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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园林植物病害是严重危害城市园林的自然灾害之一。
园林植物被病害侵害后，造成枯死、溃疡等，影响观赏。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生态环境建设、绿化和美化环境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地植物的种植、造景是绿化和美化环境的一项主要工作，但绿地植物常常受到病害的严重危害。
因此，开展植物病害诊断与防治，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为提高广大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及城市园林工作者诊断、防治园林植物病害的实际工作能力，特
编写《园林植物病害诊断与防治》。
本着科学、求实、创新的精神，通过查阅、收集、整理、引用、实践总结，精心编写，多方征求意见
，编成此书。
　　本书利用通俗而且专业的语言，由浅人深地介绍了病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本书将生态学原
理、系统工程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遗传学原理引入到园林植物病害防控体系中，介绍了Flor的基因
对基因假说、第二基因对基因假说、阈值原理、病害管理系统、综合防治等经典的和新的理论。
倡导采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观点，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前提下，将植物栽培管理措施
、生物控制技术、化学防治措施、物理机械措施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安全有效地控制绿地植物的病
害，保证园林绿地植物的观赏价值，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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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植物病害诊断与防治》利用通俗而且专业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园林植物病害的基础
知识和理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园林植物病害的诊断及防治技术，引入了当前植物病害防治的新观念
、新思路，突出实用性。
《园林植物病害诊断与防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适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园林绿化、植物、植保等部门的管理者、开发者、科研工作者等人员阅
读；不仅可作为大专院校教师、学生的参考书及短期知识技能培训教材，而且也可作为城市绿地建设
者和管护者的业务指导书。
　　全书共有5部分：第一部分概论，详细论述了植物病害及防治科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植物病害的基础知识、名词解释、经典理论及现代系统工程学原理、生态学原理
、遗传学原理、植物病害综合控制技术等。
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植物病害的诊断技术，主要包括：真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病毒性病害、植物
线虫病害及非生物性病害的诊断技术。
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植物病害的综合控制技术，包括植物病害综合控制体系的建立、决策、实施、效
益评估等。
第五部分介绍了常见园林植物病害的防治技术，包括：花卉植物病害、观赏果树病害、城市行道树病
害的防治技术，共有90多种常见园林植物病害，并附有病原菌形态识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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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论　　植物病害是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之一。
病害发生严重时，可以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和农产品品质下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有危险
性病害的农产品不能出口，影响外贸；少数带病的农产品，人畜食用后会引起中毒；园林植物被病害
侵害后，造成枯死、溃疡等，影响观赏。
因此开展植物病害诊断与防治，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1.1　植物病理科学发展历程　　植物病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古已有之。
中外古籍书志中早有关于植物病害的记载，并对它们提出了各种解释和对策；但是人们用观察、实验
等近代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和防治植物病害，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中叶De Bary研究真菌对于植物的致病
性时开始的。
De Bary关于黑粉病的专著“Die Brand Pilze”是1853年发表的，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在这期间，各门科学都在发展，并且相互影响，使得植物病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按照Cowlin9和Horsfall（1978））分析，把植物病理科学研究历程，分为3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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