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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结合文献资料和生产实践,在对槟榔黄化病的发病机理、类型及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测土配

方施肥、树干高压注射生态治疗槟榔黄化病的独特方法.技术线路是:首先对槟榔园的土壤进行检测分析,根据检

测分析结果进行配方施肥,以保证土壤养分能满足槟榔生长的需要;其次是在患病的槟榔树干上钻孔５cm 深,高压

注射抗黄化病的药剂(槟榔盾),然后密封注射口.防治实效:经过为期１~２年的治疗,注射３~４次,患病的槟榔

树重新长出新根,焕发新叶,产量提高.这种新的槟榔黄化病防治方法与喷洒化学药剂杀灭病虫害的传统植保方

法相结合,能有效提高槟榔黄化病的防治效果,有利于促进我国槟榔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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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师范学院定点扶贫的定安县龙河镇水竹村槟榔黄化病极为严重,大片槟榔园的槟榔树患病发黄,导
致槟榔产量逐年下降甚至绝收.而槟榔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槟榔黄化病的大面积暴发,直
接导致了村民收入的减少,是造成村民贫困的重要原因.按照精准扶贫工作的要求,学院发挥人才优势,组
织技术力量进行了技术扶贫.通过对槟榔黄化病的发病机理深入探究分析,技术组采取了测土配方、树干高

压注射和喷洒化学药剂杀灭病虫害来防控槟榔黄化病,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１　槟榔黄化病的发病机理、类型与特征

槟榔黄化病(Yellowinglethaldiease)是一种由植原体引发的导致槟榔产量降低乃至绝收的病害,最早

出现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的 Malnad地区,后来扩展到太平洋群岛、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地.

１．１　槟榔黄化病的发病机理

引发槟榔黄化病的因素主要有:①植原体感染———用四环素族抗菌素注射病株,发现对病株组织中的植

原体(Phytoplasma)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证实植原体是槟榔黄化病的病原,这一结论通过PCR技术检测,再
次得到了证实.分子分析得出槟榔黄化病是由翠菊黄化组(１６SrⅠ)中的 G 亚组植原体(Arecanutyellow
leaf,AYL)引起的[１].②多年用的化肥、滥用除草剂和其它用药不当导致土壤酸化、板结、肥力下降,干旱、
涝害、水土流失造成植株营养不良.③虫害,如椰心叶甲、介壳虫、棕榈长翅蜡蝉、飞虱等害虫的危害.④栽

培不当,槟榔结果量高,钾元素缺乏也会导致槟榔黄化病的发生.

１．２　槟榔黄化病的类型与特征

１．２．１　生理性黄化病

生理性槟榔黄化病的病原物是植原体,其症状为:发病初期植株下层２~３片叶叶尖部分首先出现黄化,
然后向上叶片褪绿呈枯黄色斑块,病叶叶鞘基部呈暗黑色,有浅褐色夹心,心叶变小,叶片变硬变短,最后呈

灰褐色坏死,花穗枯萎,果实品质及产量下降,部分果实提前脱落,不能食用.干旱季节黄化症状更为明显.
植株大多在表现黄化症状５~７年后死亡.

１．２．２　侵染型黄化病

侵染型槟榔黄化病主要通过虫媒如椰心叶甲、红脉穗螟、叶蝉类、飞虱类等昆虫进行传播,其症状为:受
害槟榔出现叶尖枯萎下垂,黄化叶片的末端慢慢焦枯并干裂,逐步整叶坏死.病叶叶鞘基部的小花苞呈水渍

状败坏,病株顶部叶片明显缩小、节间缩短,树势减弱,有的呈束顶状,花穗枯萎不能结果,即使结果也会提前

脱落,最后枯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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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槟榔黄化病的测土配方防治方法

因缺肥引发的槟榔黄化病,其解决方法是测土配方,即对土壤养分进行检测,缺少哪种肥料,就相应的补

充哪种肥料,以满足槟榔生长的需要,不能滥施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２．１　土壤养分检测

