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病害防治

        植物病害的防治主要是以作物为中心，合理有
效运用各项措施预防或控制病害的发生发展，将病
害造成的损失控制在经济允许的水平之下，并且力
求做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使作物生
产符合我国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益农业的新要求。

           防治的目的：降低群体植物的发病率或产量的
损失率，以减少经济损失。具特殊价值或意义的单
个植物，如单株果树、庭园行道树、名胜古迹风景
树等，仍要妥善保护，有时还要进行病害治疗。 



第一节  植物病害防治的原理

      植物侵染性病害发生流行取决于寄主、病原
物和环境因素的作用，植物病害的防治措施
应从这三方面入手，削弱或终止病害循环过
程。

1．增强寄主抗病性或保护寄主不受侵染  

      选用及培育抗病品种；  

      根据地区土壤性质和气候条件，选用最适合
当地生长的作物种类；

      加强整地、施肥、管理，增强植物生长势，
提高抗病性；

         施用保护性杀菌剂，保护植株不受侵染。 



2．消灭或控制病原物  

         实行植物检疫，防止病原物传入；

          砍除病株及转主寄主，清除病株残体以减

少侵染来源；

        土壤消毒和轮作以减少土壤中的病原物；

        消灭媒介昆虫，防止接种体传播；

         种子和无性繁殖材料的化学和热力处理，

以杀死其中携带的病原物；

          喷洒或注射杀菌剂进行化学治疗。 



3．改变环境条件使其有利于寄主而不利于病原

物 。

          理论上，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的措

施有效，就可以防止病害发生或流行。

           生产实践中，大多数病害不能用单一的

方法取得满意的防治效果。只有从多方面采
取措施才能控制病害流行。 



         植物病害的防治方法可分为植物
病害检疫、农业防治、选用抗病品
种、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
治六个方面。

         



第二节  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plant quarantine）又称为法规

防治，其目的是利用立法和行政措施防止或延
缓有害生物的认为传播。它是整个植物保护中
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预防措施。 



一、植物检疫的重要性

          在人类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对植物检疫

重要性认识不足，检疫制度不健全，有些重要
病害的传播蔓延给人们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了
严重危害。

           马铃薯晚疫病：19世纪30年代，从秘鲁引

进种用马铃薯传入欧洲。 



           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

分别于1892年和1914年在美国首次发现，以后随

着美国棉花种子向外扩散而传播到世界许多国
家。

1934年我国从美国引进斯字棉后，枯萎病传入我
国，现已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成为威胁棉花生产的重要障碍因素。

          甘薯黑斑病：1937年从日本传入我国。 



          水稻白叶枯病：20世纪50年代，我国仅在南方少数

省局部地区发生，以后由于检疫不严，随着稻种不断调
运，导致此病在国内广为传播，现已遍布全国各主要水
稻产区，成为水稻的重要病害，常常危害成灾，损失惨
重。 



二、植物检疫的任务

         禁止危险性病虫等有害生物随种子、苗木、
无性繁殖材料及有害生物的载体（包装物、
运输工具、植物产品）等由国外传入或由国
内传出。

           将国内局部地区已发生的危险性有害生
物封锁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其传到没有发生
的地区；

            一旦某种危险性有害生物被传入新区，
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就地彻底铲除。随着
我国加入WTO后，对外交流更趋频繁，国内
农产品的流动也不断扩大，杜绝危险性有害
生物传播蔓延的任务将更为繁重。 



三、进出境检疫

         我国的进出境检疫（简称“外检”）制度
和法规是逐渐完善和规范起来的。

          1951：提出了“世界危险植物病虫害表
”和“各国禁止或限制中国植物输入种类表
”，这是当时指导进（出）口检疫的重要文
件和依据。

           1965：成立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各省、

自治区相继设立了动植物检疫机构。至此，
我国的植物检疫工作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 



1983：农牧渔业部颁布了“进（出）口动植物
检疫条例”。

1986：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植物检疫
对象名单”

1992：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

   1993：“国外引种检疫审批办法”。 



进出境检疫包括

进境、出境和过境检疫；携带和邮寄物的检
疫以及运输工具检疫。

检疫对象和范围包括种子、苗木、无性繁殖
材料、植物及植物产品、装载这些检疫物
的容器、包装物以及来自疫区的运输工具
等。

检疫程序包括检疫报批、报检、检疫、检疫
处理和签证放行等。 



危险性植物病害检疫对象：

① 国内尚未发现或虽有发生，但分布不广，一
旦传入可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损失；

② 靠人为传播，即人们在从事商业贸易或各种
交往过程中，病原物随植物（种子）及其产
品多种途径传带；

③ 病原物繁殖快，适应性和抗逆性强，传入后
难以根除。

         《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
》以此而定的。名录中列出了40种病原物为
检疫对象，其中真菌类13种，细菌类6种，病
毒类13种，线虫类8种。 



四、境内检疫(内检)

           我国的境内植物检疫分为农业植物检疫和
森林植物检疫，农业部和全国林业总局主管，
各级均设有相应的检疫机构和专（兼）职检疫
人员，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国内检疫网络
体系。

农业部： 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和应实施的植物、植
物产品名单.

