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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学角度看植物医学与植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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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生态学角度对植物医学和植物健康进行了深度思考,论述了同时从宏观和

微观角度进行研究对植物医学学科的重要性,强调了植物群体健康在植物医学中的作用,

分析植物医学观念下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农田生态系统的功能,给出了基于生态学的植物健

康和植物医学的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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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conductedin-depththinkingonphytomedicineandplanthealthfrom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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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ofphytomedicine,emphasizedtheroleofplantpopulationhealthinphytomedicine,ana-
lyzedthefunctionsofnaturalecosystemsandfarmlandecosystemsundertheconceptofphyto-
medicine,andprovidedanewdefinitionofplanthealthandphytomedicinebasedonecology.
Keywords:phytomedicine;planthealth;microandmacro;farmlandecosystem;plantindividu-
al;plantpopulation

  人类医学、动物医学、植物医学三大医学体系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植物

健康是保证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基础[1].传统意义上的植物保护与植物医学在学科体系、关

注重点、核心内容、技术要素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2].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上,植物医学是植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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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理论基础,而植物保护则是植物医学的实践应用,是植物医学的组成部分.本文从生态学

的角度对植物医学与植物健康作一些思考.

1 微观与宏观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理的一门多学科性的自然科

学.从微观到宏观,生命系统可划分为分子、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

等多个水平或层次,每个层次与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都具有特定的结构与功能[3].从生态学

角度看,植物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包含着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的研究偏重于基础,

主要在于探索植物及其与植物健康有关的生物的生命规律,明确其发病机理;宏观的研究更偏

重于应用,主要在于阐明如何维护和增进植物健康,预防和控制植物疾病,从而获得最佳的产

量、最优的品质和最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段时间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

人们对微观的研究似乎更感兴趣,一谈研究言必称“基因”“分子”,而和植物健康管理没有直接

甚至间接的联系,更没有关注到宏观层面的多因子相互作用,这些研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很

有必要的,但就植物医学来讲未必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如果把昆虫学和植

物病原学作为基础学科来研究,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在植物医学研究中,应当处理好微观和

宏观的关系,千万不能忘记维护植物健康的最终目标还是保障人类能持续获得优质、高产、安

全的植物产品.

2 个体和群体

人类医学维护人类健康一般针对的是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除非人

类遭遇到传染性极强的流行性疫情或公共卫生事件;植物医学维护植物健康一般针对的是由若

干个体组成的植物群体,除非这种植物是人为引进或处于濒危的珍稀物种.植物群体并不等于

植物个体的简单相加,从个体到群体有着质的飞跃.群体具有与个体相类比的一些特征,例如

植物个体是生或者是死,是患病或者是健康,是处于幼苗阶段还是处于成熟时期等,这些生物

学属性在群体中是以统计特征反映出来,即死亡率、发病率、发育历期等;另外群体作为生命

系统的一个层次,它还具有一些个体所没有的特征,例如群体密度、群体结构、群体整齐度以

及群体的自调节能力等.
植物个体健康并不意味着群体健康,相反,群体健康也不一定表示每个个体都健康.一株

植物生病了,甚至濒临死亡,但是这种处于病态或濒临死亡的植物在整个群体中仅占极小极小

的比例,它并不影响植物群体的结构和功能,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仍然是健康的;一株植物

按其遗传特性具有很强的分蘖能力,在群体的情况下,如果单株分蘖仍然很多,按照植物健康

的一般定义,这个单株是健康的,但就群体而言,许多分蘖会成为无效分蘖而消耗大量的能量

和营养,群体的结构和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是处于非健康状态的.这两

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植物群体健康的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

3 自然生态系统与农田生态系统

植物群体健康不仅依赖于它自身的遗传学特性,而且还取决于植物群体所处的生物和非生

物环境,因此植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还应从植物群体扩大到以植物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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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健康的维护不仅仅是植物医学工作者的职责,更是生态工作者、环境保护

者,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社会职责.植物医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更是经过人为改建,充分利用农

林作物固定、转化太阳能与无机营养,获取一系列社会必需的生活与生产资料的农田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的许多特点与植物医学和植物健康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例如农田生态系统

在群落结构上,初级生产者大多由一种农林作物组成,人为排除植物物种之间的竞争和消费者

层次上的食物链,其结果总是使系统结构十分单纯;在作物特征上,由于人们对作物产量、品

质等方面的选择、淘汰,农林作物的遗传变异幅度较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其他生物袭击、

竞争的抵抗能力较弱;在时间和空间上,人们以特定的生产和经营为目的,大面积长期栽培单

一作物的倾向十分突出;在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上,人们一方面把大量的植物产物尤其是产品

从系统中去除,一方面又以施肥、灌溉等方式从系统外给以补充[4].另一方面,人们又通过轮作

和套种来丰富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用于持续控制作物病害,达到提高作物产量、优化

生态环境的目的[5].农林生态系统的这些特点,注定了有害生物尤其是病虫的发生和猖獗,就

其原因无一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农田生态系统同样蕴含着复杂的反馈机制和动态平衡,在系统内,栽培植物与有害生物之

间,有害生物与天敌之间,在系统外,使用化学农药与病虫之间,翻耕、施肥、除草、灌溉等田

间管理与农作物之间等,都存在着正负反馈的相互交替.由于作物种植密度过大或果树开花结

实过多而出现的自然稀疏现象,作物受病虫为害后出现补偿现象,当害虫数量过高,出现的密

度制约现象,天敌对害虫在数量、时间、空间上的跟随现象以及周期循环法则等都是负反馈促

使系统维持平衡;不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大量长时间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污染、天敌衰退、病虫

抗药性增加等,导致出现病虫害发生越来越重,农药越施越多,植物抗性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
农田生态系统中作物群体的非健康状态是作物生命系统在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作用下人为

干预不当引起的生态系统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应用系统的思想、综合的方法,而这正

是植物医学研究应该以系统论、控制论、生态观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因[6].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虽

然能利用和改造生态系统,但是却不能超越生态系统客观规律的制约.维护植物健康的核心不

仅仅是对植物疾病(广义的)的防控,更主要的是提高作物的免疫力、抵抗力和对环境的抗逆力.

4 植物医学与植物健康

植物医学、植物健康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定义.从系统论、控制论和生态学的观

点出发,植物医学的定义则是:着眼于生态系统,以目标植物(个体和群体)为核心,以维持系

统良性循环和充分发挥系统功能为目标的维护和管理植物健康的科学.植物健康则是生态系统

处于能充分发挥系统功能,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下植物的群体状态.
剖析以上定义,一是关于生态系统,它既包含微观也包含宏观的生命层次,因为生命形态

的任何一个层次都与其环境有关;二是以目标植物为核心,既反映了植物医学的目标,又包含

着对围绕植物而存在的其他生物的研究;三是维持系统的良性循环,它包含了既要充分发挥核

心植物的遗传潜力,又要维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四是植物医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维护

植物健康获得三大效益,即提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五是植物医学不仅是一个维

护植物健康的学科体系,而且也是维护植物健康的管理体系,它不仅具有植物生命系统的自然

属性,而且具有获取产品的经济属性和保障食物安全、生态安全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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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医学的概念以及学科体系等目前还处于争论之中,多名学者给予了很好的论述.
笔者认为,植物医学在解决植物健康问题、控制植物疾病发生、保障人类的长远利益方面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我们的一些观点不一定正确,更不乏浅陋之处,愿以求抛砖引玉,期待有

更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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