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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3月，我参加了在山东省青岛市莱阳农学院青岛校区（现名为青岛农业大学）由中国植物病
理学会病害流行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大学宏观植物病理学研究室和莱阳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植物病
害流行室联合举办的“植物病害流行学高级培训班”，英国植物病害流行学专家徐向明博士受邀主讲
了“植物病害时空流行动态模型”，让我了解到英国植物病害流行学研究的深入和细致。
2007年上半年我从网上搜索获悉植物病害流行学最新英文教材——了已由Springer出版，看了内容简介
和英文目录，我眼前一亮，感觉这本教材不错。
又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植物病害流行学体系中不断有新的内容，并且原有内容也得到不断完善
，这本教材根据学科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适于了解植物病害流行学的最新理论和方
法技术。
而国内应用较多的植物病害流行学教材为1986年出版的曾士迈和杨演编著的《植物病害流行学》以
及1998年出版的肖悦岩等编著的《植物病害流行与预测》。
因此，我便与科学出版社联系翻译事宜，令我高兴的是，科学出版社同意引进这一英文书并由我们组
织翻译。
科学出版社与我联系的编辑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王海光博士，与我同名，也是一种缘分吧。
接下来我便联系参译人员，得到大家的支持。
曾士迈先生对翻译一事亦非常支持，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翻译结束之时，曾先生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更感先生对后辈之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和感激！
　　翻译人员均为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害流行学方向毕业的研究生，他们一直以来从事植物病害流行
学教学或研究工作。
为保证翻译质量，由翻译人员进行交叉校对，全书由王海光、马占鸿主译。
具体分工为王海光翻译第4章、第11章、第15章，校对第6章、第8章、第13章、第20章；马占鸿翻译
第2章、第12章、第19章，校对前言和第9章；李保华翻译第8章、第16章、第18章，校对第15章；曹克
强翻译第6章、第7章，校对第3章、第4章、第16章；冯锋翻译第5章、第17章，校对第1章、第14章、
第18章；段霞瑜翻译第3章、第10章、第14章，校对第5章、第7章、第17章；李明福翻译第1章、第13
章、第20章，校对第2章、第11章、第19章；袁军海翻译第9章，校对第10章、第12章。
王海光还负责前言和索引的翻译，并编制了中文索引和拉丁名索引。
参译人员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全书最后由王海光统稿，马占鸿核阅。
　　本书分两大部分，共20章。
第一部分为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为各论。
内容基本包括了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全部内容，并且有很多的实例，特别是最后几章，内容丰富，值得
思考。
本书所介绍的内容很多是最新的研究内容，当然传统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内容都包括在内。
与以往植物病害流行学教材相比，有很多新的内容，如遥感、分子生物学、大气科学等在病害流行学
中的应用，并且从病害发生条件和病原物传播方式上来看，探讨得也比较全面、深入，病害评估方面
也有介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病害流行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Springer出版的植物病害流行学英文材料The Epidemiology of Plant Diseases（Second Edition）的中
译本。
内容基本包括了植物病害流行学的方方面面，主要涉及病害诊断、病害评估和产量损失、病原毒性和
抗药性变异、病原真菌侵染策略、植物抗病性、病原传播、病原群体动态、病害流行时间动态的模拟
与分析、病害预测、病害流行控制策略等，并且介绍了各种传播方式病害以及具体的马铃薯晚疫病、
苹果黑星病、洋葱病害、乌干达木薯花叶病毒病的流行学研究动态等。
根据学科发展，本书介绍了很多最新的研究内容，如信息技术、分子生物学、大气科学等在病害流行
学中的应用，便于读者了解植物病害流行学最新理论和方法技术。
    本书可作为植物病理学专业研究生学习植物病害流行学的教材，也可作为植保专业本科生学习植物
病害流行学的参考教材，还可作为从事植保及相关研究和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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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植物病害诊断　　1.1　引言　　病害诊断在植物病害流行学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
病害控制前期研究中，与微生物或其他病原物的鉴定和分类有很大不同。
当植物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或破坏时，我们就说这个植物发病了（HolIiday，1989）。
植物发病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它比单独病原物本身为病害检测和诊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例如，在人类医学上，葡萄糖水平的减少可用于诊断糖尿病，荷尔蒙的不平衡能够引起很多问题。
但是，在植物病理学中，类似的情况被认为是植物生理紊乱，而不是植物病害。
因此，与目前实际情况相一致，本章中并不包括对植物生理紊乱的论述，因为不仅病原物能间接引起
植物生理紊乱，而且遗传缺陷、无机物的不平衡、环境污染和很多非生物因素都可以直接导致植物生
理紊乱。
　　除了普里昂外，所有的病原物都依赖于核酸进行繁殖，包括它们的毒性在内，病原物存在多样性
现象。
认识这种不同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现有病原物的各种检测方法提供基础，但并不
能为诊断由它们引起的病害提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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