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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2年以前我国涉农高校设有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学科与专业,没有“植物保护”这一名称.在1952年全

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学习和借鉴原苏联的教育体系而引入并设立“植物保护”学科与专业.目前我国至少有62所

高校设有“植物保护”学科和本、专科专业.无论从专业名称、专业侧重或专业理念上看,“植物保护”都远远不能满

足新农科背景下学科专业建设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及“三农”发展的需求.在原植物保护学科的基础上,升级建设“植

物医学”学科,与人医学、兽医学一起构建人类健康和食物安全的三大支柱和生态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赋予医学人

员的使命.“植物医学”名称自明,理念新颖;基础植物医学探讨植物与害源的关系;实用植物医学倡导以植物健康

为核心的“治未病”.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高校植物保护学科与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呼吁在原“植物保护”学科与专

业的基础上,建立“植物医学”一级学科与相关专业,逐步完善科学的高素质植物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新农科和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以新农科建设为统领,推进高等

农林教育创新发展,培养出更多学农、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
关键词:植物医学;植物保护;学科发展;新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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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保护”学科与专业的历史与现状

1952年6月至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中华民国时期仿

效欧美模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仿效原苏联模式的高校体系.1952年以前我国涉农高校有植物病理学、
昆虫学专业,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学习和借鉴原苏联的教育体系才引入并设立了“植物保护”
学科[1].目前我国高校(包括大中专)的植物保护学科为农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代码:0904),下设植物病

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农药学等二级学科.类似的森林保护则为林学一级学科(0907)下设的二级学

科(090702).至今我国至少有62所高校设有“植物保护”学科和本、专科专业,有的学校还培养“植物保护”
专业硕士.

植物保护专业是传统农学类的主干专业之一,培养具备植物保护科学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掌握现代

生物科学技术,了解植物保护学科前沿,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在农业及其相关部门或单位从事植物保

护教学、科学研究、生产与技术服务、开发推广、经营与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植物保护专业

的课程设置除了政治、外语、数学、化学、物理等基础课外,还设置了植物学、植物生理生化、动物学、生

态学、作物学等专业基础课和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

等专业课.通过对农业生产中各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规律与防治原理的理论学习和调查、鉴定、防治

实践和基本科学研究能力训练,使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问题的能力.
然而,“植物保护”专业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传统老专业,仅仅拿植物保护的理念来指导植物健康和安

全生产,已经不适用建设新农科、新专业的战略需要,设置的主要(专业)课程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

学与植物化学保护,其内容和知识均是以有害生物作为防控对象,往往是在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发生之

后进行防治,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防控理念;培养的学生缺乏解决影响植物健康的各种复杂

问题的能力,缺乏“大生态”的观念,以及对植物生命活动和以植物群体健康为中心以及促进植物健康的理

解,缺乏与植物健康相关的理论(健康的土壤与营养、降低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基数的耕作栽培技术和利用

异株克生原理预防有害生物的理论等)与实践(有害生物的诊断鉴定、预测预报、绿色防控).
选择上哪所大学取决于高考的分数线,选择专业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关乎一个人的奋

斗目标、学术生涯与职业生涯,对一个人的一生极其重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考生都能幸运地被自己选择

的学校和专业录取,更多的考生是通过调剂录取到了非自己选择的专业.如果被录取了不感兴趣、不爱好

的专业,学生就会失去努力的动力和学习的热情,发挥不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会影响一生.

2 植物保护专业招生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的周期长、效益低、见效慢,受自然和生态环境条件限制多,农业很难吸引年

轻人干事创业,因此,在国家目前的招生形势下,农林科大学招生就业存在明显劣势.农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令人堪忧,吸引优秀生源,培养保护农林业健康发展的人才是我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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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

才市场开放,1995年后国家陆续取消了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政策[2-3],因此上哪所大学,学

什么专业是考生和家长颇费心机的大事,同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和内在规律,使大学教育体制、专业设置、招生与培养方案等都必须与时俱进.
一个精准、易懂和自明性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对于吸引优秀人才至关重要.“植物保护”专业名称缺乏自

明性,是农科专业中唯一一个令考生、家长、高中教师、普通大众都不甚理解的专业,不知道什么是植物保

护? 怎样保护植物? 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学什么? 毕业后干什么? “植物保护”这个学科名称还存在众多的

“歧义”和“混淆”,例如不少考生和家长把“植保”错误地理解为“治保”(治安保护);把植物保护当成是“野
生植物保护”“濒危植物保护”,或者把“植物保护”与“环境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等专业混淆.考生对专业的

困惑、招生的尴尬、就业的不理想、社会的不认可,导致报考植物保护专业的人数少,第一志愿率低(一般

为4%~30%).随着我国大学招生方式的调整,“植物保护”专业招生将面临更大挑战.一方面急需保护植

物健康生长、安全生产的知农、学农、爱农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缺乏优秀生源和优秀年轻人从事植物

保护工作,这就必然影响到“植物保护”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实施.

