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卷 第1期 植 物 医 学 2022年2月

Vol. 1 No.1 PlantHealthandMedicine Feb. 2022

DOI:10.13718/j.cnki.zwyx.2022.01.017

日本植物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探析及启示
———以法政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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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保护专业培养从事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人才,对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不可

替代的贡献.但近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化肥农药等的过度投入等引起的非侵染性

病害频发,传统植物保护专业的弊端显露.植物医学专业培养从事植物健康管理的人才,
强调通过调节植物健康预防各类灾害,可弥补当前植物保护的弊端.越来越多专家呼吁将

以有害生物为中心的植物保护专业转型为以植物健康为中心的植物医学专业,但植物医

学专业课程设置等仍有待讨论.日本高校植物医学教育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课程体系,重

视融合多学科知识服务于植物健康管理,本文介绍了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情

况,对我国兴办植物医学教育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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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urseofplantprotectiontrainstalentsengagedinintegratedpestmanagement,
whichhas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inChina.However,due
tothetransformationofagricultureproductionmodeandexcessiveinputofchemicalfertilizers
andpesticides,non-infectiousdiseaseshaveoccurredfrequentlyinrecentyears,andrevealed
thedrawbacksoftraditionalplantprotection.Thespecialtyofplantmedicinetrainstal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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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edinplanthealthmanagement.Plantmedicineemphasizesthepreventionofvariousdisas-
tersbyregulatingplanthealth,whichcanmakeupfortheshortcomingsofcurrentplantprotec-
tion.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societyinChina,moreandmoreexpertssuggested
totransformpestcenteredplantprotectiontoplanthealthcenteredplantmedicine,butthecur-
riculumsettingoftheplantmedicinemajorisyetambiguousinChina.Amaturecurriculumof
plantmedicinehasbeenestablishedintheJapaneseuniversities.Theyfocusonintegratingmul-
tidisciplinaryknowledgetomanagetheplanthealth.Thispaperintroducedthecurriculumofthe
plantmedicinemajorinHoseiUniversity,whichisvaluabletodevelopplantmedicineeducation
inChina.
Keywords:plantmedicine;planthealth;disciplineintegration;curriculum

  植物保护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植物生产大类的重要专业之一,该专业培养具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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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学重点以为害植物的

有害生物为核心,介绍各类病原微生物、害虫、杂草、鼠等有害生物的基本特征、发生发展规

律、综合治理等,培养的人才在农业生产中从事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挽回因有害生

物发生造成的损失,为我国种植业丰收丰产做出了巨大贡献[2-3].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方

式发生较大变化,依赖连作和化肥、农药等的持续超量投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了土

壤肥力退化、植物营养失衡等问题,加上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农业生产中

由非生物因素导致的植物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传统植物保护以防

治有害生物为中心,在生产中依赖农药防治有害生物,不仅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还造成农

药滥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严重的问题.
植物医学的概念最先由德国人Braun提出,1996年我国著名昆虫学家管致和论述了植物

医学的内涵,并提出了植物保护向植物医学方向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植物医学强调通过

合理的营养供给、栽培管理、植物免疫、植物保健等促进植物健康,减少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

素对植物健康的影响,促进植物尽快从不良状态中恢复[5].植物医学注重通过调节植物健康和

发挥植物自身对有害生物的抵抗性,能更全面地解决植物健康问题并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民对农产品和环境要求的提高,农业正面临一次升级转

型,教育服务产业的能力需同步加强.面对新时代农业发展和新农科教育的需求,植物保护升

级为植物医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植物医学在国内是新生事物,课程设置等无先例可循.美国、日

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早已兴办植物医学教育多年[6-8],其中日本法政大学2008年

开办了植物医学本科专业,经过10余年发展,课程体系已比较成熟,可作为我国兴办植物医学

教育的有益借鉴.本文综合实地交流的结果和相关文献资料,简要介绍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

的课程设置,为国内同行提供一定参考.

