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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书报道了河南省496种经济植物上的1747种病

害，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林木：观_赏植物、

药用植物和其他植物病害，其中主要是真菌所致病害，也包

括细菌、病毒，线虫、寄生性种子植物、藻类、地衣、螨类所致

病害和生理性病害．对每种病害分别叙述了其症状、病原、

病情和分布，重点瘸客还介绍了防治方法要点。‘同时，本恚

书还简要介绍了河南省自然概况、植物病害调查的历史、当

前病害发生的特点、发生趋势预测和防治建议等。可供农林

院校师生、科研单位、植保植检部门以及农林生产单位和有

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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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纪念王鸣岐教授在河南省

。。从事植物病害调查研究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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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植物病害是农林业生产中的重大灾害之

一，不仅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对社会和生态环

境也有很大为害。因此，世界各国对植物病害

的研究与防治都很重视，它是农林业生产的

重要保证措施之一。对植物病害进行系统的

调查研究和科学的总结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

工作。

《河南省经济植物病害志》是河南农业大

学著名植物病理学家王守正教授主编。他在

一河南省从事植物病害调查和研究已有40多

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为编

写这本书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

省内的许多专家和植物病害研究工作者参加

编写，使这本志书更加充实和完整，是一本很

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学术专著。

该志书在编写过程中，既考虑“志”的特

点，又考虑为当前农林业生产服务。包括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林木、观赏植物、

药用植物和其他植物共496种植物上的

1747种病害。·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简

明，结构严谨，是研究的成果，经验的总结，既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又是一本很好

的教学参考书。对植保植检事业的发展，保证

农林业生产的稳产高产和植物病理学科的建

设都将起到很大的作用。科学源于生产，而又

推动生产，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将会在

农林业生产和植物病害研究中发挥更大的推

动作用。

该志书可以说是编著者40多年在本学

科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晶，对促进农业科学的

繁荣和农林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

王教授要我为本志书作序，实在不敢当，我在

钦佩之余，谨写数语，以示支持与祝贺。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蒋建平教授

1994年3月27日

河南省经济植物病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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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志所报道的植物病害绝大多数是作

者调查、鉴定的(包括王鸣岐教授在建国前调

查的资料)。此外，还引用了其他单位和人员

的调查资料，以及有关河南省植物病害分布

的资料．(见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

2．本志包括真菌、细菌、病毒(含类菌原

体)、线虫、寄生性种子植物等所致病害和生

理性病害．

3．病原真菌学名主要依据《中国真菌总

汇》。未见有性世代的，一般只写无性世代的

学名．病原细菌的学名和病毒名称依据近期

国际上通用的名称。 ·

4．《河南植物病害名录》未报道的植物病

害．在病原学名的右上角冠以。①”；《中国真

菌总汇》未报道的植物真菌病害，在病原学名

的右上角冠以。②”．

5．少数类似的寄主植物的病害合并一起

描述，但在病原学名后用。l”、。2”⋯⋯分别表

示发生在某一寄主植物上．这些寄主植物的

中文名称和学名在索引中查找．

6．本志包括8类经济植物：即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蔬菜、果树、林木，观赏植物、药用

植物和其他植物．前4类经济植物归类后按

其重要性排列，后4类经济植物按其学名第

一个字母顺序排列。每种植物的病害种类按

病原真菌，细菌、病毒、寄生性种子植物、线

虫、生理性病害的顺序排列。每类病原所致病

害按病原学名第一个字母顺序排列。

7．寄主植物一般以。种”为单位列出，未

鉴定种名的，只标出属名。

8．植物病害分布，一般只写到县(市)；分

布广泛的病害则以“河南省××产区普遍发

生”一语概括；如只标明“河南”二字的，则要

在后边的括号内写明文献资料的编号。未提

到的县(市)，并不说明该县(市)没有此病发

生．

9．本志所记述的病害，按其对农业生产

为害的严重性分为三类：一是为害严重的病

害，写出症状、病原、病情、分布和防治，以

，静”号表示；二是一般病害，不写防治；三是

次要病害，写的更简单。
。

10．为便于查阅，目录中只写出所有寄主

植物的中文名称。书后还附有4个索引和参

考文献资料：即寄主植物中文名称索引，寄主

植物学名索弓f，植物病害中文名称索引和病

原物学名索引。

河南省经济植物病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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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害是农林业生产中的重大自然灾

