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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医学的新概念
———植物康复医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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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受伤后的有效康复是植物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康复机制、研发康复技术、实现植物的持续

健康是植物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植物免受各种伤害,人类发明了多种产品和技术来防治病虫草害,但到

目前为止,却很少有研究涉及到病虫草害防治后植物本身的康复问题.受害的植物医治后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康

复治疗,会对它正常的生理活动造成影响,植物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植物康复原理、康复技

术以及康复产品研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应用到植物医学的实践中.本文率先提出了植物康复

医学的概念,并从诊断治疗、营养供给和土壤改善等方面阐述了植物康复医学在植物康复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植

物生病受伤得到治疗后的康复对策,并对植物康复医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这对丰富植物医学理论,推进植物医学

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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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RehabilitationMedicine
———ANewConceptofPhyto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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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iverehabilitationafterplantinjuryisanimportantpartofplantlifeactivities.Clarifying
therehabilitationmechanism,developingrehabilitationtechnologiesandrealizingthesustainablehealthof
plantsareimportantpartsofplantmedicine.Inordertoprotectplantsfromvariousinjuries,humanbeings
haveinventedavarietyofproductsandtechnologiestocontroldiseases,pestsandweeds,butsofar,few
studiesinvolvetherehabilitationofplantsafterthecontrolofdiseases,pestsandweeds.Iftheinjured
plantsdonotreceivetimelyandeffectiverehabilitationtreatment,theirnormalphysiologicalactivitieswill
beaffected,andtheimplementationeffectofplantprotectionmeasureswillbegreatlyreduced.Therefore,
theunderstandingofplantrehabilitationprinciplesand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rehabilitationtech-
nologiesandrehabilitationproductsareanewfieldwhichneedstobetakenseriouslyandshouldbep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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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hepracticeofplantmedicine.Theconceptof“plantrehabilitationmedicine”isproposedforthefirst
timeinthispaper.Thenitsapplicationintheprocessofplantrehabilitationisexpoundedfromtheaspects
ofdiagnosisandtreatment,nutritionsupplyandsoilimprovement,andrehabilitationcountermeasuresaf-
terthetreatmentofplantdiseasesandinjuriesareputforward,andtheprospectivedevelopmentofplant
rehabilitationmedicineis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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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康复医学概念的提出

植物保护的概念在我国农业领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研究植物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和防

治方法的一门科学;实际上就是保护植物免受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危害的科学与技术、政策与方法、实施与

评估的系列社会活动.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要解决植物的病虫草害问题,仅仅关注到这些有害

生物本身是不够的.虽然对危害植物的病虫草鼠的生物学习性、发生规律、防治方法都十分明确,针对病虫

草害的防控手段十分先进,防治效果也十分明显,但对植物受害后长势衰退、品质下降、产量降低的情况

却很少给予关注,而且也很少关注植物的基础健康保障、植物对防治病虫草害药剂的响应以及病虫害防治

后植物的健康调理等.只管治不管养,或者是认为只要防治了病虫害,植物就可以恢复健康了,这些思想和

行为直接导致了现有植保措施效益低下,总体效果不明显的状况.从总体上看,以病虫草鼠为核心的植物

保护策略对于维护植物健康、保障植物安全生产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提出了植物医学的概念,

要从植物本身健康入手,从系统论的思路出发,遵循人体医学规律,应用医学的科研成果,系统考虑植物

的保健、病害预防、病害治疗以及治疗后的呵护与康复等.在这个背景下,植物康复医学的概念应运而生.
从人体医学的角度来看,康复医学是20世纪中期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其对应的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

学科,是以受伤的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病因-人群-康复”为研究模式,是一门以消除和减轻人的功能障

碍,弥补和重建人的功能缺失,设法改善和提高人的各方面功能的医学学科,也就是功能障碍的预防、诊

断、评估、治疗、训练和处理的医学学科[1].目前,康复医学和预防医学、保健医学、临床医学并称为“四大

医学”,是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复医学实际上源自于中医治未病的“愈后防复”,意思就是说在人们