1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

1.1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概况

法政大学(HoseiUniversity)成立于1880年,是日本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位于东

京都.目前共有全日制本科生28000余人,研究生1300余人.植物医学本科专业(Courseof
ClinicalPlantScience)隶属于生命科学学部(FacultyofBioscienceandAppliedChemistry)植物

医学系(DepartmentofClinicalPlantScience),于2008年开设并实施植物医学本科教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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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14年成立植物医学研究中心(CenterforClinicalPlant
Science),以支持植物医学本科的实践教学.

1.2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

在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对食物和能源植物的需求大幅提高的背景下,法政大学针对植物生

产中生物因素和不良环境条件等引起的重大损失以及挽回损失所需的绿色环保、可持续技术的

需求等问题,开办植物医学本科专业.该专业以生命科学知识为基础,培养掌握保护植物健康

和环境的知识和技术,具备有效诊断、治疗及预防植物病害所需的临床技术,具备综合思维能

力的“植物医生”,也培养能参与植物病害治疗、预防领域先进技术开发、利用的研究人员.

2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及其特点

2.1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修业年限为4年,毕业学分要求为124学分,在第3学年完成

全部课程授课,第4学年全部用于开展毕业实习.课程体系中通识课、基础课和专业课分别由

学校、学院、系确定,院定和系定课程中,必修课仅有13门(含10门实验实践课),选修课多达

69门,学生可根据就业方向灵活选课.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基础类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作物栽培与健康管理、土

壤与植物营养等方面,其中半数以上为生命科学类课程,涵盖基础生物学、动物学、植物生理

学、生态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与基因工程、生物信息学

等多个学科.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开设了丰富的专业课程,其中仅有植物医学概论、植物病

害诊断学、植物临床医学为必修课程,其他均为选修课程,涵盖植物医学类、植物病害类、昆虫

类、植物药理类课程.植物医学类课程包括植物医学概论、植物临床医学、植物医学系统、植物

保护、植物治疗、植物医生研讨、树木医研讨、植物医学信息学研讨、植物医学基因组学、植物

医学商务等课程,植物病害类则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原真菌学、植物细菌学、植物病毒

学、植物病害诊断学、植物病害流行学、植物感染生理学、植物采后病害、植物-微生物互作、

植物生理性病害等课程.其他有害生物类课程还有基础昆虫学、应用昆虫学、环境昆虫学和杂

草学.
实验实践方面,法政大学把所有专业课实验整合为植物医学基础实验、应用实验、临床实

验3门课程,每学年开设一门,形成了3年不间断的专业实验课教学模式.基础实验侧重真菌、

细菌、病毒、昆虫等有害生物的基础性实验及基础性诊断;应用实验侧重植物病害识别、防治

及借助于仪器的识别、检测等;临床实验侧重实践性诊断和防治、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等.
同时在第一学年开设植物生产实习,使学生熟悉物候期、作物生长规律、土壤水分和营养对作

物生长的影响;在第二学年开设企业(试验场)实习,为期2周,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在企业、试

验场等完成;最后一学年则为毕业实习,学生根据个人就业选择,在企业、试验场或实验室完

成毕业论文,参加毕业答辩.
2.2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2.2.1 融合多个学科,打造综合思维,服务植物健康管理

由于工业污染、极端气候、不合理地使用农业投入品等使土壤结构和微生态发生恶化,导

致植物健康状况出现问题,造成疑难病害多发、防治困难等问题,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在选

修课程中开设土壤与植物营养、作物栽培与管理类课程,并开设贯穿全年的植物生产实习,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实现了栽培、营养、有害生物与植物健康的融合,强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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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建立植物大健康的概念和综合性思维,避免了依赖单极化手段解决植

物健康问题.
2.2.2 突出植物病害模块,强化植物病害诊断能力

植物病害的准确诊断是有效防治植物病害的重要前提,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将“植物病

害诊断学”设为必修课程,围绕该课程开设了大量选修课,包括基础性的病原、病害、病理、感

染生理、流行类课程,也包括前沿的植物-微生物互作、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组学类课程,

