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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柑桔产业是我国南方地区农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柑桔黄龙

病在我国江西、广西及广东等地呈暴发趋势,给我国柑桔产业的健康稳定生产带来严峻挑

战.梅州市作为广东省最大的柑桔水果生产地,在过去10年保障了柑桔产业的健康发展,

柑桔黄龙病的发生率持续控制在3%以内.笔者团队创新了“精准用药、动态清零、及时补

种”柑桔黄龙病可持续防控技术体系,主导和亲历了近10年来梅州市柑桔黄龙病的科学防

控.本文总结了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高效防控的理念、策略与实践经验,提出了柑桔黄龙病防

控存在的一些误区,以期共同推进我国柑桔黄龙病的持续、高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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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rusplantingistheimportantpillarindustryofagriculturaldevelopmentandrural
revitalizationinSouthChina.Inrecentyears,theoutbreakofcitrusHuanglongbinginJiangxi,
Guangdong,Guangxiprovincesetc.hasbroughtseverechallengestothehealthyandstablepro-
ductionofcitrusinChina.However,Meizhou,thelargestcitrusproductioncityofGuangdong
Province,thehealthydevelopmentofitscitrusindustryhasbeenmiraculouslyguaranteedin
past10years.TheinfectionrateofcitrusHuanglongbinghasbeencontinuouslycontrolledwith-
in3%.WehaveinnovatedthesustainablemanagementtechnologiesforcontrolofcitrusHuan-
glongbingwith‘preciseapplicationofpesticide,dynamiczeroclearanceofdiseasedplantsand
timelyreplanting’,ledandexperiencedthescientificpreventionandcontrolofcitrusHuan-
glongbinginMeizhouinthepast10years.Here,wesummarizetheconcept,strategyandprac-
ticalexperienceofefficientmanagementofcitrusHuanglongbinginMeizhou,anddiscusssome
misunderstandingforthemanagementstrategiesofcitrusHuanglongbing,inordertojointly
promotethecontinuousandefficientmanagementofcitrusHuanglongbinginChina.
Keywords:citrusHuanglongbing;citruspsyllid;dynamiczeroclearance;sustainablemanage-
ment;practiceandthoughts;Meizhou

  柑桔类水果(橘、橙、柚、柑)是世界第一大类水果.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
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的统计结果,2019年全球柑桔产量约为

1.24亿t,中国农业信息网统计我国2019年柑桔类水果的总产量约为4005万t,约占世界柑桔

总产量的32.37%,不仅为世界第一大柑桔生产国,而且柑桔产业已成为我国南方地区农业发

展、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柑桔黄龙病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危害,在美洲、亚洲、非洲的

50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危害,已成为柑桔产业的“头号杀手”.2010年以来,在我国江西、广西

及广东等地,柑桔黄龙病呈现局部大暴发趋势,给我国柑桔产业的健康稳定生产带来了严峻挑

战.梅州市作为广东省最大的柑桔水果生产地,虽然地处广东、江西2省柑桔黄龙病暴发危害

的中心区域,却在过去10年间保障了柑桔产业的健康发展,柑桔黄龙病的发生率控制在3%以

内.笔者亲历并主导了梅州市10年间柑桔黄龙病的高效防控,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些理念、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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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考,以期共同推进我国柑桔黄龙病的持续、高效防控.

1 柑桔黄龙病的发生历史与危害

柑桔黄龙病(CitrusHuanglongbing,HLB,又 称 CitrusGreening)是 由 韧 皮 部 杆 菌 属

CandidatusLiberibacterspp.引起的细菌性病害,曾给世界柑桔产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感染

黄龙病病菌的柑桔植株发病后的典型症状为叶片均匀型或斑驳型黄化、果实畸形、着色异常、

根系逐渐衰弱、表皮脱落、腐烂,直至大片柑桔树死亡[2-3].调查统计发现,柑桔黄龙病可使柑

桔减产30%~100%[4],曾经的柑桔第一和第二生产大国—巴西和美国,自2004年和2005年

报道发现柑桔黄龙病以来,两国柑桔产业深受危害.例如,年产值过百亿美元的美国佛罗里达

州,已有80%以上的柑桔树染病,柑桔产业受重挫,加上邻近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亚利