疾病得到治愈或病情稳定之初,要注意从饮食、生活习惯、康复锻炼等各方面入手,避免病情反复或因身

体抵抗力较弱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康复医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保障人的病后正常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植物是自然界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类生物,其靠自身的光合

作用和能量转化体系实现了定植生产,靠自身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屏障抗御着各种病虫害和不良环境的影

响.但由于人为的影响和生长环境的改变,植物在其生长周期内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生物和非生物的胁迫侵

害,如病虫害侵染能力的增强、土壤污染、农药毒害、极端气候条件等等.我们可以通过物理的、化学的、

生物的等各种措施来预防、控制和消灭一些病虫草害,但目前还无法对植物做到面面俱到的保护.人们只

关注了病虫草防控的效果,却很少采用有效措施来增进植物更好地恢复健康.因此,在植物受到损害时,不

仅要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而且要采取措施使其尽快康复,最大程度地降低植物的受害损失,同时弥

补一些控制病虫害的措施,以减少对植物造成新的伤害,如减少使用农药所带来的副作用等.
植物康复医学是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农业的各种方法,使病、伤的植物已

经丧失的功能或部位尽快地、最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以保障它们正常生长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上的

修复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如已经感病的植物如何将受伤的部位愈合,已经受昆虫伤害的植物组织能

够尽快地修复,受除草剂等药剂伤害的植物如何能够解毒并尽快恢复健康等.值得注意的是,康复医学与

植物保健、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植物而言,保健、预防医学是研究植物健康影

响因子及其作用规律,制定健康栽培、微生态调控和病虫害防控措施,以达到增进植物健康,防范于未然

的目的[2].要使植物得到正确的康复治疗,首先需要明确植物受伤的原因,即病因,这就与临床医学即田间

诊断联系起来.植物的临床医学侧重于研究植物出现不良症状的原因、治疗技术和处理方法.植物康复医学

不是对病虫害等防治的延续,也不是临床医疗措施的重复,它不是只满足作出病因的诊断和处理,而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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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研究病、伤、残所致原因、性质、程度、后果与恢复的可能性以及康复的方法和措施.植物康复不只是

简单地治,而是要把受损植物的生长水平治疗到尽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同时康复也不仅针对某种单一

的病虫害的治疗,而且着眼于整株、整块地的植物进行全面康复.

2 植物康复医学的范畴

2.1 诊断治疗是植物康复医学的实施前提

康复治疗建立在已采取措施治疗的基础上.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作物生长发生异常,遭受病虫害

侵袭,通过采取措施治病防虫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让作物尽可能恢复到正常生长状态,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如果单单只治好了病,防住了虫,没有对植物进行后续的养护,植株并没有康复,依旧会出现低产甚至无

产出的情况,那这一批植物仍然失去了它该有的经济价值.站在农户的角度上看,这样的治病防虫意义甚

微,只好待来年重新播种;如果是多年生的植株,损失将更为严重.如2021年重庆黔江地区在5月发生马

铃薯晚疫病,农民先后在地里喷施了5次杀菌剂,从对病菌本身的防控上是有效的,但最后的损失却是巨

大的,产量仍然只是没有发病区的30%,损失达到了70%;我们在同样地区进行马铃薯晚疫病防控时,仅

喷施了3次药剂,然后喷施了2次微量元素叶面肥和芸苔素内酯等植物健康调理剂,产量是没有发病区的

65%,损失只有35%,可见康复措施的应用和防控措施的应用在挽回经济损失上价值是相当的,甚至更为

重要.
当然,若想让植物康复,首先得找到植物受伤的原因,对症下药,才能谈后续的养护问题,因此,准确

的诊断显得尤为重要.在田间,作物出现各种症状,首先需要判断是非侵染性病害还是侵染性病害.非侵染

性病害的发生特点是常成块或成片地出现症状,发生比较突然,没有病征,不具有传染性,是由于作物自

身的生理缺陷或在生长环境中遇到不适应的物理、化学等非生物因素引起的病害.非侵染性病害主要有以

下几种:①营养失调,也就是常说的缺素症;②水分失衡,包括干旱缺水引起的植物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减弱以及水分过多造成的根系窒息;③温度不适,高温引起的早熟减产以及低温导致的冷害和冻害;④药

