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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病原病毒学》共十五章，包括病毒的本质及其相关理论和方法——病毒的特征，RNA
与DNA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病毒的起源、变异与进化，病毒的分离提纯，病毒的侵染、增殖，病毒与
寄主的互作以及类病毒、卫星病毒与卫星核酸——病毒的诊断鉴定与病害的科学管理(控制)。
植物病原病毒学是植物病原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植物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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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联辉，植物病理学家，植物病毒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农业教育38年，教书育人，自成特色。
对中国水稻病毒病的毒源种类、分布、传播、测报和治理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甘蔗、烟草、番茄、水仙和香蕉等植物病毒病的研究颇有建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病原病毒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病原病毒的发现第二节　病原病毒及其本质第三节　植物病原病毒与病毒
病害第四节　植物病原病毒学的内容第二章　植物病毒的特征第一节　植物病毒的形态与结构一、病
毒的形态二、病毒粒体的结构第二节　植物病毒的化学组成一、病毒的核酸二、病毒的蛋白质三、病
毒中的其他化学物质第三节　植物病毒的基因组特征一、单链正义RNA病毒二、单链负义RNA病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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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分离提纯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病毒的分离第三节　病毒的毒源繁殖第四节　病毒的提纯一、抽提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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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核酸的复制二、病毒蛋白的合成第三节　病毒的装配一、装配二、成熟第四节　病毒的扩散、运输
与分布一、病毒在细胞间的移动二、病毒的长距离运输三、病毒在寄主体内的分布第九章　植物病毒
与寄主植物的互作第一节　致病性与抗病性一、致病性与抗病性的类型二、致病性与抗病性的基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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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抗性和信号转导一、局部获得性抗性二、系统获得抗性与信号转导第四节　抗性遗传一、抗病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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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的HR五、其他病毒一寄主过敏性反应第五节　病毒对寄主基因表达的调控一、病毒侵染对寄主
细胞中核酸与蛋白质的影响二、发生过敏性反应的寄主中蛋白质的变化三、病毒侵染对寄主细胞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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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五、类病毒的检测与防治第二节　卫星病毒第三节　卫星核酸一、卫星DNA二、卫星RNA第十一
章　植物病毒的诊断与检测第一节　生物学测定法一、侵染性测定二、指示植物测定三、寄主范围测
定四、传播方式测定五、细胞内含体测定第二节　电子显微镜测定法一、负染色法二、超薄切片法三
、免疫电镜法第三节　血清学测定法一、抗原和抗体二、植物病毒抗血清的制备三、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法四、免疫印迹法五、免疫试条法第四节　分子生物学测定法一、双链RNA技术二、核酸分子杂交
三、多聚酶链式反应第十二章　植物病毒的寄主反应与寄主范围第一节　植物病毒病的症状一、症状
类型二、局部症状和系统症状三、病毒病症状的复杂性四、病毒引起植物症状的分子机理第二节　植
物病毒的细胞病理学一、寄主植物的细胞病变二、病毒内含体第三节　植物病毒的病理生理学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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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虫介体二、线虫介体三、真菌介体四、脊椎动物传毒介体五、寄生性种子植物第三节　病原病
毒介体传播的基本模式一、病毒介体的传毒模式二、介体特异性传毒的机制第四节　病毒介体昆虫传
播的分子基础一、黄瓜花叶病毒属二、马铃薯Y病毒属三、花椰菜花叶病毒四、其他非循回式病毒五
、黄症病毒属六、双生病毒七、其他非增殖型病毒八、循回式增殖型病毒第五节　介体线虫和真菌传
播病毒的分子基础一、线虫传病毒二、真菌传病毒第六节　植物病毒的种子和花粉传播第七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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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一、流行模式二、病害梯度第十五章　植物病毒病害的管理第一节　病毒病害管理的基本原则第
二节　病毒病害管理的基本途径一、宏观生态管理二、微观生态管理第三节　抗病毒基因工程一、抗
病毒基因工程策略二、植物抗病毒基因工程的安全性第四节　抗病毒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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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病原病毒学》可供从事植物病原学、微生物学、植物病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有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植物检疫、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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