林业总局:  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和应实施的森林植
物及其产品名单。

            境内检疫各省（市、自治区）由农、林主
管部门主管本地区植物检疫工作。 



第三节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

利用抗病品种控制植物病害是最为有效、经济
和易行的措施之一。

对于许多难以运用农业措施得以控制，而又缺
乏有效农药或其它生防制剂的病害，如：土
传病害、病毒病害以及大面积流行的气传性
病害，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可能是唯一有效
的防治途径。



          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些毁灭性病害，如：

欧洲的马铃薯晚疫病、爪哇的甘蔗病毒病等
都是通过抗病品种得以解决的。

            小麦条锈病、秆锈病、白粉病、稻瘟病、

马铃薯晚疫病、烟草黑胫病、棉花枯萎病和
黄萎病等的多次流行和大发生都是靠种植抗
病品种为主辅以其它防治措施而得到控制的。



          抗病性是植物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抗病育

种可以与常规育种相结合进行，一般不需要额外
的投入。

           近些年来，化学药剂的大面积广泛使用，虽

然对某些植物病害的有效控制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同时农药的残留等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
的污染。而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可以克服这一问
题，因此具有安全的特点。

      抗病品种的培育:抗性鉴定，育种抗病品种。 



一、植物抗病性鉴定

           在适宜于发病的条件下用一定的病原物

人工接种或在该病害的自然流行区，比较待
测品种（品系）与已知抗病品种（品系）的
发病程度来评价代测品种的抗病性。 



（一）抗病性的田间鉴定 

         在田间自然发病或人工接种诱导发病条件

下鉴定品种的抗病性，可以揭示植株各发育
阶段的抗病性变化，能较全面、客观地反映
待测品种的抗病性类型和水平。

田间鉴定缺点:

不同地区和栽培条件下, 需周期较长;

同时也受到生长季节的限制。

  难以分别鉴定对多个不同病害或病原物小种

的抗性。 



（二）抗病性的室内鉴定 

         在温室或其它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品种的

抗病性鉴定；不受生长季节的限制和自然条
件的影响；一般在苗期进行，为苗期抗病性，
具有省时省力等优点；可以在人工控制条件
下使用多种病原物或多个小种进行鉴定。

较短时间内进行大量植物材料的抗性初步比较
和筛选。

           对于能在器官、组织和细胞水平表达的

抗病性，可以用离体鉴定系统。 



            室内鉴定由于受空间条件的限制，难以测出群体水

平表达的抗病性和植株在不同发育阶段的抗病性变化。
因此，室内鉴定的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品种在生产中抗病
性的实际表现。 



二、抗病育种

         1907年Biffen用一个抗条锈病和一个感条
锈病的小麦品种杂交，证实了抗病性是由一
个简单的隐性基因控制的。

        Flor（1956）提出了基因对基因学说。这
些发现和学说的提出，为植物抗病遗传规律
的研究和抗病育种奠定了基础。

            在植物抗病育种的育种目标中应对抗
病性有具体要求，包括品种所抗主要病害对
象和兼抗对象、抗病类型和水平等。 



           植物抗病育种的方法与常规的植物育种相同，具有

多种途径，包引种、选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细胞
工程和遗传工程育种等。 



三、抗病品种的合理利用

          目前所选育和推广的抗病品种多数表现为
单个显性基因控制的垂直抗性，大面积推广
后容易在几年内丧失抗病性而成为感病品种。

      ——抗病品种大面积种植后，病原菌群体中
适应性强的稀有毒性小种逐步积累，并最终
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成为优势小种.

     ————病原菌群体由于发生变异而产生新的
毒性小种，造成病害的严重流行。

 



1．在抗病育种时尽量应用多种类型的抗病性

和抗病基因不同的优良抗源，培育具有多个
不同抗病基因的聚合品种。

2．对抗病品种进行多地区测试，或经多种不

同来源的菌株或小种接种，使测试品种经受
尽可能多的致病因子的选择压力，获得抗性
强而持久的品种。

3．在品种的选用上，可应用和推广具有水平

抗病性或持久抗病性的品种或混合抗病品种。

4．进行品种的合理布局。

5．轮换地使用具有不同抗病基因的抗病品种

。 



第四节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culture control）主要包括生产管

理、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几方面与植物病害防
治有关的措施。

           农业防治就是协调农业生态系中的各因素，

创造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的条件，增强寄主抗
病性；或者造成不利于病原物生长、繁殖和传
播的环境，使病害不会发展到流行的程度。农
业防治不需要特殊设施，是最经济、最基本的
防治方法，但单独使用时效果较低，收效较慢
。 



一、选用无病种子、秧苗和无性繁殖材料

二、合理轮作倒茬

        病原物遇不到适宜的寄主使得接种体数量降

低。同时轮作可以改变土壤中微生物区系，造
成不利于病原微生物增长的土壤环境条件，还
可以促进土壤中颉颃（拮抗）微生物的活动，
抑制病原物的滋长，病害会逐渐减轻。轮作还
可以调节地力，改善土壤理化性能，有利于作
物的生长发育，提高寄主植物抗病性。 



三、适期播种

           将播种期提前或错后一段时间，使得作

物的感病期与病原菌的大量繁殖侵入期错开，
人为地给作物创造一个避病条件，从而减轻
病害的发生流行。

四、加强水肥管理

         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及其抗病性都有较大影

响，与病害消长的关系密切。

五、搞好田园卫生

         减少病害在田间扩大蔓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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