害,化学农药施用残留过多,沾染除草剂等[3].侵染性病害是微生物侵染作物引起的,对作物为害较强且具

有传染性,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可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有真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病毒病害、线虫和寄

生性种子植物5种类型.如遇虫害,则可观察虫洞、虫体等判断是何种害虫.熟练掌握植物出现的症状是由

何种原因引起,才能快速准确对症下药,控制住病情,进行救治.对于植物的康复,虫害损失康复相对简单

一些,病害损失则要看具体的病原对象,系统性病毒病防控后的康复意义更为重大,细菌性病害和真菌性

病害不仅要注意康复问题,还要注意避免病原的死灰复燃.
2.2 营养供给是植物康复医学的重要策略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对各种营养元素的吸收,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有氮、磷、钾、钙、镁、硫、铜、锌、钼

等.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论是大量元素还是中微量元素,其价值和作用是等同的,任何一种营养元素的

缺失、过剩以及分配不均都会使植物出现亚健康或者表现出病态.虽然植物对矿质营养元素吸收量不多,

但矿质元素却有影响抗病性的作用[4].在植物受到病原菌侵害后,使用杀菌剂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原菌,

若要增强植物的抗病能力,让植物康复,使其免受病原菌的二次侵害,则需要采用杀菌剂与营养元素补充

相结合的方式.
目前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病原物的特性,提出只针对病原菌的防治措施,却忽视了营养供

给对植物的基础修复作用,致使防治效果不尽人意,甚至导致施药后的植物依旧救不回来,造成更大的经

济损失.营养供给可以通过喷洒或地面施用,通过叶片或者根系进入植物体内,主要通过根部主动运输吸

收,并通过输导组织运输到植物地上各部位.在干旱时期、酸碱化严重地块、高温季节以及植物受到伤害

后,植株通过根系吸收营养困难时,叶面喷施营养元素是十分关键的.
2.3 土壤改善是植物康复医学的根本措施

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是影响植物健康的关键因素.“大病初愈”的植物其生长环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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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等的破坏,并且导致植物发病的主导因素是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作物生长,降低了作物的抵抗能力,

适宜病虫害的滋生繁衍.在一定程度上,对植物的生长环境进行改良,有助于植物的康复.气候等大环境很

难进行局部干预,除非是温室里的植物才能人为控制环境温度.栽种好的植物要进行重新布局也是不现实

的,因此这里指的环境改善主要还是指土壤条件的改善.
“植物的健康来自根,根的健康来自土,土的健康来自微生物,微生物的健康来自有机肥”,这是我们

总结出来的植物健康的根源观.因此,植物生病的根源在于土壤以及有机肥的增施,这也已经成为植物医

学研究者们的共识.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植物的营养大部分靠根系吸收.土壤里不仅含有植物所需的矿

物质元素,也有成千上万种微生物,他们共同构成植物健康生长的基础.随着人们对土地的高强度利用,频

繁地人为干扰,以及各种农药的过量使用,破坏了土壤里营养元素的平衡和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土壤免疫

系统受损,造成土传性病害的大发生[5].所谓“肥土壮苗”,肥沃的土地才能孕育出好的庄稼,植物健康要能

够追根溯源,治标治本,土壤就是根本[6].改善土质,不仅要调节土壤酸碱度,更要提高土壤中有机质的含

量.在许多对某种病原物有抗性的甜菜土壤中进行取样分析发现,土壤中具有天然的能够联合抵御病原菌

对寄主植物有侵害作用的化合物[7].因此,若能分离出保护这些寄主植物的微生物,在植物康复阶段增施

具有这些微生物的菌剂,用于改善土壤条件,对增强植物抵抗力,防御病原菌的入侵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十

