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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其前身为福建农学院植物病毒研究室（1979～1994）、福建农业
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1994～2000），2000年改为现名。
　　本所成立30年来，先后获得植物病理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点（1984）、博士学位授予点（1990）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4）、福建省211重点学科（1995）、农业部重点学科（1999）和国家重点学
科（2001，2006），获准建设福建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1993）、福建省植物病毒工程研究中心
（2003）、教育部生物农药与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2004）、财政部植物病原学特色专业实验室
（2007）和农业部亚热带农业生物灾害与治理重点开放实验室（2008）。
　　30年来本所以一个中心（培养高层次人才）、三个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为宗
旨，以“献身、创新、求实、协作”为所训，以“敬业乐群、达士通人”为目标，主要从事以水稻为
主的植物病毒和病毒病害的研究，期间随着学科发展和生产实际的需要，拓展了植物病害和天然产物
的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这些研究的有谢联辉、林奇英、吴祖建、周仲驹、胡方平、王宗华、欧阳明
安、徐学荣和王林萍等教授，参与研究的博士后有蒋继宏等7位（已出站5位）、博士研究生有周仲驹
等68位（已毕业51位）、硕士研究生有陈宇航等136位（已毕业94位），发表学术论文440多篇，出版
专著、教材6部，为了及时总结、便于查阅，特将论文部分汇成三集出版，即《植物病毒：病理学与
分子生物学》（其中2001年上半年以前发表的水稻病毒论文，已于2001年10月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植物病害：经济学、病理学与分子生物学》和《天然产物：纯化、性质与功能》。
　　考虑到全书格式的一致性，将原文中的作者简介和通讯作者予以删除。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本所何敦春、高芳銮、张宁宁、欧阳明安、徐学荣、陈启建、庄军、出泽宏、蔡
丽君、胡梅群、周剑雄、祝雯、丁新伦、林白雪、郑璐平、谭庆伟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科学
出版社甄文全博士的指导和支持，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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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30年来有关病毒研究的原创性论文，其中包括水稻、甘薯、
马铃薯、甘蔗、烟草、番茄、黄瓜、水仙、香蕉、柑橘等植物病毒和其他水体病毒及对虾病毒的病理
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成果。
    本书可供从事有关病毒病理学、分子生物学、检疫学及生物技术的科研人员、高校师生和农业推广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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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蕉束顶病在福建省广泛分布于漳州，厦门，泉州，莆田和龙岩等地（市）所辖的许多（市）的
香蕉产区，达23个县（市、区）之多，分布北界已达福州，且有继续向西、向北推移之势。
因此，从一定区域来说，福建省内几乎所有香蕉型品种种植的县（市、区）均为香蕉束顶病的病区，
病害随带病种苗的扩散和调运而使病区不断扩大。
　　在病区，初侵染源自带病种苗和蕉园周围的病蕉丛，由香蕉交脉蚜传染所致；再侵染由香蕉交脉
蚜辗转传播。
蕉园中挖除病株后补种已受病毒侵染但未表现症状的蕉株吸芽也是发病率增长的一个因素。
在蕉农采用传统方法挖除病株的过程中，病株上的香蕉交脉蚜除少数因机械损伤而死亡外，多数则撒
落在蕉园中，从而促进了病毒随介体香蕉交脉蚜的扩散而导致再侵染、蕉区中已知的寄主包括各个类
型的香蕉、粉芭蕉和大蕉。
已知的介体仅为香蕉交脉蚜，但其传毒能力强，保毒时间长，尤其是其本身繁殖率极高，高度世代重
叠，周年可在蕉园中发生为害和传染香蕉束顶病。
因此，毒源病株和介体香蕉交脉蚜是香蕉束顶病流行中2个最为重要的因子。
　　在一年中，病害在4～6月份有一较明显的高峰，这个发病高峰主要由于前一个年度9～12月份介体
香蕉交脉蚜发生高峰期的传染所致。
在管理粗放、不处理病株或病株处理不当以及未及时防治香蕉交脉蚜的蕉园，病害常周年可见，不仅
在4～6月份有一较明显的高峰，在其他月份也会有一些发病高峰。
　　在病害的年度发生上，病害有一较为明显的积累过程，当蕉园中病株积累到一定基数之后，病害
则以极高的速度增长。
　　基于香蕉束顶病的这些发生特点，目前控制香蕉束顶病仍必须以预防为主，尽可能地减少有效毒
源和减少介体香蕉交脉蚜的传染或减少香蕉受病毒侵染的机会。
因此，在无病区，种植无病蕉苗是一项一劳永逸的防病措施。
只要密切注意病害的发展动向，万一少量传人香蕉束顶病，通过对病株的及时处理，并结合控制香蕉
交脉蚜的传染，就可避免病害的流行。
在病区，则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方可使病害所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此外，在北纬20。
～23。
。
以南的低纬度地区，光温水平高，香蕉结果成熟期较短，一般在种植的一年内可以开花结果并收获。
因此，在这些地区可以广泛地推广实行一年制种植和栽培技术，并确实利用无病毒的香蕉苗，从而将
香蕉在蕉园中受香蕉束顶病毒侵染的机会减至最小，即可基本控制住香蕉束顶病的危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病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