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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地区常年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水丰沛，土

壤肥沃，自古以来就有种植柑橘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

1500 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目前，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

不断发展，通过充分发挥当地柑橘种植业的优势，切实

帮助化州地区种植户走上致富路，是化州地区开展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柑橘种植期间，

要做好相应的防控措施，保障柑橘的健康生长，才能更

好地带动化州地区的经济增长。

一、柑橘黄龙病的发生与防控

（一）柑橘黄龙病的发病症状与规律

柑橘感染黄龙病时表现症状如下：一是柑橘叶片会

出现明显的黄化现象，包含三种黄化类型：均匀黄化、

斑驳黄化和缺素头黄化，通常发生在柑橘树冠最外圈。

二是柑橘树冠顶部的梢叶发生黄化，即黄梢现象。发病

前期树冠中会出现 2～ 3条枝梢发黄，之后枝条从顶部

逐渐向下枯死，最终导致部分甚至全部枝条的木质部变

为橙玫瑰色。三是病树的开花期会早于正常树种，出现

花多瓣少的情况，结出的果实体形较小且畸形，果皮表

面光泽程度较低，果脐歪向一侧，呈现青果和“红鼻子

果”两种类型。四是柑橘的根部会逐渐腐烂，导致根系

皮层破裂，与木质部分离。

通常而言，春夏多雨和秋季干旱会导致黄龙病的高

发。对于相同果园和树种的情况下，老龄树的发病率高

于幼龄树，并且生长年限在 4～ 8a期间的柑橘更容易感

染黄龙病。对于不同果园，施肥不足、地势较低、排水

不畅、树冠过于密闭的种植区发病情况较为严重。同时

柑橘木虱数量较多的地方，黄龙病的发病率也较高。

（二）柑橘黄龙病的传播途径和媒介

柑橘黄龙病传播性强、危害性高，被称之为“桔

癌”。黄龙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为嫁接传

播。在种植柑橘的过程中，从已感染黄龙病树上选取枝

条进行嫁接苗木，并且未经必要的脱毒处理，在人为因

素影响下造成柑橘黄龙病的传播。因此在嫁接选择枝

条、接穗时，要做好检查工作，确保枝条健康无病。此

外，在购买苗木时，切不能贪图便宜盲目选择没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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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苗木，在根源上增加出现黄龙病的可能性。二是

柑橘木虱传播。柑橘木虱是柑橘类的主要害虫，它能

够在黄龙病病株上取食、产卵和繁殖，产出大量携带

病菌的成虫，从而在柑橘植株之间传播黄龙病，造成

黄龙病的迅速传播蔓延。木虱成虫通常在病树上取食

20 ～ 30min即可获取病原，在健康的植株上取食 5小

时即可传播病原，4～ 5龄若虫可携带病菌，具有较强

传播力度。土壤、大风、流水、修剪以及其他昆虫、动

物都不能传播黄龙病，柑橘木虱是唯一的非人为传播

媒介。

（三）柑橘黄龙病的疫情诊断监测方式

要控制好柑橘黄龙病的蔓延传播，需要根据其发病

症状和实地条件采取科学的疫情诊断监测方式。第一，

田间诊断监测。柑橘黄龙病的田间诊断监测主要是根据

柑橘植株的生长状况和外观表现进行判别，例如根据柑

橘的黄化现象、结果品质等诊断和监测是否患有黄龙

病，但这种监测方式会受到多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当发

病症状不明显、与其他病虫害的症状相似时会干扰诊断

结果，不能实现对黄龙病的有效监测。第二，嫁接鉴定

法。嫁接鉴定法监测方式就是将可能感染黄龙病的植株

枝芽，嫁接在一些黄龙病发病潜伏期较短、具有典型症

状的无病实生苗上，比如砂糖橘、甜橙、椪柑等，将砧

木顶部截取并进行培育，观察砧木后续生长出来的新稍

是否具有典型的黄龙病症状，从而诊断柑橘植株是否携

带黄龙病病原。但这种诊断方式耗时较久，不利于对柑

橘黄龙病疫情的快速监测和遏制。第三，电镜检测法。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的中后期，已经开始利用电子显微

镜对柑橘黄龙病进行诊断。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可

能感染黄龙病植株的柑橘韧皮组织或者叶片的叶脉筛管

细胞，明确柑橘是否患有黄龙病，推动后续疫情监测处

理工作，但柑橘黄龙病的电镜检测法需要具备专业的仪

器和技术人员，投入成本较高。第四，血清学检测法。

血清学检检测法是大多数植物病害检测的常用方法，准

确性和可靠性高。通过利用菟丝子将柑橘的黄龙病引入

到草本的长春花上进行纯化，再将从长春花上提取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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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原制成单克隆抗体或者抗血清，再对柑橘样本进行

