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收稿日期!

!

!"#$ "$#+

!!!

修订日期!

!

!"#$ ## #1

基金项目!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_."!"!"""

"#广东省科技计划公益研究与建设项目!

!"#0("!"!"1""1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项目!

!"#%WK#"%%

"#广东省现代农业柑橘黄龙病检测与综合防控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粤农(

!"#%

)

+$

号"

&

通信作者
345678

$

PO;

<

67>

!

#+1@A:5

海南省柑橘主产区黄龙病和病毒病的

发生危害情况调研初报

崔一平#

!

!

彭埃天#

&

!

!

李子力#

!

!

凌金峰#

!

!

宋晓兵#

!

郭泽成!

!

!

陈
!

霞#

!

!

程保平#

!

!

殷
!

瑜#

!

#@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
!

&#"+0"

#

!@

海南省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海口
!

&%"!"+

"

摘要
!

柑橘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水果之一!柑橘黄龙病和柑橘病毒病已经对我国柑橘的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解柑橘黄龙病和病毒病对海南柑橘产业的危害情况!本研究通过荧光定量
P,̂

&

e=6;>7>6>7dOP,̂

'和反转录

P,̂

&

\̂4P,̂

'分别对随机采集自海南柑橘主产区澄迈县
1

个福橙种植园和琼中县
0

个绿橙种植园共计
#"I

个样

品进行了柑橘黄龙病和柑橘
&

种主要病毒病的检测"结果表明$澄迈县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和琼中县营根

镇绿橙种植园
!

个新植橘园的柑橘黄龙病发病较轻!检出率仅为
$a

和
##a

!而其他
&

个橘园的柑橘黄龙病检出

率均在
%&a

以上!严重的达
#""a

"除此之外!

%

个橘园均未检测到柑橘褪绿矮缩病毒%澄迈县和琼中县的衰退

病毒病检出率分别在
&!@Ia

和
%%@$a

以上!黄脉病毒病在
$1@1a

和
I"a

以上"澄迈县还检测到碎叶病毒病的

存在!检出率在
1$@#a

以上!除红湖农场外还存在裂皮病毒病!检出率在
##@$a

以上"琼中县的绿橙种植园
1

还

存在裂皮病毒病!检出率为
01@$a

"综上所述!柑橘黄龙病和病毒病已经严重威胁到海南省福橙和绿橙主产区

的柑橘生产安全"加强对海南柑橘苗木安全生产的同时!亟需采取有效的田间综合防控措施!以促进海南柑橘

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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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是我国南方一种重要水果%柑橘黄龙病

!

A7>L=M/=6;

<

8:;

<

G7;

<

"是目前世界柑橘生产上最

具有毁灭性的病害之一(

#

)

*该病害已广泛分布于中

国+印度+南非+美国和巴西等世界上
&"

多个柑橘种

植国家*我国的柑橘黄龙病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

福建+海南+江西等主要柑橘种植区域%此外湖南+浙

江+四川+云南+贵州和台湾等省市柑橘种植区域也

有发生*引起我国柑橘黄龙病的病原为
$

变形菌纲

韧皮部杆菌属亚洲种
9#$/*/#%3+W7GOL7G6A>OL6M74

6>7A=M

%!

W6M

"

(

!0

)

*该种为耐热型!

!$

"

1!c

"%传播

媒介为柑橘木虱
L*#

2

-'&*$#)*%&*

(

&

)

*黄龙病菌主

要通过柑橘木虱+带病苗木+嫁接等进行传播%但不

能通过汁液摩擦及土壤传播#同时在柑橘树体内的

繁殖扩展受到柑橘维管束的限制*目前引起柑橘黄

龙病的病原菌还不能人工培养%同时也没有发现防

治柑橘黄龙病的有效药剂*

柑橘黄龙病可在柑橘上形成典型症状$如叶片

褪绿均匀黄化或斑驳+革质化%叶脉粗大%果实出现

.红鼻子果/等*田间柑橘黄龙病发病症状有时极易

与柑橘田间缺素症+病毒病及药肥害等症状相混淆%

肉眼进行鉴别诊断%准确率不高%易误判*因此%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采用合适的方法对柑橘黄龙病进行准

确的诊断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较多采用
P,̂

!

