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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抗病虫育种》系统地介绍了植物抗病虫育种的基本概念、原理、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并辅以
研究实例和试题，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全书包括导论、坐镇以待的有害生物、对病原生物和寄生物的天然防御、植物病原生物互作的基本概
念、抗性机制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有害生物、如何选育抗病虫新品种共七章。
《植物抗病虫育种》既考虑了当前的教学需要，又注重联系实际育种中遇到的问题。

《植物抗病虫育种》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植物科学领域遗传育种及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
材，也可供植物育种公司或育种研究所从事植物抗病虫育种的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抗病虫育种>>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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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来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学习生物技术并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2000），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工作是番茄对番茄白粉病抗性的遗传及抗性机制的研究。
2007年受聘为瓦赫宁根大学植物育种系助理教授，并建立“茄科抗性育种研究组”，担任组长，她的
研究集中在茄科植物（包括土豆、番茄和辣椒）对不同病原生物的抗病遗传和分子机制。
研究目标是将科学研究结果应用于育种实践：通过发展育种新策略和开发新技术来提高育种效率。
此外，她还承担了瓦赫宁根大学以及中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几个大学的植物遗传育种相关课程的教学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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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导论　　在作物生产实践中，很少能够获得理论上应该达到的产量。
例如，在最适环境条件下，冬小麦的产量虽然可以达到14吨/公顷，但在荷兰的平均产量是8～10吨/公
顷，其他地方的小麦产量常常更低。
作物品质也是一样，很难实现其遗传潜力。
　　造成作物产量和品质损失的各种因素通常被称为逆境因素（stressfactors），作物育种家的任务就
是要改良作物防御或适应这些逆境因素的能力。
逆境因素可以分成生物逆境因素和非生物逆境因素两类。
非生物逆境因素，如干旱、土壤贫瘠、温度过高和温度过低等，但作物耐非生物逆境育种不是本书讨
论的范畴。
　　生物逆境因素，如杂草、病原生物和害虫等本身都是活体生物，有它们自己的生命起源。
本书不考虑如何选择和改进作物与杂草竞争的能力，只阐述在作物上取食的生物，包括病原生物和害
虫等。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作物抗病虫育种的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
　　本书首先介绍有关生物逆境因素的各个范畴，然后介绍作物本身拥有的各种不同的防卫反应类型
。
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介绍作物抗病虫育种，即如何在遗传上提高作物防御病原菌和害虫的水平。
本书遵循作物育种的程序，从决定是否要在一种作物中引进抗性开始，一直到该作物的抗性品种在农
业生产上栽培应用。
　　本书不介绍作物遗传育种的一般性概念，如不同选择方法和如何开发分子标记等，读者可以参考
其他育种学教科书获得这些概念。
本书会介绍一些植物病原生物相互作用的分子生物学知识，以帮助育种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一些原理。
本书适合于植物科学领域已经有一些植物学和作物遗传育种学知识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在植物育种公
司或研究所将要从事作物抗病虫育种的专业人员学习使用。
　　1.1学习指导在书后的专业术语表中，对正文中黑体印刷的学术术语给予了解释，这些术语都反映
了植物病原生物互作的重要原理。
当然，在某些学术术语的使用过程中，学术界会有很多不一致的情况，这里对某些学术术语的定义仅
代表本书作者的观点，难免有同行会有异议，希望本书的读者能理解词汇表中对这些术语所作的定义
。
　　书中有些部分用仿宋字体印刷，这些补充材料是对正文内容作进一步说明、提供解释的附加信息
。
在正文中，引用的科技文献大多数没有标出，在补充材料中，将图表和资料引自何处标了出来，以示
感谢。
　　大多数章节或重要段落的最后，给出了练习题（以Q表示），这些习题可以帮助读者在学习过程
中加深理解和自我测试相关知识，习题答案统一列在书后。
　　本书最后将全书专业术语和拉丁文进行整理列表，专业术语在正文部分第一次出现时进行加粗显
示，拉丁文中文名对照在正文部分第一次出现时也将全称补全，再次出现将不再标注。
　　第二章坐镇以待的有害生物在浩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只有绿色植物
可以将简单的无机物生产合成复杂的有机物，其他的生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作为营养来源，
所以绿色植物，包括作物，是各种生物的主要营养源。
在农业生产系统中，以植物为食物的生物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表2.1列出了以植物为食物或能危
害植物的各种生物类型，从最简单的类病毒（侵染性RNA）到脊椎动物等高度进化（evolution）的复
杂生物，本书将这些致病生物和害虫统称为有害生物（naturalenemy）。
　　本章只是对这些有害生物进行简单的分组，第六章将详细讨论它们的分类。
　　有害生物的分组主要是依据它们的大小和取食方式。
属于微生物的有害生物或者比微生物更小的生物，如病毒和类病毒等统称为病原生物（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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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常生活在植物体内，作为个体，只能用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它们的子实体（如锈
