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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橡胶树死皮病发生现状及田间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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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胶工正常割胶时间，通过逐株观测橡胶树排胶动态的方法，调查了云南３个植胶区不同割龄段和不
同品系橡胶树死皮病的发生现状及田间分布。结果表明：０～１０割龄段的发病率、发病指数和７～９级株比例
分别为１５９９％，１１９４，７７２％，均较１１～２０割龄段 （分别为５６１９％，４５６５％，３７２６％）和２１～２５割龄
段 （分别为５４１９％，４６３９，３６５９％）的低；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的平均发病率和平均发病指数较 ＧＴ１品系的略
高；在０～１０割龄段中，橡胶树死皮树大部分呈单株分布，而且，死皮树连续分布的条带较短，呈连续分布
的橡胶树死皮树最高仅达８株 （橄榄坝橡胶分公司，ＧＴ１品系），１１～２０割龄段，呈连续分布的橡胶树死皮
树的比例较高，死皮树分布的条带最高长达２８株，２１～２５割龄的橡胶树死皮树大部分呈连续分布，死皮树分
布的条带最高长达２０株 （东风橡胶分公司，ＲＲＩＭ６０００）。
关键词：橡胶树；排胶；发病率；发病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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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 胶 树 ［Ｈｅ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Ｈ．Ｂ．Ｋ）
Ｍｕｅｌｌ．Ａｒｇ］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
林中，是速生多用途树种，热带地区被作为速生

经济树种广泛种植。橡胶树的木材是一种良好的

用材，同时其产生的胶水具有广泛的用途被作为

一种战略资源。橡胶树死皮即树皮乳管失去产胶

能力的现象。橡胶树死皮出现百余年，目前对该

病的研究已涉及病理学、组织解剖学、生理学、

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１－７］，

但至今其发病原因尚不太清楚［８－９］，防治方法有

限［１０］，而其发病率却呈大幅增长趋势。至 ２００８
年底，云南省天然橡胶种植总面积达到 ４３５８
万ｈｍ２，占全国的４７％；投产面积１１４万 ｈｍ２，
干胶总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干胶平均产量为

１６６４７ｋｇ／ｈｍ２。据２００４年云南农垦普查资料表
明，４～５级死皮累积发生率高达２０％左右，４～５
级死皮停割的橡胶树累积达４６７万株。若每年以
１％的速度递增，１０年后的死皮累积发生率将超
过 ３０％。若每年以 １％发生，每公顷有效株按
４２０株，开割面积７０％计，全省每年新增４～５级
死皮树高达７１２株，合０１７万 ｈｍ２，产量损失
达２５４０ｔ（干胶产量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造成的经济
损失为２７９４万元 （售价按１１０００元／ｔ计）。由于
西双版纳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在同

样的割胶强度下，西双版纳地区的胶树要比其他

地区排出更多的胶乳，其相对割胶强度也更

大［１１］。云南橡胶树死皮病的发生与我国其它橡胶

种植区的发生情况有所不同，因此系统地开展云

南橡胶树死皮病的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对保障

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００９年，笔者对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区的橡胶
树死皮病发生情况作了调查研究，现将调查结果

作一报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调查地点位于勐捧橡胶分公司、东风橡胶分公

司和橄榄坝橡胶分公司。１～１０割龄、１１～２０割龄、
２１～２５割龄３个不同割龄段的ＲＲＩＭ６００和ＧＴ１两个
品系，于各橡胶分公司不同割龄段下每个品系各选

择１个树位，每个树位被调查橡胶树不少于２００株。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橡胶树死皮病分级标准

０级：病斑长度为０；

１级：病斑长度２ｃｍ以下；
３级：病斑长度２ｃｍ或占割线长度１／４；
５级：病斑长度占割线长１／４至１／２；
７级：病斑长度占割线长度 １／２至 ３／４；
９级：病斑长度占割线长度３／４至全线死皮。
７～９级病株比率 （％）

＝７～９级死皮植株数相加之和
调查总株数

×１００

１２２　取样与调查
每树位选取不少于２００株橡胶树，于胶工割

胶的同时，观察割线排胶状况，逐株记录点状排

胶、死皮及割线长度。

计算死皮病发病率，７～９级发病率和死皮病
发病指数。

发病率 （％） ＝死皮病株数
调查总株数

×１００

发病指数＝ （各级株数×该级级值）
调查株数×９ ×１００

１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不同割龄间橡胶树死皮发生率差异显著性采

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排胶症状
正常排胶的橡胶树，割口刚割开时，从乳管列

流出的胶乳立即汇集成乳流而覆盖割线。但是在调

查中发现有些胶树在割口割开的瞬间胶乳流出较慢，

且呈不连续分布，我们将此称为点状排胶，通常认为

该症状是死皮病的初期表现。不同品系橡胶树不同

割龄段点状排胶比例见表１。在０～１０割龄段，ＧＴ１
品系的橡胶树死皮树点状排胶的发生率均较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低，而在１１～２０和２１～２５割龄段，
ＧＴ１品系点状排胶的发生率则较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高。