]

:84

R

5OL6MOAH67;LO6A>7:;

"对柑橘黄龙病进行分子诊

断(

+$

)

!

H>>

]

$

'

FFF@LOA@L7@A5=@OB=

0

=MB6

"*常见的

P,̂

检测法有常规
P,̂

+巢式
P,̂

和实时荧光

P,̂

*

!"#0

年%程保平等通过试验比较了以上
1

种方

法检测柑橘黄龙病的灵敏度%发现荧光定量
P,̂

方

法明显优于其他
!

种方法%且具有操作简便+检测灵

敏度高+结果数字化可读性强及可以量化等优点%是

目前公认的较为准确的一种柑橘黄龙病检测方法(

I

)

*

在田间%柑橘病毒病能够在柑橘上造成与柑橘

黄龙病相类似的症状*柑橘病毒病的发生严重影响

柑橘植株的生长和柑橘的品质%同时威胁柑橘的苗

木安全*本文选取我国已报道过的
&

种病毒病!柑

橘衰退病毒病+柑橘裂皮病毒病+柑橘碎叶病毒病+

柑橘褪绿矮缩病毒病及柑橘黄脉病毒病"的引物%采

用
\̂4P,̂

方法对来自海南的样品进行检测*其

中%柑橘衰退病毒
9*%&3+%&*+%(C#A*&3+

!

,\T

"+柑

橘裂皮病类病毒
9*%&3+(?')'&%*+A*&'*/

!

,3TB

"+柑

橘碎叶病毒
,7>L=M>6>>OL8O6Nd7L=M

!

,\WT

"是
1

种

严重威胁柑橘生产的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

布(

#!

)

#柑橘褪绿矮缩病毒
9*%&3+)-"'&'%*)/M#&

0

#++')*#%(/A*&3+

!

,,.6T

"为
!"#!

年
W:A:;M:8O

等

在柑橘上鉴定出来的一种单链
.SC

类病毒%该病

毒主要危害柠檬+葡萄柚+橘橙等柑橘品种%在我国

少数地区存在(

#1

)

#柑橘黄脉病毒
9*%&3+

,

(""'MA(*$

)"(#&*$

5

A*&3+

!

,'T,T

"为陈洪明等于
!"#&

年在

&尤力克'柠檬上新发现的病毒%所引起的病害为嫁

接传染性病害(

#0

)

*

海南省&绿橙'和&福橙'是
!"

世纪
$"

年代从广

东廉江引进的&红江橙'

9*%&3+%#$

5

(&*$( /:L>@3>

\6;6?6J9*%&3++*$($+*+

!

W@

"

QMGOA?

经过多年培育而

来*琼中县和澄迈县分别是海南柑橘&绿橙'+&福橙'

的主产区*&琼中绿橙'是海南省的名牌产品%获国家

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

年
#

月%.琼中绿橙/商标被国家商标局批准注

册%是海南省第
#

个有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

#"

)

*澄迈

&福橙'在
!""$

年被定为国宴果品%同年申请注册了

.澄迈福橙/商标*调查表明%由于柑橘黄龙病的危

害%琼中县&绿橙'的种植面积从
#II$

年以来到
!"#&

年呈现抛物线式发展!图
#

"*自
!""+

年首次在海南

省发现柑橘黄龙病以来%琼中县几乎所有的柑橘产地

都有发生(

#+

)

*

!""$

年琼中县&绿橙'的种植面积达到

最高点%约
!$""H5

!

*此后%

!""$

年
2!"#1

年期间%

柑橘种植面积锐减#至
!"#&

年
2!"#+

年%柑橘种植面

,

%1!

,



!"#I

积锐减为
$""H5

!

%几乎恢复到了
!""!

