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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其前身为福建农学院植物病毒研究室（1979～1994）、福建农业
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1994～2000），2000年改为现名。
　　本所成立30年来，先后获得植物病理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点（1984）、博士学位授予点（1990）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4）、福建省211重点学科（1995）、农业部重点学科（1999）和国家重点学
科（2001，2006），获准建设福建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1993）、福建省植物病毒工程研究中心
（2003）、教育部生物农药与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2004）、财政部植物病原学特色专业实验室
（2007）和农业部亚热带农业生物灾害与治理重点开放实验室（2008）。
　　30年来本所以一个中心（培养高层次人才）、三个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为宗
旨，以“献身、创新、求实、协作”为所训，以“敬业乐群、达士通人”为目标，主要从事以水稻为
主的植物病毒和病毒病害的研究，期间随着学科发展和生产实际的需要，拓展了植物病害和天然产物
的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这些研究的有谢联辉、林奇英、吴祖建、周仲驹、胡方平、王宗华、欧阳明
安、徐学荣和王林萍等教授，参与研究的博士后有蒋继宏等7位（已出站5位）、博士研究生有周仲驹
等68位（已毕业51位）、硕士研究生有陈宇航等136位（已毕业94位），发表学术论文440多篇，出版
专著、教材6部，为了及时总结、便于查阅，特将论文部分汇成三集出版，即《植物病毒：病理学与
分子生物学》（其中2001年上半年以前发表的水稻病毒论文，已于2001年10月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植物病害：经济学、病理学与分子生物学》和《天然产物：纯化、性质与功能》。
　　考虑到全书格式的一致性，将原文中的作者简介和通讯作者予以删除。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本所何敦春、高芳銮、张宁宁、欧阳明安、徐学荣、陈启建、庄军、出泽宏、蔡
丽君、胡梅群、周剑雄、祝雯、丁新伦、林白雪、郑璐平、谭庆伟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科学
出版社甄文全博士的指导和支持，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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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有关植物病害研究的原创性论文，其中包括水稻、甘薯、甘
蔗、猕猴桃、龙眼等植物的主要病害及其病理学、分子生物学、经济学、生态学与绿色植保的科研成
果。
    本书可供从事植物病害病理学、分子生物学、植物保护经济学、植病生态控制的科研工作者、高校
师生和农业推广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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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还要考虑到生态上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上的可持续
性。
三者的可持续性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
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同时也为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更多的物质支持。
反之，生态和社会的良好状态促进经济的永续发展。
简要地说，持续农业可理解为：生态上可恢复，经济上可再生产，社会上可接受，生产系统能够持续
健康地发展的农业经营体系和技术体系。
持续农业是21世纪农业的主导方向，包括三个目标：粮食安全、消除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以求得农业
的持续发展。
　　2 植物病害对持续农业的影响　　病害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病毒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利
用病毒的一些特性来服务人类。
例如：病毒可以作为基因工程的有效载体，把基因、药物或其他任何有用物质送入到特定细胞中；可
以将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导人植株体内，获得能稳定遗传的抗这种病毒的植株；可以利用昆虫病毒来控
制害虫；可以利用病毒使花卉（如郁金香）增色，提高观赏价值，使果实（如樱桃）产量增加，提高
经济价值等。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病毒的侵染导致植物的反常生长，造成经济损失，影响生产发展。
虽然通过病害的防治可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农业及其相关产
业的发展，但是不科学的病害防治不仅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而且会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直接
危害人类健康。
植物病害所致的产量损失及植病防治的这些不利影响都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植物病害是农业生产中的绊脚石，是持续农业的一大障碍，科学、合理的植物病害防治在持续
农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为粮食安全奠定了物质基础
。
大量事实表明，植物病害对粮食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
历史上因为植物病害的暴发而造成的悲剧令人震惊，水稻矮缩病于19世纪末在日本一些地区流行，曾
因此饿死1万余人；1845年由于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造成了震惊世界的爱尔兰大饥荒；孟加拉1942年大
面积的水稻遭受胡麻斑病的侵害而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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