分重要的作用.
2.4 抗性提升和潜力挖掘是康复医学的重要技术手段

植物的抗逆性是受基因控制的,植物在受到伤害后及时得到治疗,植物的基因就会得到正常表达的机

会.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适应环境、防御病害的机制,只是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和

过度的保护栽培,作物的许多能力渐渐地钝化、休眠甚至丧失.植物抗逆诱导,就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者方

法唤醒植物关闭的抗性通路或者调控基因,激活植物自身的抗性潜力,去抵御病虫害和环境灾害的一种技

术或者方法.采用抗逆诱导处理后,即使没有真正的逆境,只要给植物施以“逆境信号物质”,就能引起植物

的抗逆反应.这就好比人类并不需要真正接触活的病菌和病毒,只需要打一个疫苗,告诉机体有外敌入侵,

就可以激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从而具备抗病能力一样.因此,抗逆诱导在植物抗性发挥方面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植物自身抗性基因是植物长期进化获得的宝贵遗传资源,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作为一种有效的抗御

逆境的手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其可行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善加利用.更重要的是,植物的抗性机

制全面而系统,不是哪一种传统农药所能够替代的,特别是针对非生物逆境的抗性机制,我们只能从植物

自身来寻求解决方案.
未来的“植保”,将不再把重心放在病原菌和害虫上,也不是一味地对有害生物强调杀死,而是把重点

放在挖掘植物自身的抗性潜力上,通过“培元固本,扶正祛邪”以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来抵御有害生物的入

侵;“预防重于治疗,保健重于施药,康复重于防治”,健康并保证获得理想收益是植物保护的最终目的,也

是我们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病虫害防控的初衷.

3 植物康复的主要技术对策

3.1 非侵染性病害治愈后的康复对策

非浸染性病害是指由非生物因素引起的病害,这些非生物因素一般包括营养物质缺乏或过多,水分供

应不协调,温度过高或过低,日照不足或过强,土壤和空气中有毒物质的存在,农药使用不当等,这类病害

有时又叫生理病害.如烟草上发生的气候性斑点病、植物的各种缺素症、水淹导致的植物黄化等.这类病害

的发生要诊断清楚,和侵染性病害区别对待,一般可采用针对性措施进行防治,但防治后,必须对植物采

用康复措施,以尽快恢复完全健康,有效地挽回经济损失.非侵染性病害治疗后的康复措施见表1.

4 植 物 医 生        http://xbbjb.swu.edu.cn       第34卷



表1 植物非侵染性病害治疗后的康复措施

病害类型 主要治疗措施 主要康复措施 注意事项

缺素症 对应补充所缺元素

①叶面喷施螯合态复合微量元素;

②叶面喷施氨基寡糖素或芸苔素

内酯;③益生菌剂的增施

①根据情况,进行侵染性病害的预

防,避免并发症发生;②补充元素

以叶面喷施为主

旱涝灾害
①旱浇水、涝排水;②对于

旱情,叶面喷施抗旱剂等

①叶面补充速效氮、磷、钾肥料;②加

强水利工程建设,避免再次伤害;③喷

施氨基寡糖素等抗性诱导物质

①受害地块要监测病情并及时预

防,避免根茎病害发生.②做好农

田水利建设

酸害、盐碱害

①牡 蛎 钾、草 木 灰 等 调

酸,石膏、亚硫酸钙调盐

碱;②施用针对性的微生

物改良剂

①叶面补充针对性的微量元素,酸

化区补充钼元素和钙、镁元素,碱

化区补充铁和铜等;②叶面喷施氨

基寡糖素等抗性诱导物质;③特异

性改良土壤菌剂的增施

①采用牡蛎钾持续调酸,采用土壤

调理剂持续调盐碱;②恰当选择微

生物菌剂和有机肥调理土壤

3.2 侵染性病害控制后的康复对策

侵染性病害的发生是由一些致病微生物或者侵染性植物造成的,这些病原微生物可以包括病毒、细

菌、真菌、线虫等,侵染性植物主要是寄生性种子植物.病害的发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病态或受害症状,
这些病变都有一个逐渐加深、持续失调的发展过程.侵染性病害的发生和发展是植物和病原生物互作的过

