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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各位专家、老师、同学的积极配合下，在会务组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
第五届中国植物细菌病害、第七届中国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暨国际细菌学及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术研讨
会会议论文集终于出炉了。
　　《植物细菌病害与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进展》共收集了103篇稿件。
分为综述和研究论文两个板块；其中研究论文分为植物相关细菌与细菌病害、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植
物抗病抗逆性、生物农药新产品及应用四个方面。
四方面研究内容中，植物相关细菌与细菌病害部分涉及水稻等大田作物、甘薯等杂粮、蔬菜、果树、
花卉等多种农作物的病原细菌的鉴定、检测和分类，以及该类病害的侵染规律、流行学等基础研究，
同时包括其他农作物相关细菌的研究；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部分涉及防治水稻、玉米、甘薯、蔬菜、果
树等植物病害活菌制剂、蛋白类、抗生素等生防因子的筛选、防效验证、防病机理等研究；植物抗病
抗逆性部分涉及诱导植物抗病抗逆性、生防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生防相关因子及抗逆因子的功能
等研究；生物农药新产品及应用部分涉及防治各类植物病害的小试、中试产品，包括田间防效实验、
产品介绍等。
每一部分文章基本按照投稿先后顺序排列。
研究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基本反映了目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不仅体现科研工作者的思路、
方法、技术创新，还展示了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的丰富经验，以及科研人员与企业、植保站
和农民技术员的多方合作成果。
　　在本书出版之际，感谢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细菌委员会和生物防治委员会的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对论文的细致审阅修改，感谢帮助收集、整理稿件的老师和研究生们的工作。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沂中凯农用化工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保物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在会议召
开和论文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大力支持。
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论文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祝愿各位同事同仁事业进步，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中国植物病理学研究水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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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细菌病害与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进展》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各位专家、老师、同学
的积极配合下，在会务组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第五届中国植物细菌病害、第七届中国植物病害生物
防治暨国际细菌学及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终于出炉了。
　　《植物细菌病害与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进展》共收集了103篇稿件。
分为综述和研究论文两个板块；其中研究论文分为植物相关细菌与细菌病害、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植
物抗病抗逆性、生物农药新产品及应用四个方面。
四方面研究内容中，植物相关细菌与细菌病害部分涉及水稻等大田作物、甘薯等杂粮、蔬菜、果树、
花卉等多种农作物的病原细菌的鉴定、检测和分类，以及该类病害的侵染规律、流行学等基础研究，
同时包括其他农作物相关细菌的研究；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部分涉及防治水稻、玉米、甘薯、蔬菜、果
树等植物病害活菌制剂、蛋白类、抗生素等生防因子的筛选、防效验证、防病机理等研究；植物抗病
抗逆性部分涉及诱导植物抗病抗逆性、生防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生防相关因子抗逆因子的功能等
研究；生物农药新产品及应用部分涉及防治各类植物病害的小试、中试产品，包括田间防效实验、产
品介绍等。
每一部分文章基本按照投稿先后顺序排列。
研究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基本反映了目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不仅体现科研工作者的思路、
方法、技术创新，还展示了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的丰富经验，以及科研人员与企业、植保站
和农民技术员的多方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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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枯草芽孢杆菌生物膜与生防效果相关性初步研究活菌浓度对三株生防菌的水剂保存存活率及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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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杆菌病害生防潜力的室内快速评价粉红粘帚霉GR_15B-1，3-葡聚糖酶分离纯化酶学性质及其对病菌
的抑制生防芽孢杆菌B579的定殖及其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4株生防菌对马铃薯晚疫病菌的抑菌作用枯草
芽孢杆菌S-16抗菌谱的测定及发酵条件的初探生防细菌B579与甲霜灵协同控制猝倒病的初探碳酸氢钠
（NaHCO）对生防菌防治采后梨轮纹病的影响青枯病生防菌株BS2004的鉴定及其活性分析产酶溶杆
菌OHI1菌株cfp基因的克隆及功能分析荧光假单胞菌菌体乙醇提取物对TMV的抑制作用研究&lsquo;武
