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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油棕果腐病的病原盆定

及发病条件的研究
’

陆大京 陈筛平 洪祥千

(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 )

提 要

三年来作者对于幼龄籍果油棕的果穗和果卖腐烂的症状
、

分布
、

蔓延为害
,

其发生条件和栽培管理的关系进行 了样枷的稠查和观察
,

并进行 了病原 分离
、

培养
、

田简人工接种和拭探性化学保护等裁较
。

同时对果实离层姐擞的 形成进

行 了切片检查
。

桔果指出海南十二个地区的幼龄籍卖棕园普遍出现的花
、

果
、

穗腐与环境条

件和栽培管理有密切关系
。

果腐是果卖离体后从蒂部姐微开始的
。

从腐果姐撒

中怨常可以分离到细菌
、

炭疽菌和镰刀菌
。

多次田 简接种献明这些菌对健康果

卖和果德均无致病能为
。

大田喻药无效
。

看来
,

油棕果腐病是由于环境坏
、

管理

差的条件下
,

未成熟或接近成熟的果卖产生离层而与果柄分离
,

再由外界杂菌腐

食脱果而致腐烂
。

可兄
,

本病是屠于井侵染性的生理病害
。

引 言

油棕是我国热带地区新兴的一种木本油料作物
,

几年来随着拮实油棕树的逐年增加
,

普遍出现了花和果穗的腐烂周题
。

根据我们 1 9 5 8 年的初次稠查
,

海南西联农塌的老油棕

园腐烂果穗 占 60 %以上
,

兴隆华侨农塌的幼棕园果穗揖失率在 30 % 左右
,

南滨 农塌捐失

率为 64
.

5 %
。

由 1 9 6 0年至 1 9 62 年作者在海南十二个油棕园内总共稠查 2 ,

027 株老幼棕树
,

榆查了

14
,

28 2 个果穗
,

共中腐烂果穗有 4
,

10 1 个
,

占总穗数 28
.

7 %
。

最严重的地区腐 烂果穗百

分率高达 80 % (琼海阳江公社文市大队 )
,

最袒的为 6
.

28 % (南滨农塌 )
,

拾生产上带来相

当大的捐失
。

国外有关油棕果房病害的文献很少
。

阿特森
〔幻在焉来亚作过症状的描述和病原的接

种拭骚
,

从各种不同的材料中分离出两种具菌和三种搁菌
,

通过伤 口接种歉啦均未成功
,

但通过人工断艳供应营养贰阶
,

得到果腐的症状
,

因此他认为油棕果腐病是营养失稠所引

起的
,

病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此拮束
。

凡赫山在荷属东印度认为一种伞菌 M ar as m i us
s .P

1 9 6 0 年承北京农业大学林传光教授参加本题作业静划的甜湍
,

提出了宝食的意兄
, 1 9 61 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

院海南工作站韦汝华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国营南滨农爆

、

西联农爆及我所热带作物系抬予工作上很大的方便和帮助
,

邓励副研究具协助某些查料的校对并提 出了宝肯的意兑
;
特此一供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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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害果穗
,

但未 做进一步的 研究来征突其致病性
。

陆大京于 1 9 5 8 年在海南各地稠查

时
,

第一次发现西联
、

兴隆
、

南滨等农爆的腐穗和腐果上长出各种伞菌
,

因而推想油棕果腐

可能与某种伞菌有联系
,

当时称之为
“

油棕菇腐病
” 。

中国科学院华南 粽合 考察队于 19 5 9

年稠查时认为幼树上的果穗枯死是由具菌引起的
,

而大树上的枯穗主要是油棕穗螟引起

的
,

同时非侵染性因素也能引起不孕或果突干枯
。

同年我系教学粗的稠查发现镜榆中占

艳对优势的菌是 lG oe
o

sP
。 :

iu m sP
. ,

但未进一步征实共侵染力
。

为了解敲病的分布
、

发生及

为害情况
,

确定病因和寻找防治的途径
,

我俩进行了以下系扰的研究
。

果腐病的症状

油棕树的果穗和果实在不同发育阶段均能威病
,

但大部分的腐烂发现在果穗的近熟

期阶段
,

共症状有下列两种类型
:

1
。

干枯型 花期和幼果期发生的败育主耍出现于干旱季节
。

败育的花和果穗呈黄色

或黄褐色
,

而健康的果穗一般为紫蓝色
。

歌育的花与果穗在早季疆硬不腐 (兑图 1 )
,

但在

雨季很快烂掉
。

2
。

湿腐型 这类果穗多出现于雨季或在湿度较大而受阵蔽的油棕树上
。

催病初期的

果实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症状
,

当用手指捏着果实袒袒摇动时
,

便能将病果取下
,

而健 康果

突 lHJ 是坚固的
。

易于被取脱的果突往往蒂部已变褐色
,

甚至黑揭色
,

呈水清状腐烂
,

有时

带些臭味
。

中后期的果腐从表面可以看出果面全部失去光泽
,

呈暗蓝色
,

果皮稍有纵杖
,

果枝松散不紧
,

如用手指一触
,

病果即脱尊而出 (晃图 2 )
。

在雨季不但近熟果突易腐
,

即使更成熟的果实也会变色而榷病
,

同时也会发生 整穗

的腐烂
。

多次的纵剖榆查发现腐烂部位都是由果柄受害后
,

菌类向穗基发展
,

其形状普 自

上 (顶部 )而下
,

由外向内
,

外竟内窄
,

成漏斗形的发展
。

一旦果穗染病后
,

多数全部烂掉
,

但

也有少数果穗只烂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拮果面
,

剩下的果实仍能长大成熟
。

地势和栽培条件与果腐病发生的关系

油棕为热带地区多年生植物
,

自幼苗定植后三年即开始开花拮果
。

桔果的多少按每

年开出的叶片静算
。

据西非油棕研究所斯巴那伊闭的砚察
,

幼树每年能成长 22 一 24 片叶

片
,

虽然每片叶腋有一个花芽
,

由于气候的影响开出的果穗很少能达到叶片的数 目
,

因为

其中有雄花
、

雌雄同穗花和全雌性花
。

在南滨农爆的幼龄油棕林内
,

据我们 的观察每株

桔果最多的树有 25 个果穗
,

其中有跨年度的穗 (因为油棕是一年四季开花的 )
。

因此
,

在

观察病害发生规律的同时
,

我们从栽植油棕树的环境条件和栽培措施拮合油棕花的出现

进行周年的观察
。

主要砚察点毅在国营南滨农爆
。

孩踢 的 油棕树是从 1 9 5 6 年开始陆擅

定植的幼龄树
。

在不同环境方面
,

我们选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
:

1
.

山坡地
,

管理差
,

地下水位低 ;

2
.

淘地
,

管理差
,

地下水位也低
;

3
.

平地
,

管理好 ( 1 9 5 8 年大搞丰产拭墩
,

有机肥教多
, 1 9 6 0 年又布置粽合丰产献输

,

每

年管理和施肥 3 一 4 次 )
,

地下水位高
,

土壤湿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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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农业措施方面
,

我俩也选出三个区
:

1
.

加强管理
,

多肥深翻
,

畦面盖草
,

井进行人工翰助授粉 ;

2
一般管理

,

只除草
,

畦面不盖草
,

拜进行人工授粉 ;

3
一般管理

,

畦面不盖草
,

也不进行人工授粉
。

类型区选出后即定株定穗和定期观察
,

其拮果兑表 1
。

表 1 不同农业措施和不同环境及管理与果腐病发生的关系

定 株 观 察 } 腐 烂 果 穗

株 数
!
穗 数…

穗 数
}

%

}株 数 {穗 数 1穗 数 } % }

小区观察

小区观察

小区观察

大田观察

大田观察

大田观察7

724s1n

:
,

…
637086366751586245613303

111

n口8576159,1821226 4
................

545291 711033

1

加 强管理
,

朝助授粉

一般管理
,

辅助授粉

一般管理
,

自然授粉

山 坡 地
,

管 理 差

尚 地
,

管 理 差

平 地
,

加强管理

此外
,

我们在 1 9 5 7年定植的三个不同类型的油棕园进行了十一个月的系扰观察
,

此项

观察 自 1 9 6 0 年 12 月至 19 6 1 年 10 月止
,

每月选一批刚开的花穗进行骗号
,

每
_

10 天 观察

一次
,

由于 5 月后天气干旱
,

找不到刚开花穗
,

我们把 5 月前累积花穗一直砚察到成熟为

止
,

其桔果兑表 2
。

表 2 不同地区果腐病发生的比蛟

不 同 环 境 条 件 观察简
累积穗数

观
成

内
数

死亡
穗数

死亡
%

备 注

8221714了
1

.

平地
,

土壤肥沃
,

加强管理
,

人工授粉

察 日期

熟 穗

1 4 4 1 9
.

加} 所有死亡穗数中干
}枯与湿腐合在一起

5 4
。

2 2

7 2
.