3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植物医学”学科与专业

“植物保护”作为农林业生产中最重要的防灾减灾体系之一,承担着对农林有害生物的可持续防控、外

来入侵有害生物检疫检验、扑灭控制与监测预警以及保障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重要功能,在农林业生产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1985年,北京农业大学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曾士迈院士就植物保护的未来提出

了植物医学将与人医学、兽医学形成鼎足之势的设想[4].我国在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中也明确要求建立人、动物和植物防疫体系.
在植物保护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需求建设植物医学学科,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改造传统老专业,

适应新农科、新专业建设的战略需要,同时“植物医学”这个专业名称听起来好懂、理解起来容易(就是培养

“植物医生”),考生也会觉得当“医生”高大上,“植物医学与植物医生”与“(人)医学与医生”“动物(兽)医学

与兽医”一样,对考生和家长具有更现实的吸引力.同时,“植物医学”的概念突出“基础”医学和“实用”医学

两个内涵,而“植物保护”则在此方面存在缺陷,其“实用(临床)”性远远不够、“基础”性模糊不清.把“植物

保护”专业更名为“植物医学”专业,会让学生感到当“医生”(植物医生)的“高大上”,产生自豪感,也会使社

会大众见名知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招生难和植物健康与医学后继乏人的问题,对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医学是人类经过与植物害源长期斗争后理念的汇聚与结晶,植物作为一类生物,与人类和动物具

有同样的生物属性,充分利用新时代人类医学、动物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是集合包括“治未病”“预防医学”
“实用(临床)医学”“治已病”等综合理论、技术和实践的多学科发展交叉融合的结果,是适应现代新农科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从更改专业名称入手,进一步改造和提升传统

“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现有“植物保护”专业改革和发展的时代需求.将
“植物保护”专业更名为“植物医学”专业,与“(人)医学”“动物(兽)医学”建立相通的专业建设体系,是适应

新时代“植物保护”学科和专业发展必须面临的抉择[5-7],同时也能更好地诠释新时代植物有害生物治理的

理念[5-8].
设置“植物医学”学科与专业也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早在1948年,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朱凤美教授

就在浙江成立了第一所植物医院.当前,各种各样的植物医院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设

有“植物总医院”,数所农科大学也新建了附属“植物医院”.植物医院的建立一方面需要植物医学人才(植物

医生),另一方面也为植物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提供了良好平台.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0余所大学设置“植物医学”或与“植物健康”相关的专业,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

才培养体系,培养了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植物医生[5-6,9],为我国“植物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

经验.因此设置“植物医学”学科和专业,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对于植物医学学科和专业的国际交流、联

合办学和学生出国培养深造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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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医学”学科与专业发展规划与展望

建议将“植物医学”列为国家教育部一级学科,下设植物保护、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学和农

药学等二级学科,设立植物医学和植物保护、生物与食品安全等相关的本科专业,纳入高校招生的专业

目录.
根据新时代新农科发展理念,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植物医学”教育教学体系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借鉴

“植物保护”学科与专业几十年发展与人才培养经验,制订植物医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定位人才培养

目标、培养要求,设置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制订教学大纲等.一方面要把植物医生列入国家社

会资源部的就业名录,逐步实施“植物医生/医师”认证制度,对有毒、高毒农药实施植物医生处方买药与使

用制度,规范农药经营,提高植物医院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向成熟的人医学、动物医学汲取知

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和逐步完善植物医学体系,共同为我国提出的“大健康”理念和产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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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fore1952,thereweretwoseparatedisciplines,“plantpathology”and“entomology”inmany
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hina,and“plantprotection”disciplineorspecialtywasunknowntotheChi-
nese.In1952,whenthenation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werereorganized,thedisciplineof“plantprotec-
tion”wasintroducedandestablishedfollowingtheSovietmodel.Atpresent,atleast62collegesanduni-
versitiesinChinahavesetupthedisciplineof“plantprotection”forundergraduatesandassociatedegree
majors.Theterm“plantprotection”lacksofself-explanationandisambiguousforprospectivestudents,re-
sultinginlowenrollmentandimpededdevelopment.Atthesametime,plantprotectionfocusesonthepre-
ventionandcontrolofplantdiseases,harmfulinsects,weedsandotherpests,andthestudentsaretrainedto
identifyandcontroldiseases,pestsandweedswithpesticides.Nomatterintermsofspecialtyname,special-
tyemphasisandconcept,thedisciplineisfarfrommeetingtheneedsoftraininghigh-qualitypersonneland
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ruralareasandfarmers”underthebackgroundofmodernagriculturalsci-
ence.“Plantmedicine”,upgradedfromthepresent“plantprotection”disciplineandcombinedwithhuman
medicineandveterinarymedicine,willconstitutethreepillarsforhumanhealthandfoodsecurityandisan
indispensablelinkinbuildinganecological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

“Plantmedicine”hasaself-evidentmeaningandisanovelconcept.“Basicplantmedicine”explores
therelationshipbetweenplantsandpests;“practicalplantmedicine”advocatesthe“preventivepestman-
agement”withplanthealthasthecore.Inthisarticle,weanalyzethe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plant
protectiondiscipline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appealforchangingthedisciplineandspecialtyof
“plantprotection”to“plantmedicine”.Wealsosuggestestablishingascientificandeffectivepersonnel
trainingsystemforplantmedicine,andnewagriculturalsciences.Inordertoeffectivelyanddeeplyimple-
mentthespiritof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lettertoagriculture-relatedcollegesanduniversities,we
willpromotetheinnovativedevelopmentofhigheragricultureandforestryeducationundertheguidanceof
theconstructionofnewagriculturalsciences,andtrainmorenewtalentsinlearning,understandingandlov-
ingagriculture.
Keywords:plantmedicine;plantprotection;disciplinedevelopment;thenewagricultur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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