为了使检测的土壤更有代表性,从水竹村３个不同地方的地块各取土２kg作样品,带回去进行测量分

析.经检测,水竹村槟榔园土壤pH 值为５．１７,属酸性土壤;有机质含量为２．１８％,属三级土壤;碱解氮

７６．５９mg/kg,属四级土壤;速效磷０．９１mg/kg,属六级土壤;速效钾６５．９８mg/kg,属四级土壤;钙３１４．４５mg/

kg,属四级土壤;镁７０．００mg/kg,属四级土壤;锌５．９６mg/kg,属一级土壤;硼０．３０mg/kg,属四级土壤.数

据来源:海南德恒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数据分析:根据«农业部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养分分级标准»判断,
检测的土壤样品整体养分含量较差,特别是速效磷的含量为０．９１mg/kg,属六级土壤;其他主要养分除有效

锌外,大多都在四级水平,属贫瘠土壤.

２．２　配方施肥与土壤肥力保持

根据龙河镇水竹村槟榔园土壤养分的检测结果可知:当地槟榔园的土壤呈酸性,比较贫瘠,植物生长需

要的氮、钾、钙、硼等都缺乏,磷的含量尤低.因此,需要人工增施氮、磷、钾、钙等肥料才能满足槟榔正常生长

的需要,其解决方法如下.

２．２．１　人工施肥

在不同时期选择性施入营养全面、比例适宜的肥料保证槟榔生长的需要.①养树肥:幼龄树施氮、磷、钾
肥的比例为１∶０．７∶０．３.每年每株可结合扩穴施堆肥、厩肥、塘泥肥等４~１０kg,混合过磷酸钙０．２~０．３kg;
进行松土追肥２~３次,施复合肥０．２kg,配微量元素,提高抗黄化病能力.成龄树在冬季施用磷钾肥３７５kg/

hm２,开沟施入;每公顷施微量元素１５kg加微生物肥料１５kg,稀释１０００倍灌根,增强槟榔耐低温、耐干旱和

光合作用的能力.株施厩肥５~１０kg,或粪尿肥５~１０kg、氯化钾０．１~０．２kg、磷肥０．３~０．５kg.②壮花壮

果肥:在２月花开放前施钾肥为主,配合施用氮肥,使叶片生长良好,促进花苞正常发育.６月份施入青果

肥,株施厩肥５~１０kg、钾肥０．３~０．５kg、磷肥０．２５~０．４０kg、氮肥０．０２~０．０３kg,每公顷配以微量元素

１５kg加微生物肥料１５kg,稀释１０００倍灌根;追施叶面肥,如磷酸二氢钾５００倍液、氨基酸６００倍液等以及果

宝素增加植株营养,增强果实的饱满度.

２．２．２　土壤肥力保持

琼台师范学院槟榔黄化病防治技术组调研中发现,很多种植槟榔的农户普遍滥用除草剂,对裸露地面的

槟榔树根有很大的损伤,对槟榔树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会改变土质环境.对此,技术组提出了“槟榔园

种养结合可持续循环经营模式”,就是不用除草剂,通过养鸡、养牛、养羊来吃槟榔园的草,禽畜粪便又可以作

为肥料改良土壤,利于槟榔生长,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槟榔园的草不仅不能除掉,还要买草来种,主要是种

植豆科类的柱花草,这种草有很好的固氮作用,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槟榔园的草对于保持土壤的湿度具有

一定作用,有利于缓减干旱,对槟榔的生长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槟榔的产量.针对水竹村槟榔园

的酸性土壤,可适当施入一些石灰中和土壤酸度,以利于根系发育和提高对肥料的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坡地

槟榔园的保水保肥工作,防止水土流失与肥力减退.

３　槟榔黄化病的树干高压注射生态防治方法

３．１　防治原理

针对植原体有易受寄主体内环境影响,能被四环素类抗生素所抑制的特性,通过注射对植株衣原体有抑

制作用的药剂,激活植物的防御系统,增强对黄化病原微生物的抵抗能力;同时补充一些植物必需的有机质,
改善营养状态,改变衣原体在植株内的生存环境,提高植物免疫力,达到防治槟榔黄化病的目的.

