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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化学防治专业委员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已经先后举办了七次全国性
学术研讨会和多次小型学术活动，开展了有关的科普宣传、科学考察和咨询服务，编辑出版了七卷《
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研究》论文集。
这为我国广大植物病害防治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常年奋战在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展示
科研成果的舞台，为推动和促进我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科技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书汇编了参加第七届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反映了近两年来我国农药化工
和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最新的科研成果。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进步，人们把追求粮食和食品生产数量放在首位的传统观念正在
改变，农用化学品在食品中残留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ldquo;无公害食品&rdquo;、&ldquo;
绿色食品&rdquo;、&ldquo;有机食品&rdquo;正在成为追求的目标。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用化学品不仅在保证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和食品，满足不断增加的人
口对食品的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科学使用农用化学品还能够改善和提高农产品
的质量。
众所周知，罹病的农产品往往伴随品质下降，有的还因为病原微生物产生毒素而导致食用后的中毒事
故。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科学使用一些新型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等，除了能有效防治多种植物病害
、减少产量损失以外，还能够调节植物生长、延缓植物衰老、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农产品的品质。
毫无疑问，如果滥用农用化学品，不仅会因为高残留造成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会因为抑制作
物生长甚至破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最终导致农产品的产量下降。
因此，本次会议提出的主题是：杀菌剂与作物健康和食品安全。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在本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在筹
备和承办这次会议中，克服了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
谢。
　　本书的编者和审稿人员仔细阅读了全部来稿，并对部分论文进行了删减和修改，部分论文由于内
容不符合本次会议要求或其他原因未能录用，敬请谅解。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仍然存在不少疏漏和错误，望读者和作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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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研究（第7卷）》编辑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化学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七届
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学术研讨会交流的部分论文91篇。
《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研究（第7卷）》侧重报道了羧酸酰胺类（CAAS）、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
剂、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苯并咪唑类杀菌剂和二甲酰亚胺类等杀菌剂的生物学及其应用技术研
究进展。
特别是反映了最近国内重要农作物病害的化学防治新技术研究和病原菌的抗药性诊断和检测技术、抗
药性分子机制、杀菌剂化学合成、生物农药及天然物农药的研究动态，大量报道了一些疑难植物病害
和经济作物病害防治中存在的抗药性及其治理、药效分析、对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促进作物健
康生长等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近两年来中国农药和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研究（第7卷）》对从事植物保护和农药学科教学、科研、技术推广和农药
开发、生产和经营等科技工作者具有实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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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杀菌剂毒力　　1.1 杀菌剂毒力的定义　　Anon（1943）最早给出了杀菌剂毒力的定义：一种化
合物通过生理化学方式对某种真菌生命功能进行反向的干扰能力。
随着不同作用方式的新型杀菌剂开发应用，我们可以完善杀菌剂毒力的定义为&ldquo;一种化合物通过
生物化学方式对某种病原菌生命功能进行反向干扰的能力或通过与寄主-病原物-环境的互作防治植物
病害的效力&rdquo;。
通常所说的杀菌剂毒力是指对病原菌的直接作用，只有那些对病原菌没有直接作用的杀菌剂毒力才考
虑防治植物病害的效力。
杀菌剂的毒力实际上是其化学分子与靶标病原菌的受体分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数情况下药剂与靶标的互作极为精致，只要药剂分子结构发生轻微改变，甚至是手性结构变化也很
可能引起与受体分子互作的改变，从而表现毒力变化。
同样，药剂的受体分子尤其是与药剂互作的结构域发生遗传变异，甚至是靶标基因的单核苷酸或受体
蛋白的单个氨基酸变化也会显著改变病原菌对药剂的敏感性。
因此，杀菌剂毒力属于一种化合物对某种病原菌活性的固有性质。
基于这种理论，以提高化合物活性的药剂分子结构优化和杀菌剂毒力参数分别成为农药研发单位和农
药登记部门研究和注册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之一。
1.2 杀菌剂的毒力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杀菌剂分子结构上必须同时具有毒力基团和辅
助基团或成型基团。
毒力基团是指杀菌剂分子结构上与作用的分子靶标发生亲和互作的部分，毒力基团与精细结构的受体
分子互作的亲和性是杀菌剂毒力的决定性因素，往往具有质量性状的生物学性质。
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同毒力基团的杀菌剂具有相同的作用机理，常常归属一类，如多菌灵、苯菌灵和
硫菌灵等分子含有或经过生物转化形成苯并咪唑基团的杀菌剂都称为苯并咪唑类杀菌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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