程,植物一旦感病,说明植物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抑制不了病害的发生了,这时候要想控制病害,就必须借

助外力,使用药剂控制病害就成为重要的手段.但药剂控制后,只是暂时对病原物进行了抑制,要想让植物

持续健康,就必须考虑植物的康复措施,从根本上消除病害发生的原因,并能够持续维护植物的健康.关于

侵染性病害控制后植物康复的措施见表2.

表2 植物侵染性病害治疗后的康复措施

病害类型 主要治疗措施 主要康复措施 注意事项

细菌性病害

①对细菌有杀伤或者抑制

作用的化学药剂;②能抑

制细菌增殖的微生物菌剂

①补充微量元素,平衡植株营养;

②通过调节植物代谢,诱导或者提高

植株抗病能力;③中耕土地,保障肥

力供应;④拮抗微生物菌剂的增施

①根茎类细菌病害要注意调节土

壤的pH值;②叶斑类细菌病害注

意气候变化和营养平衡

真菌及卵菌病害

①对真菌或者卵菌有杀

伤或者抑制作用的化学

药剂;②能抑制孢子或者

菌丝增殖的微生物菌剂

①叶面喷施氨基寡糖素、叶面肥

等;②及时中耕除草、通风、排湿;

③喷施 诱 抗 剂 等 诱 导 植 物 抗 性;

④增施益生的微生物菌剂

①注意天气变化,特别是湿度变

化,避免再次侵染;②补充中微量

元素,确保营养平衡

病毒病病害

①宁南霉素等抗病毒药

剂;②营养加抗性诱导剂

缓解病情

①及时追肥,增加生长活力;②解

决旱栽问题;③补充锌肥等

①病毒病一旦感染,很难消除病

毒,植株抗性对于缓解病情有很大

帮助;②早期的健康栽培和抗性提

升是避免病毒病发生的关键

线虫病害

①采用化学药剂杀灭线

虫;②采用生物药剂抑制

线虫

①根部补充钾元素;②及时浇灌;

③叶面喷施营养元素,保障营养供

应;④根际环境中增施含有几丁质

的天然活性材料

①线虫病害重在预防;②采用牡蛎

粉加有机肥可以抑制线虫发生

3.3 害虫防治后植物的康复对策

植物与昆虫的关系十分密切,有许多昆虫和软体动物以植物为生,这些昆虫和软体动物通常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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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食性虫类”.“植食性虫类”在大量发生或者严重发生时就成为植物的害虫,会对植物造成缺苗断垄、长

势不齐,叶片缺刻、出现孔洞,果实受蛀、变质变味,茎秆受蛀、植株衰弱等各种伤害和病态.害虫一旦对

植物造成伤害,最为关键的手段就是杀死或者驱赶走害虫,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只要害虫被消灭了,植保

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而实际上,植物受害虫伤害后的康复是植物能否恢复健康的关键.因此,仅仅防治害虫

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对虫害控制后植物的健康维护工作.表3列出了植物害虫防治后的康复对策.