检测。血清学检测法的准确率较高，但也存在着克隆抗

体和抗血清制作繁琐、成本较高的问题。总而言之，在

实际的柑橘黄龙病监测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种植情况

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诊断监测。

（四）柑橘黄龙病防控措施

第一，要加强对苗木的检疫管理，避免黄龙病病原

的侵入和外输，同时建立起无病苗圃，大力宣传和推广

脱毒种苗，从源头上杜绝病苗、病穗和病果进入种植区

和无病区的可能性，有效控制黄龙病传播。第二，做好

对化州地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的科普宣传工作，让广大柑

橘种植户和群众了解黄龙病的危害性，提高果农的重视

程度和防控意识。可以通过张拉横幅、引发宣传资料、

电视广播、新媒体推送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并且加大对

种植大户种植技术培训，帮助果农深入了解黄龙病的病

因、症状、防控方式等知识，提高果农防治柑橘黄龙病

的技术水平。第三，完善柑橘黄龙病病树的登记、处理

工作。在每年嫩梢转绿阶段，尤其是 10—12 月，全面

检查每棵树的生长状况，对病树进行登记和处理，一旦

发现有黄龙病病树要及时开展砍伐工作。在砍树前要先

喷洒药剂防治柑橘木虱，避免木虱对病原的转移和传

播，在砍伐病树之后可以采用“沤埋法”，将残留的树

兜从根部截断，在树桩的截面上划上十字架，同时将高

浓度的草甘磷或者 2.4-D原液涂在截口上，或者可以在

树兜上撒上适量的碳铵，之后用塑料袋进行密封包扎，

并且用土覆盖，使其根系彻底死亡，防止再次萌芽，并

且将病树产生的树枝、树叶烧毁或者清理出园，降低黄

龙病持续传播的可能性。第四，加大对木虱的防治。对

于化学防治而言，在春夏秋三梢发新叶时，对果园施药

防治，柑橘树种和周围芸香科植物都要进行喷洒，提高

防治成效。冬季清园时，可以全园施药 2次左右。关于

物理防治手段，可以在园内挂设黄板，诱杀柑橘木虱同

时监测木虱发生动态，有效降低虫口密度。第五，加强

对果园的管理，排除产生黄龙病的潜在风险。在种植过

程中要做好对柑橘植株的控肥控梢工作，维持树梢的整

齐一致，缩短生长过程中的抽梢时间，避免木虱的大量

繁殖和传播。对于结果树可以去除夏梢，减少木虱的滋

生。第六，建立起化州地区的黄龙病监控网络系统，全

面掌握黄龙病的发生和生长规律，实现监测数据的同步

共享。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出科学系统的黄龙病治理

机制，实现对防治技术的培训、监测、调查和病树清除

的一体化管理机制。

二、柑橘溃疡病的发生与防控

（一）柑橘溃疡病的发病症状与规律

柑橘溃疡病的发病症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叶片

症状。在感染初期，叶片背部会分布黄色或淡黄色针

头大小的油浸状斑点，随后蔓延在叶片正反面出现隆起

的米黄色圆形病斑，一般背面的隆起程度比正面明显。

之后病变表皮会自动破裂，呈现海绵状隆起，表面较为

粗糙呈木栓化，病部中心有明显凹陷且周围存在黄色晕

环，通常晕环处附近有褐色的釉光边缘。感染后期病变

中心会凹陷至火山口形状，以射状开裂。根据柑橘品种

的不同，病斑的大小有所差异，一般直径在 3～ 5mm，

大的可至 8mm左右，有时几个病斑会组合形成不规则

的大病斑。二是枝梢症状。夏季嫩枝的受害情况最为严

重，出现与叶片症状类似的病斑，但比叶片病斑更为隆

起，直径在 5 ～ 6mm，病斑周围不存在黄色晕环，情

况严重时会导致叶片的脱落和枝梢的枯死。三是果实症

状。果实症状也与叶片症状类似，病斑比较大，一般直

径在 6mm左右，最大可达 12mm，木栓化程度较高，比

叶片更加坚硬，病斑中心火山口形状开裂更为明显。不

同品种釉光边缘的隐显和宽窄均有所不同，发病严重时

会造成早期落果。

柑橘溃疡病的病原菌具有较强的传染力和繁殖能

力，冬季潜伏在病部组织的内部，至第二年温度和湿度

适宜时，从病斑中散发，并且借助风、雨、昆虫以及枝

叶的相互接触进行短距离出传播，在带菌苗木、接穗

和果实的承载下实现远距离传播。病菌可以从气孔、

皮孔、水口和伤口入侵到健康植株的幼嫩组织上，潜

伏期 4～ 10d。对于刚抽发的嫩梢叶和刚结的幼果，由

于气孔尚未形成，溃疡病病菌无法侵入。嫩叶在萌发

25～ 50d，幼果在落花后的 20～ 75d为病菌入侵的高发

期，这个阶段已形成较多并呈开放状态。柑橘植株不同

部位的发病时期有所不同:植株果实的发病高峰期为 6—

7月，夏梢的发病高峰期为 6—8月，秋梢的发病时期为

9—10 月。

（二）柑橘溃疡病的发病因素

柑橘溃疡病的发病因素包含以下几点：第一，品种

抗性。植株的抗病性因柑橘品种的不同存在差异，抗性

强度表现为：金柑＞橘类＞柑类＞橙类。第二，高温。