训练了学生通过传统的田间观察、显微观察等传统手段和分子生物学、组学等前沿技术诊断植

物病害的能力.
2.2.3 重视全球视野下植物医学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的作用

农药是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投入品,是丰收丰产的重要保障.但农药是有毒化学品,错误

使用农药可能会造成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故世界主要国家都有规范农药使用的法

律,违反法律使用农药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政府一贯重视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2020年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则使日本从政府到民间更加重视作物的生产和食品安全.植物医学人才可有

效促进使用综合手段维持植物健康,减少农药、化肥等投入品的使用,提高食品安全,减少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提供了诸多食品、环境方面的课程,既包括基础的理

论,又包括本地和世界相关政策法律类课程.这些课程可帮助学生建立全球视野,使学生深入

认识植物医学对全人类健康和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3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启示

3.1 打破学科隔离,综合多学科知识促进植物健康

植物健康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9].除了有害生物,土壤、营养、气候、耕作等众多

因素都会对植物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维持植物的健康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10-11].我国40余年

来的农业实践证实,依赖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连作制度虽然能取得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造

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过度开发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大量施用化肥致使土壤理、化、生物

学性状严重劣化,中微量元素严重缺乏;单一作物的大面积集约化种植使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退化.多种因素叠加造成农田生物多样性丧失、作物健康状况不良、有害生物群落更替加快

和大量累积,进而导致生理性病害多发、土传病害严重、病虫害大暴发和蔓延,影响农业生产

和粮食安全[3,5,12].面对此种形势,以有害生物防治为中心的植物保护理念已弊端显露,越来越

多的专家赞同通过生态布局、栽培管理、植物营养、植物保健、有害生物防控等综合手段促进

植物健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的理念[13-15].国内一些专家也借鉴人类医

学的大健康理念,适时提出了兴办植物医学教育,培养植物医学人才的建议[2,4].日本法政大学

植物医学系通过在低年级设置栽培管理、植物营养、健康管理等类别的课程,进一步通过贯穿

全学年的植物生产实习,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知识,打破了不同学科间的壁垒,使学生牢固树立

了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技术维护植物健康的理念,更能适应生产中复杂多变的形势.
3.2 高度重视植物医学对食品安全、人民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作用

现代农业除了继续承载生产足够数量农产品的任务外,还担负着保障食品安全、优化农产

品营养结构和促进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任务,也承担着维护地球美好生态环境的义务[11].植物

医学无疑是现代农业履行义务和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9].法政大学植物医学系高度重视植物医

学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数门食品科学、环境科学及其相关

政策法律的课程.通过综合手段促进植物健康,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无疑可以极大促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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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的提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终正向反馈于人类的健康.我国已进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人民群众对优质安全农产品和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更加强烈,减少

农业生产对农药等化学品的依赖,是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对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大有裨益.我国在植物医学理念指导下成功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案例与日

俱增[3],有效地减少了化肥、农药投入量,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如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植物

医学理念为指导促进植物健康,减少病虫害发生造成的损失和农业化学品的投入,必能为食品

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面对全球新产业与科技革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和国家制定了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生态文明、健康中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赋予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以新的发展内涵[16].
教育部指出,涉农高校应以强农兴农为己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持续推进高等农林教育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新农

科建设.适时根据产业变革与社会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重构知识体系,是培养新农科人才、

提高高等农业教育、服务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17-19].植物医学融合多学科知识,通过促进

和维护植物健康,保障农产品生产,减少农药、化肥等的投入,服务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

兴、生态文明、人民健康的意义更加凸显.日本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以植物健康为中心,融

合多学科知识维护和促进植物健康,在为人类提供足够食物的基础上,促进人类健康和生态环

境发展,对我国新农科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但植物医学在我国是新兴事物,在专业教育

和学科建设方面尚有诸多待发展之处,但其理念具有更广阔的时代适应性.本文简要介绍日本

法政大学植物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供国内同仁讨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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