年前的水

平(

#%

)

*近年来%柑橘黄龙病对海南省柑橘产业危害的

报道不断出现%特别是对海南的主栽品种&福橙'和

&绿橙'*过去主要是通过肉眼判别和普通
P,̂

的方

法对海南地区的柑橘黄龙病进行鉴定%本文通过

e=6;>7>6>7dOP,̂

和
\̂4P,̂

的方法对随机采集的海

南&福橙'和&绿橙'样品进行柑橘黄龙病及柑橘病毒

病的检测%同时结合相应的田间调研%对目前海南柑

橘产业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阐述%旨为政府部

门或相关生产单位柑橘生产安全和病害综合防控提

供参考%以利于海南柑橘产业的健康发展*

图
$

!

琼中县'绿橙(种植面积#

$YYV

年
B&A$K

年$

()

*

%$

!

C:30/)0

*

3453-6

'

L+1250

*

(

)0

Z

)-0

*

W2-0

*

1-=0/

9

#

$YYVB&A$K

$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和果园基本情况

柑橘样品采集时间分别为
!"#%

年
1

月+

#!

月*

采自海南&福橙'+&绿橙'的主要种植区域*

澄迈县福山镇澄迈&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

地$种植当地繁育的无病种苗%

!"#&

年
#"

月种植%

种植时间约
!

年%共
!$@+%H5

!

%

!

万多株%田间管理

中上水平%有水肥滴灌系统%水肥中上%长势正常%株高

"@$

"

#@&5

%未挂果%未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状树*

澄迈县福山镇东义&福橙'种植园$

!"#&

年初种

植%来自外地繁育的无病种苗%种植约
1

年%面积约

"@$H5

!

%

%""

株左右%田间管理优良%有水肥滴灌系

统%水肥充足%长势优良%枝梢生长旺盛%开花挂果优

良%已是第二年桂果%株高
#@&

"

!@&5

%个别植株生

长明显变差%果实变小且可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

状树*

澄迈县福山镇红湖农场&福橙'种植园$

!"#1

年

#"

月种植%种植约
&

年%原种植约
&"""

株%因黄龙

病危害目前仅剩约
!"""

株%田间管理中下%水肥中

下%长势较差%株高
#@&

"

!5

%开花中等%挂果不多%

多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状树*

琼中县和平镇&绿橙'种植基地的
1

个果园$种

植约为
#"

年%由政府统一规划种植后分别由不同农

户管理*果园
#

和果园
1

%黄龙病发生较为严重%且

田间管理差%水肥差%果树长势差%枝梢较纤细%落叶

较多%树冠较低+稀疏%株高
!

"

15

%开花不良%挂果极

少%多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状#果园
!

%黄龙病发生

较为严重%但逐年清除病树%田间管理中上%水肥中

上%果树长势正常%株高
!

"

15

%开花挂果正常%株产

正常%但果园仍可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状树*

琼中县营根镇&绿橙'种植园$该园为&绿橙'新

植园%

!"#%

年初种植%种植约
#

年%田间管理中等%

水肥中等%长势正常%株高约
"@&

"

"@$5

%未挂果%

未见黄龙病症状或黄化症状*

采用五点采样法随机采集
#"I

个样品*

$%&

!

试验方法

$@&@$

!

柑橘
.SC

和
ŜC

的提取"检测及
ŜC

的

反转录

!!

.SC

和
ŜC

的提取$每份
.SC

和
ŜC

样品

均采集
!

"

1

个柑橘叶片中脉!或者取柑橘果实"

"@&

<

左右%用刀片切碎%而后用液氮快速将样品磨

碎%依次类推*每个样品单独用一副手套+一个研钵

和研磨棒*本文中
.SC

的提取严格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提取%试剂盒为!

C-'V3S

"爱思进动植物

基因组
.SC

制备试剂盒%具体提取方法详见试剂

盒说明书*

ŜC

的提取主要采用天根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的
ŜC

提取试剂盒!货号
.P00#

%

ŜC

]

LO

]

P=LOP86;>P8=M[7>

"%具体操作详见试剂盒说明书*

.SC

和
ŜC

的检测$取
!

#

W

样品在超微量紫

外0可见分光光度计!

S6;:4#""

"仪器上进行检测%读

取并记录
.SC

和
ŜC

的含量和质量数值*

ŜC

的反转录$具体操作见天根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货号$

[̂ ##+4"!

%

_6M>[4

7;

<

\̂[7>

!

F7>H

<

.SC6MO

")*

$@&@&

!