桑那等州的产业损失,美国目前的柑桔种植面积已降至世界第七位[5-7].
在国内,柑桔黄龙病最早在我国台湾(1913年)和广东潮汕地区(1919年)被发现,至今已

有100多年的历史.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浙江、江

西、湖南、云南、贵州和四川11个省(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区)发生了柑桔黄龙病,累计毁

园数万公顷,受灾面积达柑桔栽培总面积的80%以上[8-9],其中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

(自治区)长期受其危害.2012年以来,江西赣州等地柑桔黄龙病大面积暴发,迄今已砍除病树

4500余万株,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90亿元.目前,与赣南处于同一甜橙优势产业带的湘南

和桂北产区亦呈暴发态势,柑桔木虱已抵达四川宜宾屏山县金沙江峡谷地带,对当前仍未受黄

龙病危害的长江柑桔带构成严重威胁,防控形势极为严峻[7].

2 对柑桔黄龙病病菌及其防控措施的认知

建立对柑桔黄龙病病菌CandidatusLiberibacterspp.的正确认知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

过程.20世纪初期推测,柑桔黄龙病可能为系线虫或真菌引发;50年代林孔湘[10]试验证明其具

有嫁接传染性,推测其病原为病毒;70年代广西柑桔黄龙病研究小组[11]的试验证明其对抗生

素敏感,推测其为类菌质体;1983年法国 Garnier等[12]明确其病原菌为韧皮部杆菌属细菌,现

已知有亚洲型CandidatusLiberibacterasiaticus、非洲型CandidatusLiberibacterafricanus和

美洲型CandidatusLiberibacteramericaus3个种,其中亚洲种致病力最强、分布最广.我国和

美国发现的均为亚洲种CLas,为革兰氏阴性菌,该菌主要寄生于芸香科植物的韧皮部筛管细

胞中[6,13].目前,由于CLas的离体培养尚未能获得突破,因而也被称为“难养细菌”,这也限制

了黄龙病菌防控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进程.
关于柑桔黄龙病的传播途径,20世纪60年代,南非科学家首先证实非洲种黄龙病CLaf在

田间可经非洲木虱传播,70年代初广西柑桔黄龙病研究小组试验证明柑桔木虱是黄龙病田间

传播的主要媒介[14-15].近期的研究表明,CLas是“增殖型体内循环式”植物病原菌,它们能够在

媒介昆虫体内循环、扩散及增殖,柑桔木虱一旦获菌,即具有持久性传播的能力.经过长期的

进化,CLas已演化出一整套在柑桔木虱体内循环、扩散和规避宿主系统免疫的机制,从而可以

借助于柑桔木虱进行循环传播与侵染[16].
国内外研究学者就CLas在柑桔木虱体内的分布模式做了较多的研究,如利用荧光定量

PCR(qRT-PCR)、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及荧光原位杂交(FISH)等技术检测发现,CLas在柑

桔木虱的唾液腺、消化腺、滤室、马氏管、血淋巴、肌肉、脂肪及卵巢均有分布[17-19].笔者团队

利用常规PCR技术在3~5龄若虫及成虫体内检测到CLas,而qRT-PCR除了3~5龄若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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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二龄若虫体内检测到CLas;利用FISH技术对柑桔木虱若虫体内的CLas检测发现,

CLas主要呈“散布型”分布,即各个组织器官均有CLas感染[20-21].CLas在柑桔木虱体内的这

种分布模式,与持久性植物病毒在其他刺吸式口器昆虫体内的分布模式相同.
关于柑桔黄龙病的防控,近年来美国、巴西、中国等国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对其展开深

入研究,但除了生物信息学知识有所积累,病原菌体外分离培养技术、转基因抗性技术、小分

子RNA干扰技术、砧木抗病育种选育等均并无突破性进展[7].以林孔湘教授为主的早期植保

学者在长期研究与防控实践中,针对CLas、柑桔木虱及二者防控中的主要难点,总结了“三板

斧”综合防控技术,即“应用无病苗木、及时挖除病树和大面积联防联控柑桔木虱”.该套防控技

术在柑桔生产中切实有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现实性问题,如由于柑桔产业的

种植面积较大,对黄龙病染病植株的更新取代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成本也很高,往往还会牵

