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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形势下，“中
国植物保护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全国植保科技创新与发展大会”将于2008年10月下旬在重庆举行
。年会主题是：增强植保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生物灾害防控技术水平。本届学术年会是植物保护
学科领域的又一次盛会，将有来自全国各地工作在科研、教学、技术推广、生产第一线的专家学者和
广大科技工作者参加，共同交流近几年取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大会的召开将进一步繁荣
我国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推动我国植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促进我国植保科技人才成长，对于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年是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本次年会将作为纪念中国科协成
立5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
推进科技事业，实施了一系列推进科技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
投身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我国植物保护学科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国家对植物保护学科越来越重视，已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基础
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为基础，以突破关键防御技术为核心的植保科技创新体系，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
成果和突破性研究进展，提高了我国防御生物灾害的能力，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了切实的贡献。2008年6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
大会报告中提出：我国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必须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必须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
伍；必须以创新文化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并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
们必须把自然灾害预测预报、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一步抓紧抓
好。要加强对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的研究，为科学预测和
预防自然灾害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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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保护科技创新与发展》收录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全国植保科技创新与发
展大会”上的论文数十篇，包括《群落生态学研究在IPM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水稻条纹病毒
与介体灰飞虱互作的相关研究》《国际植保公约与外来人侵物种控制》《桔小实蝇研究进展》等，该
书的出版将进一步繁荣我国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推动我国植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促进我国植保
科技人才成长，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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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稻瘟病是世界范围分布最广，为害最为严重的病害之一。建立一套快速，灵敏、准确的方法研究水稻
病样中稻瘟病菌源量对于研究水稻稻瘟病的流行规律和建立预测预报系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研
究依据GenBank中登录的稻瘟病菌28SrDNA保守区域设计合成了稻瘟病菌特异的TaqMan探针和引物，
对实时荧光PcR各项反应条件进行摸索优化，建立水稻稻瘟病菌TaqMan探针实时荧光PCR的最佳反应
体系；同时通过克隆28SrDNA基因构建样品标准曲线，对水稻一个生长季节的稻瘟病跟踪定量检测及
分生孢子常规调查，并应用SPASS统计软件对定量检测和孢子捕捉法获得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从
而，建立了水稻稻瘟病TaqMan探针实时荧光PCR的最佳反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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