柑橘黄龙病菌的检测

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

!

e=6;>7>6>7dO

P,̂

"的方法对柑橘叶片及柑橘果实中的黄龙病菌

进行检测*所有检测试验均在
C(XP̂X)K%&""

!

C

]]

87OB(7:M

R

M>O5M

%

_:M>OL,7>

R

%

,C

%

Z)C

"上进

行*同时以柑橘黄龙病亚洲种的部分
#+)L.SC

序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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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模板设计引物%引物的设计主要参照
W7

等的

文章(

##

)

$

/W(6M

$

&i4\,VCV,V,V\C\V,CC\C,V41i

%

/W(L

$

&i4V,V\\C\,,,V\CVCCCCCVV\CV4

1i

%利用探针
/W(

]

$

&i4+4A6LG:9

R

4N8=:LOMAO7;

!

_CK

"

4

CVC,VVV\VCV\CC,V,V4(86A?/:8Oe=O;AH4

OL

!

(/e

"

4#41i

对样品进行检测*所用试剂为
\6[64

6̂

公司的
PLO57939;#

<

!

PL:GO

f

P,̂

"%所用引物

和探针均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实时荧光定量
P,̂

所用试剂如下!

!&

#

W

"$

#!

#

W

PLO579N?;#

<

!

PL:GO

f

P,̂

"%

"@&

#

W/W(6M

0

/W(L

%

#

#

W/W(

]

%

#

#

W.SC

!

&";

<

0

#

W

"%

#"

#

WBB/

!

Q

*

具体程序为$

I&c1"M

#

I&c&M

%

+"c1"M0"

个循环*

程序运行结束后%读取
9%

值*本团队利用标准品得到

的
9%

值与菌含量的关系为$

OU2"@!$+Hl##@I!0

%其

中
H

为
9%

值%

O

为拷贝数%每克植物组织中含有的

病原菌拷贝数为
#"

O

*

$@&@'

!

柑橘病毒病的检测

为了对海南省主要&福橙'和&绿橙'产区橘园内

的主要柑橘病毒病进行分析%根据已有参考文献中

的检测引物%重点对柑橘衰退病+裂皮病+褪绿矮缩

病+碎叶病和黄脉病进行检测(

#!#0

)

%具体引物序列

见表
#

*以反转录获得的
A.SC

为模板%进行
P,̂

反应%具体体系如下!

!"

#

W

"$

PLO579N?;#

<

#"

#

W

%

上0下游引物各
"@&

#

W

%

A.SC

!

&";

<

0

#

W

"

#

#

W

%

BB/

!

Q$

#

W

#具体程序如下$

I&c&57;

#

I0c1"M

%

&0c1"M

%

%!c#57;

%

1&

个循环#

%!c&57;

*

#+c

保持*

P,̂

结束后进行电泳%根据条带的有无对结

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表
$

!

检测柑橘病毒病所用到的引物

E3<:5$

!

C4)>54.6-4;5/51/)0

*

1)/4=.+)4=.;).53.5

检测的病毒

.O>OA>OBd7L=M

引物名称

PL75OL;65O

碱基序列 !

&i>:1i

"

)O

f

=O;AO

柑橘褪绿矮缩病毒(

#1

)

9*%&3+)-"'&'%*)/M#&

0

#++')*#%(/A*&3+

,,.6T4\# V\\,\V\V\\\,VC,,,V\\

,,.6T4\! VVVC\\,V,C\VVC\CV,\,C\,,CC

柑橘碎叶病毒(

#!

)

,7>L=M>6>>OL8O6Nd7L=M

,\WT4\# \CVCCCCC,,C,C,\CC,,,VVCCC\V,

,\WT4\! ,,\VCC\\VCCCC,,\\\V,\V,,C,\\

柑橘衰退病毒(

#!

)

9*%&3+%&*+%(C#A*&3+

,\T4,# \,CCC,V\V\V\\VCC\\\,,,CCV,

,\T4,! CC,V,,,\\VVCV\,\VVVV\CVVC

柑橘裂皮病毒(

#!