扯到物权纠纷等问题.同时,柑桔的生产时常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果园管理粗放或失

管问题,部分新发或零星疫情区因贻误最佳防控时机而成片毁园,失管和丢荒的果园又成了新

的柑桔黄龙病的传染源,使得黄龙病的防控难以有效推进.因此,柑桔黄龙病的防控不仅需要

基础科学研究,更需要面对生产中切实存在的难点、难题,思考、总结和创新更加符合我国柑

桔生产实际的防控防治措施,同时还迫切需要科技与行政的双轮驱动.

3 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防控实践与思考

3.1 梅州市柑桔黄龙病的发生与危害

梅州市的柑桔产业包括梅州沙田柚(金柚)、蜜柚、平远脐橙、沃柑等,2022年种植面积约

4.86万hm2,总产量约为116.10万t,是梅州市农业支柱产业之一,梅州市也是目前广东省柑

桔产业第一大市.
2011年起,柑桔黄龙病在梅州市脐橙等柑桔园暴发;2015年初,柑桔黄龙病使得该市脐橙

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农户损失惨重,少数果园的沙田柚(金柚)也受到毁灭性危害.以梅州市

平远县仁居镇六吉村李金平的家庭农场为例(下称李氏果园),该农场1996年牵头联合4家农

户发展脐橙种植,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李金平也成为该县“耕山致富”的楷模,先后被评为

“县劳模”“市劳模”“省劳模”,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李氏果园占地45.67hm2,2002
年种植脐橙12000余株,2011年黄龙病暴发后,果园不断砍树,至2015年共砍除病树6000余

株,占到种植总量的50%,在认真管理果园仍控制不了黄龙病快速蔓延的情况下,李金平对继

续种植脐橙失去了信心,逐步改种油茶等其他经济作物,类似情况在梅州市其他脐橙、砂糖橘

等果园均有发生.
3.2 梅州市柑桔黄龙病的实践与成效

鉴于黄龙病对柑桔产业造成的冲击,梅州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柑桔黄龙病防控工作,

2013—2016年先后多次组织梅州市的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市县政府相关领导到广东肇庆、廉

江,江西寻乌,广西北海、贺州、桂林,福建平和等柑桔产区学习、考察,调研柑桔黄龙病防控

技术,并邀请广西热带作物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等专家学者现场把脉,通过

学习借鉴和不断地总结提升,在梅州探索创新建立了“精准用药、动态清零、及时补种”的柑桔

黄龙病防控技术新理念.
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防控技术的核心为“以防控柑桔木虱为第一要务”,科学精准施用高效专

用药剂,可及时杀灭95%以上的柑桔木虱.为此,多个果园引进安装微雨弥雾喷施系统.该系统

由配药池、过滤器、增压泵、高压空气压缩机、主控制阀、田间区域阀、高压输药管和雾化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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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件组成.其中,配药池通过输药管与过滤器相连,过滤器与增压泵的进药口相连.高压空气