菌的孢子器）或大一点的菌落（如白粉病菌）则可以用肉眼来观察。
通常这些病原生物的存在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在它们对植物产生了影响，如植物出现萎蔫、叶
片变黄等症状（symptoms）时，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
　　一些小动物［如线虫（Globodera）、介壳虫、蚜虫和螨类］通常被称为寄生物（parasites），它
们吸吮植物汁液，移动性差，可以用肉眼或者放大镜观察和计数。
昆虫学家通常称它们为植食性昆虫（phytophagousinsects）。
寄生性高等植物，如独脚金（Striga）和列当（Orobanche）也被认为是寄生物。
　　食草动物（herbivore）指的是更大一些的、通过咀嚼方式来造成植物组织咬食伤害（bittingdamage
）的动物（如毛虫、蝗虫、啮齿类动物）。
食草的昆虫也被称为植食性昆虫。
　　还没有相关文献对这些学术术语进行统一。
许多人称白粉病菌为病原生物（因为它是微生物），然而，白粉病菌菌落像介壳虫（一种寄生物）一
样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也经常被称为寄生性真菌，所以，表2.1中，真菌既可归类为寄生物，也可
归类为病原生物。
　　能被寄生物或病原生物成功取食的植物称为寄主植物（hostplant）。
植物为其提供了营养和庇护所：生存的场所。
例如，黄瓜是蜘蛛螨和黄瓜白粉病菌（Sphaerothecafuliginea）的寄主植物。
作为被食草动物取食的植物也被称为食料植物（foodplant）（如牧草是奶牛的食料植物），寄主植物
和食料植物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
　　许多描述病原生物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寄生物，为了避免使用短语“寄生物和（或）病原生物”
，本书更多地使用“病原生物”来表示。
　　2.1病害的概念顾名思义，病原生物就是引起病害的生物，但许多病原生物是否真的引起病害还不
确定。
狭义地说，病害（disease）这个词表示的是整个植株生理上的失衡，导致黄化、萎蔫、矮化和畸形等
症状的产生。
其中，最典型的症状是由病毒、植原体、细菌和维管束萎蔫真菌等侵染（infections）引起的。
植物组织对病原生物侵入的局部反应，如抗性反应导致的坏死斑点，或局部侵染导致的坏死病斑，也
被称为症状。
　　症状的严重度有时并不反映病植株中存在的病原生物的数量（见§3.3耐病性）。
　　许多病原生物和寄生物有时可以直接观察、计数和测量。
叶片上白粉病菌的菌落数和植株上很多介壳虫一样，它们实际上都不是症状，而是病原生物本身。
在许多科学文献中，这些菌落可能被称为症状。
实际上将这些观察到的病原生物称为病征（signs）可能更好。
植物受到侵染的结果是产量下降，即损失（damage），它不一定直接可见，也不一定能根据侵染的程
度来预测。
和人类对流感的侵染有不同忍耐性一样，不同植物基因型对病原生物侵染的忍耐性也是不同的。
　　叶斑真菌引致局部病斑，这些病斑是病原生物在植物局部组织中存在的直接结果，虽然看不见病
原生物本身，但可以根据病斑的大小和数目间接地估计病原生物的数量。
这些病原生物居于导致症状的病原生物和直接可见的病原生物之间。
　　当介壳虫或白粉病菌的侵染没有导致整株植物产生生理失衡时，为了避免使用病害这个术语，可
以使用侵染来表述正受到病原生物或寄生物伤害的植物（如受锈菌严重侵害的植物）；当病原生物导
致整株植物发生一定程度的生理失衡时，则用术语“病害”和“发病的植株”来表述（如黄花叶病毒
、萎蔫性真菌等侵害的植物）。
　　害虫这个术语用来指寄生性动物或食草动物，这一单词也可以指一种害虫种，如烟粉虱（whitefly
）是番茄上的害虫。
当一种害虫的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引起损失时，称之为虫灾（plague），如1993年番茄上发生白蝇的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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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上栖居了一种害虫的大量个体时，植物即受到了那种害虫严重的侵扰（infestation）。
　　为了简便起见，本书的侵染也包含了这种侵扰。
　　2.2病原生物的分类可以根据病原生物对寄主的侵染过程（infectionprocess）进行简单的分组，活
体营养型（biotrophs）病原生物，如病毒、白粉病菌、锈菌、散黑粉菌（Ustilago）依赖活体植物组织
生存，许多活体营养型真菌在植物细胞内形成吸器（haustoria），利用吸器从植物细胞内吸收营养。
吸器挤压原生质膜，直至凹陷，但并没有侵入到细胞质内。
尽管存在这种吸器，但寄主植物细胞依然是活的。
吸器也有可能使植物细胞发生重程序化，抑制其可能的防卫反应。
　　大多数活体营养型病原生物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或者只有在采用复杂的培养方法时才能生
长。
　　死体营养型（necrotrophs）病原生物，如壳针孢（Septoria）、长蠕孢（Helminthosporium）的病
原菌和其他叶斑真菌以及油菜菌核病菌（Sclerotiniasclerotiorum）和灰霉菌（Botrytiscinerea）等，都是
先杀死寄主组织或细胞，然后从这些死亡的组织中吸取养分。
这些病原生物通常产生毒素来杀死寄主，它们和腐生物（saprophytes）非常相似（参见专业术语表）
，在死亡的植物组织上生长旺盛，所以很容易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
　　半活体营养型（hemibiotrophs）病原生物，如致病疫霉菌（Phytophthorainfestans）、霜霉病菌等
，是活体营养型病原生物和死体营养型病原生物之间的中间状态。
植物组织在受到这些病原生物侵入后瞬间即死亡，有些种如马铃薯致病疫霉病菌在培养基上可以生长
，有些种如莴苣盘梗霉（Bremialactucae）等不能进行人工培养。
　　偶遇性寄生物/病原生物（opportunisticparasite/pathogen）可以侵染许多种植物，尤其是那些防卫
能力受到影响的植物或植物器官，如生长在亚最适条件下的植株、秧苗或成熟的果实等。
例如，卵菌中的腐霉（Pythium）和引起幼苗猝倒病的丝核菌（Rhizoctonia）都是这种类型，还有维管
束萎蔫病菌（vascularwilt）、根腐和基腐病原真菌等，如尖孢镰孢菌（Fusariumoxysporum）、黄萎轮
枝菌（Veiticilliumalbo-atrum）和榆枯萎病菌（Ceratocystisulmi），前两种病菌引起木质部的堵塞，导
致植株萎蔫，后一种病菌是大家熟知的荷兰榆树病（Dutchelmdisease）的病原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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