)

9*%&3+(?')'&%*+A*&'*/

,3TB43# ,,VVVVC\,,,\VCCVVC,\\

,3TB43! VVCCC,,\VVCVVCCV\,VCV

柑橘黄脉病毒(

#0

)

9*%&3+

,

(""'MA(*$)"(#&*$

5

A*&3+

,'T,T4_ \C,,V,CV,\C\,,C\\\,,

,'T,T4̂ V,CVCCC\,,,VCC,,C,\C

&

!

结果与分析

&%$

!

海南'福橙(%'绿橙(主要产区柑橘黄龙病检测

结果及发病情况

!!

本研究采用荧光定量
P,̂

!

eP,̂

"方法分别在

!"#%

年春冬季对随机采自澄迈县和琼中县
%

个果

园共
#"I

个柑橘样品进行柑橘黄龙病含量检测$其

中&福橙'果园
1

个%样品共计
&+

个#&绿橙'果园
0

个%样品共计
&1

个%具体结果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

看出%澄迈县&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的柑橘黄

龙病处于感病初期%

!"#%

年
1

月抽检样品的检出率

为
#""a

%平均菌含量很低%仅为!

#@#0j#@%I

"

J#"

1

拷贝0
<

%

!"#%

年
#!

月的检出率仅为
$@1a

#红湖农

场种植园在
!"#%

年
1

月和
#!

月的
!

次抽检中%叶

片和果实样品的检出率均为
#""a

#东义&福橙'示

范基地
!"#%

年
1

月抽检叶片样品的检出率为

#""a

%

!"#%

年
#!

月叶片和果实样品的检出率均为

$$a

*

!"#%

年
1

月对琼中县和平镇
1

个&绿橙'种

植园的叶片抽检结果显示%

1

个果园柑橘黄龙病的

检出率均为
#""a

#

!"#%

年
#!

月&绿橙'种植园
#

和

1

黄龙病的检出率为
#""a

%&绿橙'种植园
!

为

%&a

*

!"#%

年
#!

月新增抽检果园营根镇&绿橙'种

植园的检出率仅为
##a

*从表
!

中我们可以看出%

来自澄迈县&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0j

#@%I

"

J#"

1拷贝0
<

)和琼中县营根镇&绿橙'种植园

(!

"@"1j"@"&

"

J#"

1拷贝0
<

)的样品含菌量远远低

于其他被检果园样品的含菌量*究其原因%黄龙病

不同发病程度可能与种植年限相关%从表中可以看

出澄迈县&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为种植当地种

苗
!

年左右的新植园%琼中县营根镇&绿橙'种植园

为种植不足
#

年的新植园*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种

植
!

年左右的果园%东义种植园柑橘黄龙病的检出

,

I1!

,



!"#I

率为
$$a

以上%远远高于&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

地#同时前者的平均菌含量为后者的
#""

倍以上*

这些现象提示我们%黄龙病的发病程度除与种植年

限有关外还与果园的田间栽培管理水平相关*

表
&

!

海南'福橙(%'绿橙(主产区柑橘黄龙病的检测结果及发病情况$

$

E3<:5&

!

"11=44501530;;5/51/)-045.=:/-6TLS)0>3)0

,

4-;=1/)-03453-6

'

(=

X

=

(

30;

'

L+1250

*

(

)0T3)030

,

4-+)015

采集地

W:A6>7:;

种植时间0年

P86;>7;

<

>75O

采样时间0

年 月

)65

]

87;

<

>75O

检测阳性数0

样品数

P:M7>7dOM65

]

8O

0

>:>68M65

]

8O

检出率0
a

P:M7>7dO

BO>OA>7:;

菌含量范围0

J#"

1拷贝,
<

2#

\HOL6;

<

O:N

/W(A:;>O;>

澄迈县福山镇

_=MH6;>:F;

%

,HO;

<

567

A:=;>

R

琼中县和平镇

/O

]

7;

<

>:F;

%

e7:;

<

EH:;

<

A:=;>

R

琼中县营根镇

'7;

<<

O;>:F;

%

e7:;

<

EH:;

<

A:=;>

R

&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HO

&

_=

D

=

'

M>6;B6LB7E6>7:;

]

86;>7;

<

BO5:;M>L6>7:;G6MO

红湖农场&福橙'种植园

/:;

<

H=

&

_=

D

=

'

:LAH6LB

东义&福橙'示范种植园

.:;

<R

7

&

_=

D

=

'

BO5:;M>L6>7:;:LAH6LB

&绿橙'种植园!