勐捧橡胶分公司和橄榄坝橡胶分公司 ＧＴ１品
系橡胶树死皮树点状排胶的发生率均随割龄增加

而增加，但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则相反。
２２　不同割龄及不同品系间橡胶树死皮病发生
情况

　　不同割龄段橡胶树死皮病的发生情况见表２。
０～１０割龄段，勐捧橡胶分公司发病率较低，仅达
４３４％，而橄榄坝橡胶分公司较高，达１７２９％。
１１～２０割龄段，橡胶树死皮树发病率为４２４６％～
６９９１％，２０～２５割龄段，橡胶树死皮树发病率为
４６１５％～６１５１％。０～１０，１１～２０，２１～２５割龄段
的发病指数为２０２～１４８４，３４９１～５６３９，３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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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８。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５割龄段的７～９
级株 率 分 别 为 １２７％ ～１５９１％，３００１％ ～
４４５１％，１９８２％ ～４７２６％；不同割龄段的平均
发病率、发病指数和７～９级株率则为０～１０，１１～
２０，２１～２５割龄段平均发病率分别为 １５９９％，
５６１９％，５４１９％，而发病指数分别为 １１９４，
４５６５，４６３９，７～９级株率则分别为 ７７２％，
３７２６％，３６５９％。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０～１０割龄段的发病率、发病指数株率
均较１１～２０和２１～２５割龄段的低，差异显著性达
极显著 （α＝００１），而７～９级株率也较１１～２０和
２１～２５割龄段的低，并且差异达显著 （α＝００５）。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和ＧＴ１品系于１９６２年选出后，
在云南植胶区广泛种植，在云南农垦的胶园中，

ＲＲＩＭ６００占 ３５９％，而 ＧＴ１则占 ３８９％。橡胶
树不同品系间发病率、发病指数和７～９级株率有
明显差异。在东风橡胶分公司和勐捧橡胶分公司，

ＧＴ１品系的发病率均较ＲＲＩＭ６００高，在橄榄坝橡
胶分公司则相反，发病指数则是在东风橡胶分公

司和橄榄坝橡胶分公司，ＲＲＩＭ６００较 ＧＴ１品系
高，而在勐捧橡胶分公司则相反。ＲＲＩＭ６００，ＧＴ１
品系的平均发病率分别为５０４５％，４４６１％，平
均发病指数分别为３３１８，３１５６，平均７～９级株
率分别为２９３６％和２４８７％。

表１　不同品系橡胶树不同割龄段点状排胶比例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ＧＴ１ａｎｄＲＲＩＭ６００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ａｐｐｉｎｇａｇｅ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割龄段／年

ｔａｐｐｉｎｇａｇｅ／ｙｅａｒ
ＧＴ１／
％

ＲＲＩＭ６００／
％

勐捧橡胶分公司

Ｙｕｎｎ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Ｂｒａｎｃｈ

０～１０ ５５６ ５７１４

１１～２０ ４７７４ １２４５

２１～２５ ５４３４ ７３３

东风橡胶分公司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Ｂｒａｎｃｈ

０～１０ ５２５ ４３２０

２１～２５ ４５２５ １０２０

橄榄坝橡胶分公司

Ｙｕｎｎ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ＧａｎｌａｎｂａＢｒａｎｃｈ

０～１０ ５１３ ３８４６

１１～２０ ２５８８ ２５２９

２１～２５ ３５５４ １４３７

表２　不同割龄段橡胶树死皮病发生情况比较
Ｔａｂ．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ａｐｐｉｎｇｐａｎｅｌｄｒｙｎｅｓｓ（ＴＰ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ａｐｐｉｎｇａｇｅ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品系

ｓｔｒａｉｎ

发病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发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７～９级株率／％

　　７～９ｄｅｇｒｅｅｒａｔｅ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２５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２５ ０～１０ １１～２０２１～２５

勐捧橡胶分公司

Ｙｕｎｎ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Ｂｒａｎｃｈ

ＲＲＩＭ６００ ２６２ ６２７２ ４０６５ １８７ ５４９４ ２７９４ １８７ ４８３６ ２１１４
ＧＴ１ ６０６ ７７１０ ５１６４ ２１７ ５７８４ ３３０７ ０６７ ３６８１ １８５１

平均 ｍｅａｎ ４３４ ６９９１ ４６１５ ２０２ ５６３９ ３０５１ １２７ ４２５９ １９８３
东风橡胶分公司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Ｂｒａｎｃｈ

