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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病害是严重危害人类的自然灾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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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植物和农作物的种植是人类生活的一项主要工作，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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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植物病害的实际工作能力，特编写
《常见植物病害防治原理与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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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植物病害防治原理与诊治》利用通俗而且专业的语言，由浅入深地介绍了病害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常见植物病害防治原理与诊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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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植物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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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病害循环周转的快慢，首先决定于病害的性质，病害有多循环、少循环或单循环的。
多循环病害在一个生长季节中可以有多次的循环，所以如果条件有利，病害就可以大发生。
这类病害称为“单年流行”的病害。
少循环和单循环病害，不可能在一个生长季节里，而需要经过若干个季节或年份才能积累大量的病原
物群体造成病害流行。
这类病害，称为“积年流行”的病害。
　　多循环病害在一个生长季节中能周转多少次，受许许多多的因素影响，也取决于病原物群体和寄
主群体的相互作用。
只有在各种有利于病害增长的因素的配合下，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理范围内造成病原物群体极大地
增长，才能导致病害全面暴发。
　　一般讲，能在一个生长季节中流行的病害，病原物都是有多次再侵染的，病害在短期内发展快，
波及面积大，发生程度重则造成的损失大。
例如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在爱尔兰大流行，造成历史上有名的大饥荒；1950年我国小麦条锈病大流行
，损失小麦约60亿千克；1970年美国玉米小斑病大流行，损失玉米165亿千克，价值10亿多美元，都是
病害流行的典型例子。
　　少循环和单循环病害，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积累足够的病原物群体才能流行。
如果不注意防治，这些少循环和单循环病害也会经过一段时期后在较大面积上发生较重。
例如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发生的小麦腥黑穗病普遍而严重，就是长期不进行防治致使病菌大量积累的结
果。
　　上面提到，植物病害流行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
各种条件是否配合得好，决定着病害是否流行及流行的迟早和程度（大流行、中度流行或轻度流行）
。
影响病害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见植物病害防治原理与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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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