1

个果园样品混合"

&

WdAHO;

<

'

:LAH6LB#l:LAH6LB!l:LAH6LB1

种植园
#

&

WdAHO;

<

'

:LAH6LB#

种植园
!

&

WdAHO;

<

'

:LAH6LB!

种植园
1

&

WdAHO;

<

'

:LAH6LB1

&绿橙'种植园

&

WdAHO;

<

'

:LAH6LB

!"#&

!"#1

!"#&

!""%

!""%

!""%

!""%

!"#%

!"#% "1

!"#% #!

!"#% "1

!"#% #!

!"#% "1

!"#% #!

!"#% "1

!"#% #!

!"#% #!

!"#% #!

!"#% #!

&

0

&

R

#"" "@#0

"

0@!%

!

!

0

#!

R

$ "@""

"

"@"%

$

0

$

R

#"" "@#%

"

%+&@"1

&

0

&

R

#"" ##@0+

"

#&I@&I

&

0

&

N

#"" #%"@0&

"

#$!0@%0

&

0

&

R

#"" "@"I

"

+!I@I+

%

0

$

R

$$ "@""

"

1&#@%!

%

0

$

N

$$ "@""

"

!&0!#@01

I

0

I

R

#"" "@!&

"

#!&1@++

!

0

!

N

#"" 1+$@1!

"

1%#@I%

&

0

&

R

#"" &!!@#+

"

0%0#@11

&

0

&

N

#"" +%@$"

"

&I&@++

+

0

$

R

%& "@""

"

&!"@I&

+

0

$

N

%& "@""

"

#0"!@#%

$

0

$

R

#"" #$@#+

"

!!!1@1#

$

0

$

N

#"" #$@#+

"

$!I$@&#

#

0

I

R

## "@""

"

"@#+

!

#

"表中.

R

/代表样品为柑橘叶片%.

N

/代表样品为柑橘果实*

X;>H7M>6G8O

%.

R

/

7;B7A6>OM>HOBO>OA>OBM65

]

8O7MA7>L=M8O6N

%.

N

/

7;B7A6>OM>HOBO>OA>OBM65

]

8O7MA7>L=MNL=7>@

&%&

!

海南'福橙(%'绿橙(主要产区柑橘病毒病的检

测结果及发病情况

!!

研究表明%除柑橘黄龙病外%柑橘病毒病也严重

影响柑橘生长和产量*本研究采用
\̂4P,̂

方法对

柑橘样品中
&

种柑橘病毒病!柑橘衰退病+柑橘裂皮

病+柑橘褪绿矮缩病+柑橘碎叶病及柑橘黄脉病"进行

检测*结果表明%

%

个橘园均未检测到柑橘褪绿矮缩

病毒#澄迈县
1

个&福橙'橘园都检出了柑橘衰退病毒

!检出率分别为
&!@Ia

+

#""a

+

I&@!a

"+柑橘碎叶病毒

检出率分别为
0#@!a

+

&&@+a

+

1$@#a

"和柑橘黄脉病毒

!检出率分别为
#""a

+

$1@1a

+

$&@%a

"#除此之外%&福

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和东义&福橙'示范种植园还检

出了柑橘裂皮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a

和
%#@0a

"%

而红湖农场&福橙'种植园未检出!表
1

"*

表
'

!

海南'福橙(%'绿橙(主产区柑橘主要病毒的检测结果及发病情况$

$

E3<:5'

!

"11=44501530;;5/51/)-045.=:/-61)/4=.+)4=.)0>3)0

,

4-;=1/)-03453-6

'

(=

X

=

(

30;

'

L+1250

*

(

)0T3)030

,

4-+)015

采集地

W:A6>7:;

检出率0
a

!阳性样本数0样本总数"

.O>OA>7:;L6>O

!