表3 植物害虫防治后的康复措施

害虫类型 伤害特征 防治对策 康复对策

刺吸式口器危害

① 刺吸造成卷曲、变色、生

长受阻等;② 分泌蜜露导

致煤污病;③ 传播病毒引发

病毒病

①内吸杀虫剂杀虫,触杀杀虫剂

杀虫;②天敌捕食或者寄生杀

虫;③害虫病原生物制剂杀虫

①及时补充营养,增加植物长势,

修复伤口;②提高植物抗性,避免

继发性病害发生;③采取预防措

施,控制虫口数量,避免再次受害

咀嚼式口器危害

①咬食叶片,造成叶受伤;

②蛀食果实,造成果实种子

受伤;③蛀食茎秆,造成茎

秆受伤;④窃食根部,造成

缺苗断根

①内吸杀虫剂杀虫,触杀杀虫剂

杀虫;②天敌捕食或者寄生杀

虫;③害虫病原生物制剂杀虫;

④性诱剂诱杀

3.4 杂草防护后植物的康复对策

栽培作物和杂草一样都是植物,对杂草采用除草剂进行防除,无论怎样采取防护措施,都难免对植物

产生伤害.除草剂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期和使用剂量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应当注意防止作物药害的

发生.虽然一些除草剂本身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是相对的,同一除草剂在一定条件下,药效与

药害可以转化.除草剂对植物产生药害,除药剂本身的选择性、环境气候条件等之外,使用过量或误用、使

用技术不当是主要的原因,此外,上茬作物使用的除草剂也因为残留等而很容易对下茬作物产生药害.因
此,提高除草剂的药效、防止药害的产生是农田除草剂使用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但受害后的康复,消除除

草剂产生的持续影响是康复医学必须重视的一项工作.
除草剂的药害有急性型、慢性型和残留型3种情况,其治疗措施和康复对策见表4.

表4 除草剂伤害后植物的康复措施

症状类型 植物表现 治疗措施 康复措施

急性型

施药几小时或几天时间内就可出现症

状;表现为:叶片斑点、焦灼、失绿等,

根发脆或者腐烂,植株严重受损等

①喷清水冲洗;②摘除药害器

官;③使用解毒药剂,如1、8
茶酸酐,R-25788等

①足量浇水;②叶面喷施芸苔

素内酯加叶面肥;③中耕松

土等

慢性型

症状不能立即表现出来,但逐渐会出现

叶片卷曲、畸形、黄化;根短粗肥大,

根毛稀少,植株矮化、变小,果实变色、

变形等

①叶面喷施芸苔素内酯或者

氨基寡糖素等;②针对性选用

解毒剂

①叶面喷施速效氮、磷、钾肥

料;②中耕松土;③结合病虫

害防治喷施水杨酸等植物抗

性诱导物质

残留型

当季不表现药害,主要是对后茬作物产

生药害,表现为种子发芽迟缓,根尖受

伤,叶片畸形等

①使用降解菌,调节土壤生态

环境;②使用草木灰、牡蛎钾

等可帮助降解土壤有毒物质;

③叶面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如芸苔素内酯等

①结合追肥浇水进行中耕松

土;②叶面喷施氨基寡糖素及

微量元素等;③结合病虫害防

治喷 施 水 杨 酸 等 抗 性 诱 导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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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康复医学的展望

康复是生命得以焕发青春和活力的一种方式,植物康复是植物内在基因赋予植物的一种重要机能,但

康复是在受到伤害后的一种机能恢复,这需要内在的活力和外源的帮助.植物康复医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

的综合性科学,在帮助已经丧失某些功能或部位的病、伤植物尽快地、最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新健康起

来,保障植物保护措施更加持续有效,在体现植物医学的全面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植物康复医

学涉及的学科较多,包括植物营养学、植物免疫学、植物生理与生物化学、植物药理学等,而且其实践性极

强,需要掌握植物的生长规律、植物与其他生物的互作、植物与环境的相互适应等,要想在该领域建立其

新的学科体系,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作.一方面需要在医学的框架下形成完备的植物康

复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植物康复的分子机制和生态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还需要针对不同的植物及

其伤害的特点研发出康复的关键技术及其产品,并建立起植物康复的技术体系.植物康复医学才刚刚起步,
其发展仍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更加深入,以及人们

对植物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植物康复医学一定会随着整个植物医学体系的蓬勃发展而逐步完善,也将会

在植物的健康维护,促进植物的高效、经济、安全生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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