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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自2005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好评，2007年被评为“辽宁
省精品教材”，2008年被全国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中国职教学会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
会评为“全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精品教材”。
该教材所附光盘2007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百种‘三农’优秀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本版教材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以教高[2006]16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
件，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实质性调整，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
、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要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而教材是体现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创新的重要载体，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标
志。
　　为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本版《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教材的修订工作以教
高[2006]16号等文件为指导，继承和发扬本教材第l版的编写优点，及时反映新时期教学内容和课程改
革的成果，采纳了一些热心读者反馈的意见，力求符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本版教材保留了促进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深化学习内容的“想一想”、“议一议”、“比一
比”和“查一查”等栏目以及扩展课程内容的“资料卡”，主要作了如下修订：　　1.教材内容覆盖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参考了植保员国家职业标准，本教材各章节的标题与职
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和职业资格标准相对应，内容与之相适应，并补充或增加了病虫害预测预报
、田间调查与数据整理、制订综合防治计划和农药（械）使用等内容。
　　2.教材体系结构以工作过程为参照系依据园艺植物病虫害的诊断与识别、认识发生规律、预测预
报、综合防治、安全科学用药和无公害防治的工作过程对本教材内容进行序化，以工作任务引领相关
的专业知识、概念和技能。
为使本教材既能与实践教学紧密衔接，又便于综合、统筹防治病虫害，在编写时以园艺植物种类为主
要体系，以病虫害为害部位为辅助体系；使用时可以根据各地园艺植物种类和病虫害的具体情况，将
内容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的模块，便于选择性组织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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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以工作过程为参照系，以工作任务引
领专业知识，简明、扼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园艺植物病害识别与诊断、昆虫识别与分类、病虫害
发生规律及预测预报、病虫害综合治理、安全科学使用农药以及苗期与根部病虫害等内容。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还详细叙述了常见园艺植物病虫害的识别诊断及防治措施，囊括了蔬菜、果
树、花卉及草坪等的常见病害292种，常见害虫269种，附彩色生态照片252幅，黑白插图192幅。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为给学生提供个性化实践学习和进一步探究式学习的机会，在相关章节
后提供了模拟农业生产实际或工作过程的开放性实训项目；为方便学生学习，每章前列有“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章后有“本章小结”和“巩固与拓展”；为了给学生复习、测验、巩固、提高和教师
参考提供更多的途径，书后还附有教学光盘。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本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五年制高职
园艺专业和植保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农民科技培训的教材，还可供园艺生产、植物保护、农药
经营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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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与喷雾器的使用实训5-6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第四节 农药的安全使用第五节 农药的科学使用本章小
结巩固与拓展第六章 园艺植物苗期与根部病虫害第一节 苗期与根部病害实训6-1 园艺植物苗期与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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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诊断与防治实训7-8 豆科和其他蔬菜常见害虫识别与防治本章小结巩固与拓展第八章 落叶果树病虫
害第一节 苹果病虫害实训8-1 苹果常见病害诊断与防治实训8-2 苹果常见害虫识别与防治第二节 梨树
病虫害实训8-3 梨树常见病害诊断与防治实训8-4 梨树常见害虫识别与防治第三节 葡萄病虫害实训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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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病虫害实训9-1 柑橘常见病害诊断与防治实训9-2 柑橘常见害虫、害螨识别与防治第二节 香蕉、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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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实训10-1 草本花卉病虫害识别第二节 藤灌类花卉病虫害第三节 乔木类花卉病虫害实训10-2 木本花卉
病虫害识别第四节 草坪病虫害实训10-3 草坪病虫害识别本章小结巩固与拓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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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生态特性植物寄生线虫除休眠状态的幼虫、卵和胞囊以外，都需要在适当的水中或表面有
水膜的土壤颗粒上进行正常活动和存活，也可在寄主植物的活细胞和组织内寄生。
活动状态的线虫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会很快死亡。
线虫发育最适温度一般为15～30~C。
在45-50~C的热水中10min即可被杀死。
线虫在寒冷、干燥或缺乏寄主时能以休眠或滞育的方式在植物体外长期存活，多数线虫的存活期可以
达到1年以上。
　　寄主根部的分泌物对线虫有一定的吸引力，或者能刺激线虫卵孵化。
线虫在土壤中的活动性不大，在整个生长季节内，线虫在土壤中主动扩展的范围很少超出0.3 -1.0mm
的范围。
线虫一般是通过人为的传带、种苗的调运、风和灌溉水以及耕作农具的携带等进行远距离传播。
　　植物寄生线虫在土壤中有许多天敌，有寄生线虫的原生动物，有吞食线虫的肉食性线虫，有些土
壤菌物可以菌丝体在线虫体内寄生。
　　（4）侵染特点线虫寄生植物的方式有外寄生和内寄生。
外寄生是线虫的虫体大部分留在植物体外，仅头部穿刺到寄主植物的细胞和组织内取食；内寄生是线
虫的整个虫体都进入植物组织内。
　　植物寄生线虫通过头部的感觉器官接受植物根分泌物的刺激，并且朝根的方向运动，一旦与寄主
组织接触，即以口针穿刺植物组织并侵入。
线虫主要从植物表面的自然孔口（气孔和皮孔）侵入和在根尖的幼嫩部分直接穿刺侵入，也可从伤口
和裂口侵人植物组织内。
　　（5）致病作用线虫吸食营养是靠其口针刺人细胞内，首先注入唾液腺的分泌液，消化一部分细
胞内含物，再将液化的内含物吸入口针，并经过食管进入肠内。
在取食过程中，线虫除分泌唾液外，有时还分泌毒素或激素类物质，造成细胞的死亡或过度生长。
此外，线虫所造成的伤口常常成为某些病原菌物或细菌的侵入途径，给植物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线
虫还可传播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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