]

:M7>7dOM65

]

8OM

0

>:>68M65

]

8OM

"

柑橘

衰退病毒

,\T

柑橘

裂皮病毒

,3TB

柑橘褪绿

矮缩病毒

,,.6T

柑橘

碎叶病毒

,\WT

柑橘

黄脉病毒

,'T,T

澄迈县福山镇

_=MH6;>:F;

%

,HO;

<

567A:=;>

R

&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HO

&

_=

D

=

'

M>6;B6LB7E6>7:;

]

86;>7;

<

BO5:;M>L6>7:;G6MO

&!@I

!

I

0

#%

"

##@$

!

!

0

#%

"

"

!

"

0

#%

"

0#@!

!

%

0

#%

"

#""

!

#%

0

#%

"

红湖农场&福橙'种植园
/:;

<

H=

&

_=

D

=

'

:LAH6LB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1@1

!

#&

0

#$

"

东义&福橙'示范种植园
.:;

<R

7

&

_=

D

=

'

:LAH6LB I&@!

!

!"

0

!#

"

%#@0

!

#&

0

!#

"

"

!

"

0

!#

"

1$@#

!

$

0

!#

"

$&@%

!

#$

0

!#

"

琼中县和平镇

/O

]

7;

<

>:F;

%

e7:;

<

EH:;

<

A:=;>

R

&绿橙'种植园!混样"

&

WdAHO;

<

'

:LAH6LB#l:LAH6LB!l:LAH6LB1

l 2 2 2 l

&绿橙'种植园
#

&

WdAHO;

<

'

:LAH6LB#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I"

!

I

0

#"

"

&绿橙'种植园
!

&

WdAHO;

<

'

:LAH6LB! I1@$

!

#&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I1@$

!

#&

0

#+

"

&绿橙'种植园
1

&

WdAHO;

<

'

:LAH6LB1 $%@&

!

#0

0

#+

"

01@$

!

%

0

#+

"

"

!

"

0

#+

"

"

!

"

0

#+

"

I1@$

!

#&

0

#+

"

琼中县营根镇

'7;

<<

O;>:F;

%

e7:;

<

EH:;

<

A:=;>

R

&绿橙'种植园

&

WdAHO;

<

'

:LAH6LB

%%@$

!

%

0

I

"

"

!

"

0

I

"

"

!

"

0

I

"

"

!

"

0

I

"

#""

!

I

0

I

"

!

#

".

l

/为有%.

2

/为无*

.

l

/

7;B7A6>OM>HO

]

6>H:

<

O;A6;GOBO>OA>OB

%.

2

/

7;B7A6>OM>HO

]

6>H:

<

O;A6;;:>GOBO>OA>OB@

,

"0!

,



0&

卷第
0

期 崔一平等$海南省柑橘主产区黄龙病和病毒病的发生危害情况调研初报

!!

!"#%

年
#!

月采自琼中县
0

个&绿橙'橘园的柑

橘叶片和果实均未检测到柑橘褪绿矮缩病毒和柑橘

碎叶病毒#但都检出了柑橘衰退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a

+

I1@$a

+

$%@&a

+

%%@$a

"和柑橘黄脉病毒!检

出率分别为
I"a

+

I1@$a

+

I1@$a

+

#""a

"*此外%

和平镇&绿橙'橘园果园
1

的叶片和果实样品中还检

出了柑橘裂皮病毒!检出率为
01@$a

"*具体结果

见表
!

*

'

!

讨论

海南省是我国重要的亚热带水果产区之一%终

年雨水充沛+长夏无冬+光热丰富%有利于亚热带作

物的生长*除此之外%海南省全境属热带地区%占全

国热带面积的
0!@&a

%其中种植热带作物的面积占

全省的
!1@Ia

%非常适合发展热带特色作物(

#&

)

*澄

迈县位于海南北部丘陵台地%琼中县位于海南中部

山地丘陵%都非常适合发展热带水果产业%两地均为

海南省主要的柑橘产区*

结合本次收集到的
%

个果园的田间信息和分子

检测结果发现%除种植年限较短的橘园%如澄迈县

&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和琼中县营根镇&绿

橙'柑橘黄龙病检出率和发病程度较轻外%其他橘

园的柑橘黄龙病发病均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澄

迈县福山镇东义&福橙'种植园同为种植年限较短

的橘园%柑橘黄龙病的检出率已经达到了
$$a

%发

病程度也很严重!表
!

