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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介绍分子植物病理学基本内容、发展趋势以及与
交叉学科的关系；第二章简要介绍与分子植物病理学相关的遗传、生理和生物化学
基本概念；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病原物、寄主两个方面介绍与病原物致病性和寄
主抗病性有关的遗传背景及有关分子生物学机理；第七章着重介绍寄主一病原物互
作的分子信号和信号传递；第八章介绍分子植物病理学在防病实践和其他领域中的
应用；第九章介绍分子植物病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

本书是高等农业院校农学、遗传、微生物、植物病理、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等专业师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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