柑橘溃疡病在 5℃时就能缓慢繁殖，留存在植株体内，

在 25 ～ 30℃的温度下发病最为凶猛，化州地区在此温

度的时间较长，所以溃疡病的发生周期也较长。第三，

高湿度。在多雨天气时，柑橘叶面上存留的水分非常利

于溃疡病的发生，同时在雨季的影响下，无法正常喷洒

农药进行防治，溃疡病的发生概率会显著提高。第四，

伤口感染。在暴风雨和台风天气、植株修剪和虫害的影

响下，柑橘植株都会形成伤口，尤其是潜叶蛾、潜叶甲

等虫害造成的伤口不易恢复，持续时间较长，容易给溃

疡病菌以可乘之机。因此，防治溃疡病要做好对虫害的

防控工作。第五，病原基数。将带病砧木、接穗和果实

人为运输至无病区，都会造成柑橘溃疡病的蔓延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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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同时，剪掉的溃疡病枝叶如果不及时移除或烧毁，

也会引起溃疡病的二次传播。第六，偏施氮肥。在夏至

前后施加过多的速效性氮肥容易促进植株的夏梢抽生，

提高溃疡病的发病概率，而通过增施钾肥可以有效降低

溃疡病的发生。

（三）柑橘溃疡病的防治措施

对于柑橘溃疡病而言，应该以防治为主，治理为

辅。在无病区和新种植园区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避免

病菌的入侵和传染，在病区应该采取喷药治理和田间卫

生管理的综合治理方式。

第一，严格检疫。根据当地的柑橘种植品种和种植

规模，制定出具有科学化和可操作性的检疫措施，严

格禁止未经检疫的苗木、接穗以及果实的传入。在检疫

过程中一旦发现带病的苗木和接穗，要立马进行烧毁处

理，消除溃疡病病菌传染的可能性。由于科研和品种引

进的需要，从病区引入苗木和接穗时，要严格执行检疫

措施和消毒处理，来自病区的苗木在病斑检查后要隔离

试种，确保无病后方可种植。第二，规划建立无病苗

圃，培育无病壮苗。无病苗圃的位置应该与老橘区保持

2km左右的距离，并且具有一定的隔离条件。培育的种

子和接穗都应在无病区或者无病母本园选取，在播种前

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从源头上保障植株的健康。在育

苗期间发现有带病植株要立即销毁，并且对周边苗木喷

洒药剂，在出圃时也要做好最后的病菌检查，证实无病

后才可出园。第三，加强栽培管理。患病果园在冬季要

处理好清园工作，烧毁所有落叶、落果和枯枝，在早春

时及时修剪病虫枝、弱枝条等，减少病原传播的途径。

在栽培过程中要合理施肥，调整夏梢的疏密，避免夏梢

抽发的过多从而感染溃疡病，控制秋梢的抽发整齐，有

利于减少潜叶蛾，降低秋梢溃疡病的发生概率。同时，

加强柑橘树势，增强植株的抗病性。在台风天要做好种

植园的防风工作，可以营造防风林，尽量减少柑橘植株

伤口的产生。在开辟新种植园区时，根据柑橘品种的抗

病性分片种植，区分抗病品种和感病品种。第四，药剂

防护。在柑橘溃疡病的防治上可以选择消毒剂、真菌性

药物、无机铜、有机铜等药剂，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发

现单用一种药品的成效不是很理想，所以通常采用组合

使用。例如无机铜和内吸性药物按一定比例混合。真菌

性药物常用的为百菌清、代森锌、克菌丹等，无机铜和

有机铜指的就是含铜元素的药剂。在药剂防治的过程中

除了要注重药剂配比，还要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喷洒

药剂要均匀细致。部分市面上针对防治柑橘溃疡病的药

剂不存在内吸性药剂，对叶片和枝梢内部的病菌无效，

所以在喷洒时要做到正反面均匀喷药，尽可能消除掉内

部潜在病菌。二是把握好喷药时期。针对不同的药剂选

择适宜的时间段，最大化地发挥出药剂功效。例如在雨

前喷洒无机铜药剂，可以大量消除溃疡病病原菌；在雨

后喷洒具有内吸性的药剂，可以消灭处在潜育阶段的病

菌。最后，考虑对启发病虫害的防治。对于治疗溃疡病

时采取的部分药剂可能会诱发其他柑橘虫害的产生，例

如无机铜制剂会引起红蜘蛛虫害的产生。因此，在选择

药剂喷洒时，要充分考虑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前做

好风险预案。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柑橘黄龙病和溃疡病严重影响着柑橘的

质量和产量，要加大对果园检疫性疾病的检测和防控，

及时发现危害柑橘生长的隐患风险，将经济损失降到最

低，保护农户的劳动成果，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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