ＲＲＩＭ６００ ３８６４ － ４８１８ ３２６８ － ４０４４ ３０３８ － ３７２５
ＧＴ１ １４０４ － ６１６５ ５２５ － ５８９５ １４３ － ５７２８

平均ｍｅａｎ ２６３４ － ５４９２ １８９７ － ４９７０ １５９１ － ４７２７
橄榄坝橡胶分公司

Ｙｕｎｎ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ＧａｎｌａｎｂａＢｒａｎｃｈ

ＲＲＩＭ６００ １０８２ ５６１８ ５３８３ ８４３ ４５６５ ４０１１ ７２３ ３６１５ ３１２５
ＧＴ１ ２８３６ ３８６４ ５０４２ ２６０２ ３２８８ ３５７９ ２４００ ２９０９ ２６６７

平均ｍｅａｎ １７２９ ４２４６ ６１５２ １４８５ ３４９１ ４９７１ １３２０ ２９７１ ４２６９

２３　橡胶树死皮树的田间分布
在国外和国内其他地方作的调查表明，橡

胶树死皮病可沿植胶行一株接一株的扩展。我

们的调查结果 （表３）也表明，在被调查的树位
中，存在连株分布的现象，连续分布的橡胶树

死皮病病株最终形成长短不一的条带，并且不

同割龄和不同品系橡胶树死皮树的分布存在明

显差异。在 ０～１０割龄段中，橡胶树死皮树大
部分呈单株分布，而且，死皮树连续分布的条

带较短，呈连续分布的橡胶树死皮树最高仅达８

株 （橄榄坝橡胶分公司，ＧＴ１品系）；１０～２０割
龄段，呈连续分布的橡胶树死皮树的比例较高，

死皮树分布的条带最高长达２８株；２０～２５割龄
的橡胶树死皮树大部分呈连续分布，死皮树分

布的条带最高长达 ２０株 （东风橡胶分公司，

ＲＲＩＭ６０００）。表明，橡胶树死皮树植株呈连续
分布的现象在１０～２０割龄及２１～２５割龄的ＧＴ１
品系和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中发生较普遍，但在 ０～
１０割龄段的 ＧＴ１品系和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中则发生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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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０～１０，１１～２０，２１～２５割龄段平均发病率分别
为１５９９％，５６１９％，５４１９％，而发病指数分别为
１１９４，４５６５，４６３９，７～９级株率则分别为
７７２％，３７２６％，３６５９％。表明，０～１０割龄段
的发病率、发病指数和７～９级株率均较１１～２０和
２１～２５割龄段的低，而１１～２０和２１～２５割龄段间
则差异不明显。张云江等报道，生产上 ＜２０割龄
的胶树实行新割制比实行老龄割制、强割割制效果

好，累计死皮率低。因此，在１１～２０割龄段选择
适宜的割胶制度对控制死皮率比较重要。相同割龄

段的橡胶树在制定割制时要充分考虑橡胶树生长环

境及橡胶树植株间产胶能力的差异。

ＲＲＩＭ６００和ＧＴ１品系是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区
较普遍种植的品系。调查结果表明，ＲＲＩＭ６００，
ＧＴ１品系的发病率分别为５０４５％，４４６１％，发病
指数分别为 ３３１８，３１５６，７～９级株率分别为
２９３６和２４８７，ＲＲＩＭ品系略高于 ＧＴ１品系。然
而，发病指数则在东风橡胶分公司和橄榄坝橡胶分

公司，ＲＲＩＭ６００较 ＧＴ１品系高，在勐捧橡胶分公
司则ＧＴ１品系较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略高。杨少琼等的
调查也表明，与ＧＴ１，ＰＲ１０７等品系比较，在国内
的大部分植胶区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的死皮病发生程度
较重，但是在特定的地区，如在海南的红华农场

ＲＲＩＭ６００品系的死皮病发生程度则较轻。
许多报道都表明，橡胶树死皮树在田间会沿植

胶行成连续的带状分布，ＤＥＳＯＹＺＡ在斯里兰卡的
调查和分析也表明，在ＲＲＩＭ６００，ＲＲＩＭ６２３，ＰＢ２８／
５９品系的胶园中，橡胶树死皮树成串分布的现象
较普遍。但是目前对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区橡胶死皮

树的田间分布的报道较少。我们的调查表明，在

１０～２０及２１～２５割龄段的橡胶树中橡胶树死皮树
呈连续分布的较普遍，且随割龄段增加，橡胶树死

皮树连续分布的长度及发生的频率也明显增加，说

明，在西双版纳的胶园中也存在橡胶树死皮树沿植

胶带蔓延的现象。已有的研究认为，橡胶树死皮树

沿植胶带蔓延是由某种具有传染性的病原所导致

的，死皮树在田间的分布与某种传染性的病原物有

关，目前通过各种病原学方法从死皮树中分离出包

括疫霉属、腐霉属、刺盘孢属等病原菌，但最终被

证明这些微生物是腐生物或者是次生病原。也有研

究认为，死皮树的分布于土壤因素有关，土壤的粘

度与橡胶树死皮树的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ＰＥＹＲＡＲＤ［１２］的研究则表明，某些影响因素空间的

异质性导致了在某些区域对橡胶树植株产生了胁

迫，因而，橡胶树死皮树植株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分

布。有关西双版纳胶园橡胶树死皮树的扩散动态需

进一步研究，同时，也应进一步确认导致西双版纳

橡胶树死皮病空间分布的原因，这将为橡胶树死皮

树的防控提供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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