2 2 每月抽穗少
,

故果
积穗少

527765即平地
,

管理差
,

行简为苗圃
,

郁蔽度大

山坡地
,

地下水位低
,

管理差
,

自然
授 粉

由上列两表可以看出
,

只耍在较肥沃的土地上再加上攘育管理好的油棕树
,

果穗腐烂

的百分率肯定耍低得多
。

在周年的观察过程中
,

我俩从未发现此病在穗与穗之简 或树与

树之简相互传染的现象
。

腐穗旁的健穗能发育到成熟
。

腐穗本身也只烂到穗基而止
,

共

中存在的菌不再 向树身或叶鞘发展
。

季节的变化与果腐病发生的关系

南滨农塌的气候特点是
:

年平均温度 23 一24
O

c
,

年平均降雨量在 1 , 2 00 毫米左右
,

年

平均蒸发量为 1 , 5 00 毫米左右
,

全年降雨分布不均
,

干旱季和雨季持精的时简 的各 占一

半
,

雨季主要集中在 7
、

8
、

9 月份
,

自 10 月份开始进入干旱季
,

次年 3一 5 月干旱 达 到最

高峰
。

油棕大量抽苞开花主耍集中在春季
,

雨季是大批果实成熟期
。

南滨农塌 在 雨季中

油棕园的土壤含水量为 21 % 左右
,

在此阶段植株生长茂盛 ;而干旱季的土壤含水量为 8 %

左右
,

在此期简油棕的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生长和发育都受到一定程度的 抑 制 〔 4〕。 如

1 9 6 0年 5 月
,

严重干旱
,

敲塌的静多油棕叶片呈现缺水的干枯现象
,

坡地此平地更为严重
,

花果穗的干枯型大批出现
,

到 8一 9 月雨季湿腐类型 lHJ 大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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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系与果腐病发生的关系

目前海南各地普遍栽植的油棕多属
“

杜拉
”

种
,

外果皮呈紫色
。

另有少数青果皮种
,

种

名尚未确定
。

紫皮种内又出现短果柄与长果柄品系
,

二者以短柄品系占艳大多数
。

兹 将

三 品系中果腐病的发病差异列入表 3
。

表 3 不同品系与果腐病的发病差异

观 察 数 量 { 腐 果

- - 一

1
株 数

{
穗 数

1
穗 数

)
%

}
- -

低产品系

产量较高

,ù69姆邓65那即86831D921 312n
UI,土

21种种种
-

柄柄皮、、

短长

果.皮皮柴紫青

腐果 中微生物的分离与接种

虽然在观察中没有发现穗与穗简相互传染的现象
,

但是微生物与腐烂的关系必填从

分离和接种的桔果加以判断
。

我俩用了牛肉汁
、

焉黔薯
、

油棕果
、

麦片
、

豆角
、

葡萄糖
、

淀粉

等材料配制成 10 种培养基
,

从不同发病阶段的病果蒂部及病穗的穗柄粗藏中
,

前后一共

进行过 35 次的分离工作
。

所获得的 69 3 管菌种内除大部分为釉菌外
,

其余均为镰刀菌与

炭疽菌
。

由分离中也可以看出每一发育期腐果中的出菌率
,

共拮果兑表 4
。

表 4 各期腐果的出菌率

分 离 方 法

粗 擞 分 离 法

稀 释 分 离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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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分离到的韧菌
、

镰刀菌和炭疽菌用针刺
、

刀伤
、

注射
、

无伤等接种法对于各发育期

的果穗进行田尚接种均获得负拮果
。

我们又从田简将不同龄的健康果穗砍回放在室内阵暗处
,

袒数 日后
,

穗上的果实呈现

典型的果腐
,

与大 田无二
。

此外
,

我侧在大 田用两种方法进行的人工 lBJ 伤拭输
,

得到了表

5 所列的拮果
。

表 5 伤 口与伤口部位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J 伤 ! i

一兰兰二二一
~

孽硕擎竺翌洲一竺竺翌品
1

·

果顶柱头削去 }
”

}
“ “

}用湿棉包铭小时 1 伤处逐步愈合
,

不腐烂

“
·

把健果用力扳股再放回原处 {
”

}
” ”

{用湿棉包 48 小时 1 生天后所有蒂部呈水清状腐烂
”

·

同龄果实不加处理 (对照 ) }
“

! “ “
}用湿棉包 48 小时 } 果买正常发育



3期 陆大京等
:

海南油棕果腐病的病原蕴定及发病条件的研究

用第二种处理方法的油棕果
,

腐烂后
,

趣过龄榆
,

同样出现有以前分离到的各类菌
。

这

靛明只耍果实离体后即会发生腐烂
,

腐果中存在的菌类都是腐生菌
。

果实基部与果柄姐钱的切片

上述的接种和人工 lEJ 伤等就墩中
,

出现的情况使我俩想到穗上的果实可 能先与果柄

脱离后才开始发生腐烂
。

这种现象在平时很少会被人注意到
,

因为每个油棕果的基部有三

片尊片
,

最外一片最长
,

其顶端成刺状
,

三片尊片紧包着果房
,

假如有落果现象
,

果实也不

易脱出尊片
。

为 了榆输病果是否由于果房先与果柄脱离后才被腐 生菌侵入
,

我俩进行了

果柄和果蒂韧胞层的一系列的徒手和包腊切片
。

果实与果柄简韧胞层的纵剖面显示
,

所有健康果实与果柄尚的韧胞 粗撒内都有一个

区带
,

内含紧密排列的近长方形的小韧胞
,

区带以外的韧胞较为肥大 (见图 3 )
。

病穗上要脱未脱的果实基部的区带里有一部分韧胞与韧 胞相 互 分 离
,

形成一条裂

徒 (兑图 4 )
。

从切片的拮果看来
,

油棕果实蒂部与果柄简的韧胞分离可以在区带内任何一层 栩胞

简发生
,

韧胞简的分离可能是由于离带中的两行韧胞固中胶层溶解而形成的
。

拭探性化学防治拭检

在开展病原探豺的同时
,

我俩选用了十二种常用的农药进行就探性防治拭蛾
,

这项工

作是在南滨农踢选出五个不同类型的油棕园进行的
。

每一行处理有 10一 12 株树
,

每隔 15

天喷药一次
,

每区施药 6一10 次
,

每月在喳药前榆查病情一次
。

此外
,

还进行了田简清洁卫生防病拭阶
,

每月定期进行一次植株周围除草
,

松土
,

清除

植株上的枯花和腐果穗以及残留叶柄 简的杂物
,

艇过上项整洁后再普遍障 0
.

S
O

eB 石灰

硫磺合剂
。

翘过半年多的观察
,

所用各种农药及田简卫生防治对此病均无防效
。

舒 箫

粽合以上各种观察和献输的拮果
,

我俩对油棕果腐病的发生作出如下的分析
。

病害的发生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

干旱期和雨季
。

当然
,

在干旱期内在个别此较阴

湿的小环境里也会出现一些湿腐果穗
。

大部分在旱季出现的败坏果穗替属干枯型
。

这一

类型果穗的出现主耍是由于缺水而引起的
,

因为油棕树在春季开出大量的花果穗需要吸

取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来保靓花果的正常发育和成长
,

但是
,

如前所述
,

南滨农踢在此阶段

正值大旱
,

土壤含水量远不能满足幼龄油棕树花果的耍求
,

因此
,

干枯型的花果穗的大量

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

另一方面
,

在多雨的季节里也同样表现出由于某些因素的缺少
,

在我们看来是营养
,

而产生落果
。

由表 1可以看出
,

在加强管理的情况下虽然还有 16 % 的腐穗
,

其营养和其

他条件已远比山坡地
、

管理差的油棕树强
,

后者的发病率为70 %
。

也静前者的条件也还不

够理想
。

斯巴那伊 〔“ 〕指 出果穗的成活率在肥沃的土壤上耍比在食清的土壤上高得多
,

幼

树果穗的欺坏率比较成年的油棕树也高
。

这些情况也与上述的解释相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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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过多次就尉
,

只耍把田简健康的果穗砍回来放在室内阴暗处
,

数 日后即会产生与大

田 同样的湿腐症状
。

从腐果中分离出来的菌种理过大 田接种靓明它俩都不具有致病力
。

在刚可取股的病果蒂部不但通过徒手切片镜榆无菌
,

在分离中出菌率也很低
。

这些事实

表示有可能果实在某种环境下 自己脱离果柄而腐烂
,

趣过系扰地果实基部的切片
,

靓 明果

实基部确有翩胞层不正常的早期分离现象
。

这也就是腐烂开始和腐生菌侵入的部位
。

对

这类的生理病害喷药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

这填工作只是一个开端
,

对今后如何减少腐穗应从油棕生理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

根

据我俩的材料
,

我俩认为在幼龄油棕产穗盛期的前一个阶段就应蔽注意土壤水分以及全

肥料的充足供应
,

才能获得较多的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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