压缩机的出气口则通过高压气管与增压泵的进气口相连,增压泵再与主控制阀相连,主控制阀

通过高压输药管与田间区域阀相连,药液最后被送入雾化喷头分区喷施.柑桔木虱产卵集中于

果树嫩梢,因此雾化喷头高于果树顶端50.0cm安装为宜.以1.33hm2 为一个施药区域为例,

需要工作压力为3.5Mpa的高压空气压缩机、8.0Mpa的增压泵、外直径50.0mm、壁厚

4.0mm的输药主管,以及外直径32.0mm、壁厚2.0mm的输药支管和孔径0.2mm的不锈钢

撞击式喷头.使用该系统需注意把握柑桔木虱防治的关键时期,即砍挖病树之前、台风雨或者

暴风雨过后、春梢萌芽前、花蕾露白期、夏梢期、秋梢期、晚秋梢和冬梢期.此外,大型果园应

分区喷施,遵循自果园外围向内的原则,控制柑桔木虱向外扩散.应用时应选择早上日出前或

傍晚日落后、无风或微风的情况.微雨弥雾喷施系统具有雾化效果好、覆盖面积大、节省药剂、

喷施彻底且管道无残留等优点,极大地提高了柑桔木虱防控效果.
以李氏果园连片20hm2 以上的果园为例,人工喷药需要2周以上,而且受天气影响大,喷

药效果不理想,而采用微雨弥雾喷灌系统仅数小时即可喷完整个果园.除大风、暴雨和周边果

园柑桔木虱种群迁入外,坚持精准科学用药防治柑桔木虱,果园内柑桔木虱很难存在.采用精

准防控柑桔木虱后,2015年下半年,即使当时旁边有一个失管脐橙园,李氏果园内几乎未发现

柑桔木虱,李金平对种植柑桔的信心迅速恢复,并于2016年底订购无病毒脐橙苗先假植在防

虫网内,2017年冬开始全园陆续补种共计约7000株左右.2021年11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组

织队伍来李氏果园调研柑桔黄龙病防控工作时,该果园2017年补种的脐橙已开始陆续挂果,

25.67hm2果园脐橙产量超700t,平均667m2 产量达1800kg,果园产量恢复至70%~80%,
扣除农资农药投入和管理成本,每667m2 可实现利润约7000元,柑桔种植的经济效益有了切

实的保障(图1).

图1 近10年梅州市平远县李氏果园黄龙病防控与柑桔生产动态

在梅州市平远县另有2个脐橙示范园,其中园主赖志刚的果园占地12hm2(下称赖氏果

园),也是在经历了砍伐近50%的脐橙果树后,于2017年全园补种,并且在2018年另外新种植

脐橙25.33hm2,2020年又新种植13.87hm2,目前共有51.2hm2 脐橙.通过坚持“以防控柑桔

木虱为第一要务”,科学精准施药防控柑桔木虱,每年柑桔黄龙病病株数控制在250~300株,

每667m2 产量稳定在2500kg,年产值可达1150万元(图2).园主刘忠玉的6.67hm2 脐橙园

柑桔黄龙病的防控过程与李氏果园、赖氏果园相似,目前长势良好、生产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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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10年梅州市平远县赖氏果园黄龙病防控与柑桔生产动态

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共建立了15个柑桔黄龙病防控示

范园(含沙田柚、蜜柚、脐橙等),面积达460.67hm2.在脐橙示范园的示范带动和农业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从2016年底开始,梅州市平远县的果农从“谈黄色变”到“重拾信心”,种植脐橙

热情重新高涨,至今已恢复和新种植脐橙超1333.33hm2.柑桔黄龙病的发生率由2015年的

35%以上,到目前持续控制在3%以下,为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防控、脐橙和柚类等柑桔产业的

健康发展建立了实实在在的、可复制、可借鉴的柑桔黄龙病持续防控新模式.目前梅州市超

4.67万hm2 的柑桔产业在“精准用药、动态清零、及时补种”的模式下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农业农村局、广东省潮州市潮州柑协会、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处室、广东省农科院土壤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江西吉安市果业局等10多个单位、部门

到梅州市平远县参观考察柑桔黄龙病防控示范园(图3);深入学习、吸收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防

控的新理念与技术,并在广东、江西等地广泛推广应用,为保障当地柑桔产业的健康生产做出

了积极贡献.

图3 潮州市潮州柑协会到梅州市李氏果园(左)和赖氏果园(右)考察交流

3.3 梅州市柑桔黄龙病防控经验与思考

经过近10年不断摸索与实践,笔者所在的管理与研发团队在柑桔黄龙病防控实践中创新

了理念,凝练出了一套适合我国柑桔生产实际的技术体系.以“创新的新理念、凝练出的技术体

系”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获得了2022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笔者团队的主要做法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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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如下.
3.3.1 把柑桔木虱作为柑桔黄龙病防控的核心任务