害之一。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界谷物生

产因病害损失约10％，棉花生产因病害损失

约12％。1950年我国华北地区小麦因锈病为

害损失小麦60×108kg；河南省1985年小麦

因赤霉病为害损失小麦8．8x108kg，1990年

小麦因白粉病、锈病为害损失小麦15×

108kg。因此，防治植物病害是农业高产、优

质、稳产的重要保证措施。要做好植物病害的

防治工作，就要了解“敌情”，查清河南省的植

物病害种类、发生情况和分布。对于搞好植物

病害防治，控制植物病害为害，植物检疫，保

证农林业生产稳步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植

物病害志的编写也是一项基础工作，对了解

河南省情也是有重要价值的。

河南省植物病害系统调查始于1938年，

至1993年已有55年的历史。在这55年中大

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8---,1949

年，由王呜岐主持，主要在豫西和豫西南伏牛

山区调查；二是1950～1965年，由王守正、李

秀生主持，主要在豫东、京广铁路沿线、南阳、

信阳、洛阳、许昌等地区调查；三是，1980～

1992年，王守正、李秀生、喻璋等继续从事调

查工作。河南省林业厅、河南省烟草公司分别

与河南农业大学(原河南农学院)合作调查林

木和烟草病害。另外，河南农业大学的其他老

师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以及河南省植

保植检站的专家在各地都进行过植物病害调

查。

《河南省经济植物病害志》就是以上述调

查鉴定资料为基础，还吸收了其他单位和人

员的部分调查资料，查阅了有关河南省植物

病害的分布资料(见参考资料)编写而成的。

本志分工编写i最后由王守正统一修改、补充

和审定。

《河南省经济植物病害志》共报道了496

种植物的1747种病害，其中真菌病害1389

种，细菌病害75种，病毒病害115种，寄生性

种子植物病害35种，线虫病害39种，生理性

病害81种，其他病原所致病害13种。

本志的编写出版，是河南省植物病理界

同仁共同劳动的结晶，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

支持和关怀。河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原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吴绍骥教授为

本书题写了书名，河南农业大学校长蒋建平

教授为本书作序，副校长杨会武，科研处马继

盛处长、植保系主任姚占芳教授，还有各级植

保植检部门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参加编写的人员除河南农业大学的人员外，

还有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洛阳农业高等

专科学校、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郑州、开

封、周口等市(地)植保植检站；洛阳、周口等

市(地)蔬菜研究所；另外，还有许多省、市

(地)、县(市)、乡的有关部门和人员分别对本

书的编写、病害调查，标本采集、提供资料做

了许多工作，不再一一列举。

本志的编写，既考虑“志”的特点——长

期性和稳定性，又考虑为当前农业生产服务，

除对为害严重的病害提出相应的防治原理和

措施外，还就河南省植物病害发生情况作了

简要介绍。对河南省植物病害发生趋势还进

行了预测，最后提出了防治建议。

本志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头，河南省植物

病害种类很多，今后还需要不断补充。

河南省经济檀物病害志。．“。一：，-一．-．．·，r一一∥： _1‘



前言

最后对为本志编写和出版做出贡献的许

多女士和先生表示感谢．李洪连、陈功友、刘

建华、袁红霞等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如绘

图、抄写、编制索引、书稿整理等。在文字和编

排方面许允鹤做了许多工作。还有其他许多

人员也为本志的出版做出了不少贡献，这里

·2。

不再一一列举．在此，再次向为本书编写和出

版做出贡献的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王守正于河南农业大学

1993年12月31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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