"#经查%该橘园的种苗来自

外地繁育的无病种苗*同时对
%

个橘园柑橘病毒

病的检测发现%新植园与老橘园在病毒病的发生种

类上不存在差异%仅在检出率上有少许差距!表

1

"*这些现象暗示我们除了加强对橘园的水肥+

除虫除草等田间管理外%加强种苗的检测%减少柑

橘黄龙病和病毒病对柑橘苗木的污染源头也非常

重要*

以往的调研报道表明%琼中地区样品柑橘黄龙

病的检出率均小于
#""a

%约为
+"a

左右(

#+

)

#在本

次调研中采自琼中县和平镇
1

个种植园的样品柑橘

黄龙病检出率均超过了
%&a

%虽然在随机采样中会

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但也从侧面说明柑橘黄

龙病在这些地区的危害程度正在进一步加重*从表

!

可以看出%澄迈县福山镇的
1

个果园%

1

月采集的

柑橘叶片含菌量平均高出
#!

月叶片样品的
!

倍以

上%但是
#!

月采集的果实样品中的含菌量远超同期

叶片中的含菌量*由于
1

月采自琼中和平镇果园的

样品为种植园
#

+种植园
!

和种植园
1

的混样%因此

无法比较不同季节单一果园的含菌量*但是
#!

月

采自种植园
!

和种植园
1

的果实样品含菌量远超同

果园叶片的含菌量*种植园
#

由于年久失管%果实

小而且量极少%因此大量黄龙病菌仍存在于叶片中*

这些现象暗示我们柑橘果园中
#!

月!冬季"的黄龙

病菌浓度远高于
1

月!春天"的黄龙病菌浓度#同时

当柑橘植株挂果后%随着果实接近成熟存在柑橘黄

龙病从叶片向果实转移的现象*以上这些结论仍需

要进一步的试验进行验证*

基于本次调研中
%

个果园的具体情况%本文建

议采取分类防控措施$

#

"澄迈县福山镇红湖农场

&福橙'种植园和琼中县和平镇&绿橙'果园
#

和果

园
1

不但柑橘黄龙病发生严重%而且处于失管状态

或管理不善%需进行彻底挖除清园%并火烧处理被

挖树体%进行整体重新规划重新种植或改种#

!

"澄

迈县福山镇东义&福橙'示范基地和琼中县和平镇

&绿橙'果园%虽然柑橘黄龙病发病严重%但果园管

理优良也有良好经济产量和产值%需对果园加强监

测%并对园中的病树采取彻底挖除%火烧处理被挖

树体%同时可补种无病柑橘大苗!这样可以缩短柑

橘结果前暴露在田间的时间%同时能够让果农尽快

获得收益"

(

#$

)

#

1

"对于一些发病较轻+种植年限较

短的橘园%如澄迈县&福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和琼中县营根镇&绿橙'种植园%侧重于采取防病

与防虫相结合+化学药剂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方

法%在柑橘树抽梢期等特殊时期进行药剂喷洒%减

少木虱数量#将四环素等抗生素通过输液的方式输

送到柑橘树体内%可有效遏制柑橘黄龙病的发展%

减少树体内病原菌的数量#增强树势%增加新梢%

增加挂果等#

0

"对于需种植柑橘苗木的新植园%严

格把控柑橘种苗的质量%加强对种苗柑橘黄龙病和

病毒病的检测检疫%同时对果园不定期喷施杀虫杀

菌药剂%加强柑橘不同生长时期木虱的防控力度%

减少柑橘黄龙病的传播媒介#科学进行水肥管理%

增强树势%提高树体的营养水平和自身抗病虫能

力等*

综上所述%柑橘黄龙病和病毒病已经对海南省

柑橘主产区澄迈县和琼中县的柑橘造成了严重的危

害%发展和建立规范的无病种苗生产基地并加强柑

橘种苗的检测检疫以及田间柑橘果园的栽培管理%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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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海南省减轻柑橘黄龙病和柑橘病毒病的发生

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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