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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植物病害流行学》（中译本）（CookeBM，GarethJD，KayeB主编
的TheEpidemiologyofPlantDiseases第二版）刚刚出版，现在新编的《植病流行学》统编教材又即将面世
。
这对我国植物病理学发展颇有好处。
前一本由国外学者编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其特点是分工撰写，突出各位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
后一本是国内专家集体编写的教材，注重全书的整体性和体系结构，在默认共识的基础上，分工执笔
、发挥专长。
这两本书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我想，如能将两书并列对照，细读一遍，一定会大有收益的。
　　回顾1986年我和杨演先生合作编写《植物病害流行学》，虽然那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和学识都
有限，但总觉得应当及时起步。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大有进展，如1998年，肖悦岩、季伯衡、杨之为、姜
瑞中合编的《植物病害流行与预测》简明教材。
现在这本新教材的编写更说明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实属可喜。
　　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再过些年回顾，也许就会发现现在这些仍然只是基础。
植物病理学今后还要和其他相关学科一起，共同分担一些有关人类生存和幸福的重大任务。
在《植物病害流行学》（中译本）的序中，我曾写道：“植物病害流行学的今后发展，一方面，越来
越需要分子植物病理学（在标记、探测、验证与机理研究方面）和信息技术（在信息传递、加工与管
理运用方面）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它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宏观植物病理学的道路。
”借此我还要再说一句一直想说的话：“在研究方法上，观察、实验和模拟三者并重，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目前，模拟的作用仍然被很多人所忽视。
今后的流行学研究中，在时空尺度越来越大、因素互作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尤其不可忽视三者的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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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发展和固有的内容体系，重点阐述了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原理与应用。
全书共分15章，第一章讲述植物病害的流行和流行学。
第二章至第八章讲述植物病害流行的影响因素、时间动态、空间动态、监测、预测、损失估计和风险
分析。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讲述植物病害流行的遗传学、统计学、分子生物学基础和计算机技术，以及数据的
统计分析和模拟方法。
第十三章从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原理介绍了病害防治的策略和措施。
第十四章探讨了植物病害流行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十五章给出了10个课堂实验，供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实际练习。
    本书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植物病理学专业或植物保护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学习植物病害流行
学的教材，也可作为农林各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亦可作为从事植物病害流行学研究和管理人员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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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要：本章介绍了植物病害流行田间试验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常用的统计分布函数、统计假设测
验与拟合度测定、植物病害的空间格局与取样。
重点介绍了植物病害流行的田间试验统计分析、植物病害流行预测与建模的数理分析，特别是方差分
析、相关与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模糊聚类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等。
　　植物病害流行学侧重研究植物病害群体和定量变化。
监测数据的整理、流行因素作用的分析、数学模型的建立、药效试验的设计与分析、病害分布型的测
定、田间抽样技术的确定、病原群体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病害经济阈值的测定等都离不开数
理统计。
在统计学基础上建立的某一流行过程的数学模型，比文字描述更为准确，而且便于比较。
常用的统计方法有回归和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方差分析和拟合度测定等。
现在有很多软件，如DPS、SAS数据处理系统，可在计算机上完成大量运算。
　　第一节植物病害流行的田间试验设计原理与方法　　一、试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试验设计的主
要作用是减少试验误差，提高试验的精确度，为了使参加试验的各个处理组合得以在公平的基础上进
行比较，试验设计中必须遵守下述基本原则。
1.试验必须设置重复　　田间试验中，每个处理必须设置适当的重复次数，其主要作用是估计试验误
差和降低试验误差（肖悦岩等，1998；慕立义，1994）。
试验误差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只能用同一处理多次重复的评价指标的差异来估计，若各处理没
有重复，就无从求得差异，也就无法估计试验误差。
另外，适当增加重复次数所得的平均值往往比单一处理（不重复）的数据更为可靠，更能准确地反映
处理效应。
　　从理论上讲，重复次数越多，误差越小，但重复次数太多，耗费人力、物力也多，在执行过程中
易引起混乱，反而达不到减少误差的目的。
从统计学观点考虑，变量分析时误差自由度应大于10，根据这一原则，处理数目不同时所要求的重复
次数不同。
此外，重复次数还应考虑实际可能性，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不设重复。
2.运用局部控制　　田间试验中，尽管在选择试验地时已注意到“地力均衡”这一点，但实际上一块
地的土壤肥力或水分状态总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慕立义，1994）。
局部控制就是分范围、分地段地控制非处理因素，使对各处理的影响趋向于最大程度的一致；因为在
较小地段内，影响误差的因素的一致性较易控制。
这是降低误差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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