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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防治是植物病害综合治理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从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的人员队伍不
断壮大，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也从实验室基础研究逐渐走向田间实际应用，在农业生产和植物病害防治
工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教材建设是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作为高等农林院校植物病理及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程，在多数农林高校均
有开设。
虽然国内外过去曾经编写过一些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材，但由于年代较早，且当时研究成果有限，故
教材多偏重于理论阐述，对应用技术论述较少。
近年来，随着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不仅在理论方面有许多突
破，而且在应用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也进展很快，原有教材已很难满足教学工作需要。
四川农业大学等国内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这本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的教材，作为一名从事多年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和
教学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从教材的编写来看，作者颇具匠心，力求使全书具有系统的完整性和内容的创新性，有一定特色，值
得一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已有很好的基础，也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想必在编者和
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也将在植物病害的防控工作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借此，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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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是18年来国内关于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基础理论和实践的全新教科书。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共12章和附录实验组成。
上篇——基础理论介绍了植物瘸害生物防治的基本概念、生防机制、生防因子、生防途径和措施；分
析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与植物病害系统、生物多样性、植物微生态系和植物一病原物巨作体系的关系
。
中篇——实践应用介绍了各类病原物引起的主要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历史、现状和成就。
下篇——研究开发介绍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附录实验介绍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基础实验。
    本书重视继承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开发的有机结合，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基础性、前沿
性和实用性，不仅可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植物保护、农学、林学、园艺、生物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的教学用书．同时也可作为广大从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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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与植物一病原物互作体系      一、植物病原物的致病性和诱导抗病性    ⋯⋯下篇 研究
开发附录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基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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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生态系概念，选出对植物有益、对病原物有害的微生物，增殖后用于植物，改善植物自然生
态系，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并据此而创制了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增产菌”。
1984年，在他的主持下于江苏无锡召开了“土传病害与生物防治”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植
物病害生物防治的研究和发展。
1986年，他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生态植物病理学，系统地介绍这一新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
技术，为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提供了新的控病原理和应用途径。
　　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在国际上建立了水稻品种多样性持续控制稻瘟病理论体系，在理论和技
术上获得了重大突破。
利用生物间相克相生的自然规律，把不同遗传背景的品种科学地组合排列种植在田问，使农田多样性
丰度增加，并形成立体的植株群落，有效地减少病虫害的危害，增加粮食产量。
他和同事撰写的论文《遗传多样性与稻瘟病的控制》（2000），发表在全球的学术权威杂志Nature上
，并随文刊载了国际著名学者对此项研究的专题评述：“这一研究成果为水稻病害的控制提供了一种
生态学的方法，在大面积栽培中更加有效，这将为中国和世界水稻的稳定生产作出贡献。
”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跨入世界领先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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