夷菌素高产菌株选育及发酵优化组合研究拮抗烟草青枯病菌的内生细菌筛选、鉴定及定殖研究解淀粉
芽孢杆菌对玉米小斑病菌的抑制作用及对玉米的促生作用内生真菌球毛壳：ND35产抗生物质的培养
基优化和检测内生菌球毛壳ND35在宿主植物上的侵染定殖内生细菌Y1对水稻白叶枯病的防病促生作
用及鉴定黄瓜白粉病原菌鉴定及其生防菌株CAB-1发酵工艺优化枯草芽孢杆菌BAB-1脂肽类物质的分
离鉴定及性质分析武夷菌素活性成分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一株稀有内生放线菌Hhs．015抗菌活性物质
的研究拮抗链霉菌R15发酵液化感作用的初步研究发光杆菌Photorhabdusluminescens1029抑菌谱及其环
境因素的影响研究拮抗细菌YD4-15和NVll4对病原菌的抑制活性及其水稻防御酶系的诱导反应放线菌
菌株Ys．03的分离筛选及其抗病毒作用初步研究利用几丁质酶基因提高伯克氏菌生防能力重组表达几
丁质酶和葡聚糖酶的芽孢杆菌生防工程菌的构建生防菌SF．193对空心莲子草活性氧代谢及相关防御酶
系统的影响拮抗芒果炭疽病菌的红树内生细菌筛选及AiL3菌株抗菌物质研究植物抗病抗逆性蛋白酶复
合体ClpXP对Dickeyadadantii3937三型分泌系统调控途径分析B．1，3-1，4．葡聚糖酶基因重组表达质
粒的构建及其、在蜡样芽孢杆菌B905中的表达多粘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polymyxa）M1中木聚糖酶基
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根系分泌物在蜡质芽孢杆菌ARl56诱导抗病过程中的作用初探蜡质芽孢杆菌ARl56
诱导拟南芥信号传导方式初探Harpin蛋白家族的特征分析黄瓜细菌性角斑病菌hrpZ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地衣芽孢杆菌W10B-甘露聚糖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生防细菌L5的鉴定及其生防相关因子的初步分析水
稻基腐细菌ExpS感受蛋白中Hamp结构域的敲除及其功能分析水稻基腐细菌毒素降解菌的筛选及其相
关基因克隆hrpZ基因植物表达重组体构建及转化烟草的研究河北省棉花枯萎菌的鉴定及RAPD分析黄
河流域棉花立枯丝核菌菌丝融合群及其营养亲和群研究利用DAS-ELISA对不同抗性棉花品种体内棉花
黄萎菌的检测蛋白编码基因在转基因油菜后代中的遗传表达以及对农艺性状的影响芽孢杆菌脂肽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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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调控基因功能的研究一种新的非核糖体合成酶基因簇的克隆和功能预测稻黄单胞菌harpinxoo激发了
棉花体中活性氧产生及防卫相关基因的表达TA3-13转基因烟草研究海洋芽孢杆菌Bacillusmarinus
：B-9987菌株在番茄植株内的定殖及抗盐作用生物农药新产品及应用防治蔬菜根结线虫病等多种土传
病害的芽孢杆菌ARl56活菌制剂生物农药&ldquo;蔬得康&rdquo;防治苦瓜根结线虫田间试验&ldquo;蔬得
康&rdquo;防治淮安地区大棚黄瓜根结线虫的田间试验生物农药&ldquo;蔬得康&rdquo;不同施用方法对
番茄生长的影响测定淮安市青浦区蔬菜大棚病害调查生防细菌及其混合菌株对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防
治作用A168菌悬液对水稻幼苗的促生、抗病及增产作用研究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生防菌之间互作关系及
其对生防效果的影响海洋芽孢杆菌B一9987耐盐特性及其防治植物病害效果的初步研究玉米茎基腐病生
防细菌的筛选与应用枯草芽孢杆菌XF-1菌株防治十字花科根肿病防治植物细菌性和真菌性土传病害及
叶部病害茅苍术苗期黑斑病的药剂防治研究生防菌剂YKT4．1及B418防治茄子根结线虫病的田间试验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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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强植物细菌病害的基础研究，不仅是我国可持续控制植物细菌病害的战略需求，而且对于植物
病理学基础研究具有引领和方向性作用。
特别是植物一病原细菌互作中的病原菌：PAMPS激发的植物基础抗性PTI、病原细菌致病性效应分子
激发的ETI和ETS，对于分析植物病原真菌与植物互作中的PTI、ETI和ETS具有重要的科学作用。
　　因此，未来5-10年，我国植物细菌病害与防治的重点研究方向是：植物病原细菌致病性和毒性及
其变异的分子机理、病原细菌激发植物抗／感病性的分子基础、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和效应子的植物互
作因子鉴别与利用等。
　　4。
本学科领域发展的策略和措施鉴于植物细菌病害研究的基础地位和对植物病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引领作
用，为了保障我国在植物细菌病害的研究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未来5-10年，将在7个模式的框架
下构架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全国性布局。
　　以7个模式植物细菌病害为对象，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如水稻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植
物青枯病、十字花科植物细菌性黑腐病、柑橘溃疡病、番茄溃疡病和柑橘黄龙病等。
　　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应该设立植物细菌病害专家咨询组。
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点支持能够引领7个模式植物细菌病害基础研究走向国际水平的中青年科学家所
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发展和壮大国家侧面上植物细菌病害研究的科学研究队伍。
青年科学家除了走向国际舞台外，还需要在7个模式植物细菌病害的防治方面有创新性作为，并对省
级科研单位的病害监测与治理具有指导性作用；在国家自然基金侧面上重点支持传统优势单位的青年
科学家脱颖而出。
　　在环境建设方面，支持优势单位针对重大共性科学问题的支持力度，例如国外正在开展的第2代
基因组计划；增加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的预算比重，使研究人员有做大事的平台支撑；构建国家级植
物细菌病害数据平台，发挥北京和上海的技术信息等优势，使植物病原细菌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
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以及植物细菌病害流行与监测等研究成果信息实现中央级、省级和农户间的信息
共享，实现基础理论研究与防治技术实践的信息对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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