1)帮助果农正确认识柑桔木虱

准确认识柑桔木虱是精准防控木虱的前提,2015年上半年,笔者团队在梅县3个金柚村调

查发现,90%以上已种植柑桔10~20年的果农不认识柑桔木虱.因此,培训时笔者把活体柑桔

木虱带到培训课堂,或把带学员到有柑桔木虱的果园、九里香绿化带去正确认识柑桔木虱的若

虫和成虫.
2)科学掌握用药技术,实施精准用药杀灭柑桔木虱

在广东、广西,柑桔木虱一年可以繁殖8~12代,每次产卵30~300只,所以必须在7个关

键时期精准科学用药.同时,需选择对柑桔木虱有良好杀灭效果的高效专用药剂,单次施药可

以杀灭95%以上柑桔木虱,还要注意科学轮换用药,防止柑桔木虱产生耐药性,保障最大程度

地杀灭柑桔木虱.以广西北海市亚洲果业利天生物科技合浦种植基地为例,2007—2008年,该

基地连片种植夏橙2000~2666.67hm2,在做到了抽发嫩梢时、砍树前、冬季清园、大风暴雨

后等7个关键时期及时精准用药后,柑桔黄龙病的新发率均被控制在0.1%以内.在培训果农

时,特别强调抽发新梢时一定要及时喷药,因为实践证明没有嫩梢柑桔木虱就不能产卵,嫩梢

是柑桔木虱产卵繁殖、加速黄龙病传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此外,冬季清园可以降低次年柑桔木虱的虫口基数,但在清园前必须先喷药杀灭柑桔木虱.

砍除病树前也要先喷药杀灭柑桔木虱,因为每一株黄龙病病树上均会有柑桔木虱的存在,在砍

除病树前3~5d要先喷杀柑桔木虱再砍除病树,防止出现不喷药或柑桔木虱尚未死亡就砍除

病树的情况,以避免造成柑桔木虱飞散到其他树体上,人为增加黄龙病传染健康树的可能性.
3)科学处理残桩和病树

在梅州柑桔园的生产实践中发现,贴近地面锯除残桩,用土完全覆盖残桩,只要残留树桩

见不到阳光,残桩就不会萌发新梢,从而避免了其成为黄龙病传播源,同时又可以减少农药使

用,减少土壤污染,降低生产成本.砍下的病树无新芽便不会有柑桔木虱产卵繁殖,不用及时

拖走或用火烧掉,等晒干后处理或冬季清园时一并处理即可.这种处理方式,在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涨的情况下,受到了果农的亲睐.
4)立即补种无病毒苗,保障果园的经济效益

目前尚未有研究将黄龙病病菌离体培养出来,生产实践证明,除柑桔木虱外,土壤、枝剪、
嫁接刀、锄头等均不会传播黄龙病菌,所以在精准防治柑桔木虱、动态清零砍除黄龙病树的前

提下,立即补种无病毒苗,逐步使果园保持90%以上柑桔果树正常挂果,就可以保住果园的经

济效益,果农也会持续认真管理果园,疫区柑桔产业就能得以恢复并持续健康发展.
3.3.2 做足做实基础性支撑工作

首先,梅州市农业农村局非常重视柑桔脱毒苗、无病毒苗繁育体系的建设工作,支持并指

导梅州市农林科学院建设了1.33hm2 高标准无病毒苗繁育大棚,确保了梅州市柑桔生产所需

的健康苗木来源.其次,依托梅州市农林科学院,建立梅州市柑桔黄龙病检测实验室和脱毒苗

实验室,第一时间协助果农检测确诊柑桔黄龙病树,并及时指导果农科学砍除病树.此外,在

新建果园选址等方面,给予科学的建议,指导新建柑桔果园要建立生物隔离带,防止黄龙病蔓

延发展.
3.3.3 柑桔黄龙病防控误区

笔者团队经过多年的实地调研、考察学习和借鉴分析,总结出当前柑桔生产中黄龙病防控

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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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将柑桔木虱作为防治黄龙病的核心任务来抓.在柑桔病虫害传统防治过程中,人们主

要关注对红绣蜘蛛、溃疡病、炭疽病等的防治,对柑桔黄龙病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实验室苗木检