３．２　操作方法

用４．０号钻头(４mm)的电钻在离地面约１m高度的树干上,水平方向钻一个５cm深的孔,然后插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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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树高压注射专用接头,将防治槟榔黄化病的专用防护液———槟榔盾,通过槟榔树高压注射器每株注入

５mL,然后关上接头,拔出注射器.在采果结束后和翌年的４月份左右各注射一次,以确保疗效.

３．３　防治实效

由于树干高压注射的生态防护液———槟榔盾,具有芽孢杆菌活性成分,能激活植物的防御系统,还能刺

激植物产生对昆虫有害的防御素(defensins),全面激活植物的抗虫系统,抗性抵达根、茎、叶各个部位,能抵

御蚜虫、叶蝉、蓟马、白粉虱及椰心叶甲等各类昆虫,能较好地切断虫媒传播病原微生物.槟榔盾还能为植株补

充必需的有机质.经过为期１~２年的治疗,注射３~４次,患病的槟榔树重新长出新根,焕发新叶,产量提高.

４　槟榔黄化病的其它防治方法

４．１　农药杀灭病虫害的传统植保方法

在槟榔抽生新叶期间,及时喷施氰戊菊酯、溴氰菊酯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杀灭潜在媒介昆虫,或者采用

喷施３６％降黄龙可湿性粉剂和１６％虫线清以防治媒介昆虫蜡蝉、椰心叶甲等.在槟榔开花挂果期间,喷洒

２０％叶蝉散乳油６００~８００倍液或乙酰甲胺磷乳油、喹硫磷乳油等,每隔７d喷一次,连喷２次;若成虫盛发,
可采用康福多药剂(２０mL/支)对水５~８kg喷雾.对发病严重的植株予以砍伐,在砍伐病株前１~３d,对病

树采用喷施内吸式杀虫剂防治叶蝉、飞虱、蜡蝉类害虫,防止挖树时,害虫迁飞到周围的健康树造成新的感

染.使用恶霉灵等杀菌剂与生根剂灌根,防治根部病害,促发新根,提高根系的吸水肥能力,增强槟榔的抗病

性和抗逆性.此外,对叶斑病、炭疽病等病害可叶面喷施镁肥和锌肥以减轻黄化症状.

４．２　间作作物,阻隔槟榔黄化病的传播

采用合理的耕作方式,实行槟榔与其他作物间作,能在一定程度上阻隔槟榔黄化病的传播.比如,在槟

榔园间作香草兰、生姜、荜拔、香茅和总序天冬等都能获得不错的收益,而槟榔与罗勒间作效果更为显著.也

可将饲料作物珍珠粟与槟榔间作,构建牲畜业与槟榔种植相结合的生态系统[２].间种香蕉会增加害虫天敌

寄生蜂的种群数量[３],间种胡椒会减少红脉穗螟、椰心叶甲、蛞蝓、基斑毒蛾、椰花四星象甲等害虫的虫口数

量,从而减轻槟榔植株受害程度[４].或林下养鸡、鸭等家禽,降低园区内害虫的种群数量,抑制害虫的发生.
在园内投放寄生蜂等天敌昆虫.

４．３　加强检疫,杜绝从槟榔黄化病区引进种苗

从源头上减少初侵染源,选育健康种苗和培养植株的抗(耐)病品性.可建立槟榔种苗中心,培育无病毒

苗木,采取政府补贴,以低价向农民统一供苗,保证种苗质量.增加农家肥和微生物肥料配合使用,保持树体

健壮,提高抗黄化病的能力.

５　讨论与结论

调查发现,由植物衣原体引发的槟榔黄化病极少,因而选育健康种苗是预防槟榔黄化病努力的一个方

向.针对发病槟榔园的土壤pH 值状况,进行调节中和,实行配方施肥,做到精准施肥和科学施肥,以保证土

壤养分能满足槟榔生长的需要.建立区域性槟榔黄化病疫情监测网络信息平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

早期的病株槟榔树可采取树干高压注射进行生态防治,结合喷洒化学药剂杀灭病虫害的传统植保方法,能提

高槟榔黄化病的防治效果,对于槟榔产业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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