榔树体较高，普遍在 5～6 m 以 

上，给施药防治带来难度；同期槟榔价格低 

迷，大部分农户放弃管理，造成病虫害大发 

生。2014年春节以来，三亚地区持续高温少 

雨天气对本地热带作物造成了严重影响，槟 

榔、香蕉、橡胶、柁果等生长及发育都受到严 

重制约。其中，槟榔大多种植在山区坡地和 

房前屋后，很少配套灌溉系统，主要靠降雨为 

补充水源。今年雨水偏少造成各地区槟榔生 

理性黄化现象特别严重，育才镇、凤凰镇和吉 

阳镇最为严重；崖城镇槟榔生理性黄化现象 

较轻 ，主要 由于该地区土壤及水源较为丰富 。 

3．4 虚报、乱报数据误导 

2009年三亚市为杜绝槟榔黄化病发生 

蔓延，采取砍伐 1株补贴 50元的政策，鼓励 

农户报损，当时槟榔价格较高，农户报损积极 

性不高，导致部分槟榔黄化病株未砍伐。 

2013年后，市场变化，槟榔价格低迷，同时槟 

榔持续老化，很多槟榔园需要更新换代。受 

多方面原 因影响 ，促成农户谎报、乱报槟榔黄 

化病发生率 ，期望政府 出台相关补贴政策 ，减 

少损失。我们走访调查发现，风凰镇高峰地 

区乱报现象最为严重，该地区槟榔管理粗放， 

导致病虫害发生严重，下部叶片大量干枯，而 

农户普遍认为是黄化 病引起 ，希望得到政府 

补贴，以期将价格低迷导致的损失降至最低。 

3．5 解决方案 

槟榔黄化病为害扩大化和严重化现象受 

多方面的影响所致。为了更好地控制槟榔黄 

化病发生蔓延 ，使农户更深入地 了解该病害 

及减少损失，我们从现实情况出发，制订解决 

方案：一是成立三亚市槟榔黄化病专家领导 

小组。为了更规范地诊断和防控槟榔黄化 

病，建议由三亚市农业局牵头，成立槟榔黄化 

病专家诊断小组，对槟榔黄化病采取联合采 

样、联合调查、共同诊断等方式确诊，务求减 

少对该病害的误诊现象。同时采取以基层上 

报，专家小组确认，农户签名等联动确诊、砍 

伐的机制。二是加大对槟榔黄化病科普及防 

控技术的研发力度。槟榔黄化病还需要农技 

推广部门加大宣传，发动地方农技人员配合 

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媒体向大众普及槟 

榔黄化病的为害性及有效的控制方法。在重 

病区域建议农户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如冬季 

瓜菜等。在凤凰镇高峰地区，农户的积极性 

及思想开始转变，部分槟榔园已经开始改种 

其他瓜菜品种，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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