测上,没有把防控柑桔木虱作为关键和核心要务来抓.柑桔木虱是柑桔黄龙病自然界中唯一传

播虫媒(嫁接育苗过程存在人为传播),目前在黄龙病疫区全面消灭柑桔木虱是不现实的,所以

必须建立以防治柑桔木虱、动态清零为重点的黄龙病防控体系.过去曾强调种植无病毒柑桔苗

的重要性,而对防控柑桔木虱的重要性领会不深入、不透彻,没有科学布局、精准防治柑桔木

虱,以至柑桔果园种植几年后柑桔黄龙病开始暴发.
2)防控柑桔木虱用药技术不精准、不科学.一般柑桔园每年正常用药10~15次,但邻国尼

泊尔的一个柑桔园一年用药70次左右仍然阻止不了柑桔黄龙病的暴发,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没有精准用药.我国现有多种经农业农村部正式登记的并经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的柑桔木虱防

控专业药剂,在科学、低剂量使用的情况下,单次喷施对柑桔木虱的杀灭率即可达到95%以上.
用药不精准、不科学,往往会导致柑桔木虱种群防控效果不好,存活的柑桔木虱会呈几何基数

增长,存活的柑桔木虱抗药性也会增加,导致木虱种群快速繁殖,进而加速柑桔黄龙病的传播

扩散.
3)部分地区盲目推行“三板斧”措施,过度砍伐染病柑桔树.柑桔产业不仅是果农发家致富

的依托,更是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省(区、市)的农业支柱产业,过度砍伐染病果树往往会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让果农对柑桔产业失去信心.2015年笔者团队到江西寻乌等县调研

考察时发现当地大范围宣传全园砍除脐橙树,50%以上还未发生黄龙病的脐橙健康树也一起砍

掉,对赣州脐橙产业造成毁灭打击,给果农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政府部门、专家学

者有待更新理念,在通过精准用药防控柑桔木虱、动态清零、把柑桔黄龙病新发率控制在较低

水平的情况下,引导果农及时砍除病树、补种新苗,即使砍了一半的果园也够逐步把产量逐年

恢复到80%以上,理想的果园可以恢复到90%以上.
4)农技部门强调砍除病树,未指导科学砍树.2015年以前,很多果农在砍除病树前,并没

有做到先精准喷杀柑桔木虱,结果砍树时把染病植株上的柑桔木虱成虫驱赶到了周围健康树

上,人为导致黄龙病在果园内的传播,出现病树越砍黄龙病发生越严重的情况.柑桔木虱尤其

喜欢在嫩梢上产卵繁殖,有些病树砍除后,残留的树桩没有及时正确处理,重新萌发新梢,可

继续带菌传播黄龙病,造成持续传播.此外,一些果园冬季清园时未做到先喷药杀灭木虱然后

再修剪,同样导致染病柑桔木虱在不同植株之间转移,加快了黄龙病的传播.
5)未正确引导果农及时补种无病毒柑桔苗.除柑桔木虱外,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果园所用

的锄头、枝剪、嫁接刀、土壤等可以传播黄龙病.因此,在及时砍除病树的前提下,应该指导果

农及时补种无病毒柑桔苗,保障柑桔园的产量和经济效益.柑桔园的经济效益保住了,果农就

会更加认真地管理果园.笔者前面提及的李氏果园、赖氏果园等,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果园规模,
近几年还在不断扩大新种.
6)柑桔果园的布局缺乏科学性.在我国,农业生产存在严重的效仿与跟随效应.在柑桔产

量高、经济效益好时,果农大量种植各类柑桔,从山脚到山顶全部种植柑桔,中间缺乏隔离带,
导致病虫害一旦暴发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梅州市近年来提出的“山顶戴帽(自然林)、山腰种

果(柑桔)、山下搞开发”科学发展理念值得大家借鉴.
柑桔黄龙病的发生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柑桔黄龙病的科学防控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基础科学研究、政府部门决策、农技示范推广、果农全面执行等各个方面的全力投入.
在目前柑桔黄龙病菌尚不能离体培养、尚未有专性高效药剂灭活病菌挽救染病果树的情况下,
及时高效防控黄龙病的传播媒介———柑桔木虱,是阻断黄龙病传播扩散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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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措施.梅州市近10年来15个示范园及全市4.86万hm2 柑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证明了

“精准用药、动态清零、及时补种”的柑桔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今后在

全力推进柑桔黄龙病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主管部门对柑桔黄龙病防控工作的正确引

导,不断创新理念,提高执行力度,我国柑桔产业的发展必定会不断向好、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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