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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关于“植物病原菌物”的教学探讨 

赵莹  孙炳剑  文才艺*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为了提高植物病理学中“植物病原菌物”教学单元的教学效果，作者梳理了菌物的涵义和演

变历史，以及不同教材中相关内容的编排特点。提出了要针对不同授课对象、教学计划和教学目的

选择合适的教材，并针对性地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观点。即，植物保护专业的课程设计可以结合生

物系统分类学进展对“真菌”和“菌物”的概念进行梳理，而植物生产类非植物保护专业的植物病理学

相关课程则直接讲解植物病原菌物的概念。通过差异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果，满足不同专业的

学生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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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rategy for course unit of Plant Pathogenic Fungi in 
Plant Pathology 
ZHAO Ying  SUN Bing-Jian  WEN Cai-Yi*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acy of plant pathogenic fungi unit in course of Plant Pathology,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Fungi and True fungi, and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in different 
textbooks compiled by different authors were systemically and logically reorganized in this paper. Our 
opinion from the analysis is proposed that suitable textbook and in-class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selected and organized specifical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udients, teaching plan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In other words, the lectures for the major of plant protection in 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ould 
be systemically designed upon pre-requested course of Biological Taxonomy for a clear awareness to the 
concepts of Fungi and True fungi. For the other majors such as the major of plant production,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concepts in class should be better and enough. Specific teaching design and strategy will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greatl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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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物是一类具有细胞核，没有叶绿素，能产

生孢子，具有甲壳质或纤维素质的细胞壁，以吸

收或吞噬的方式吸收营养的真核菌类生物的总  

称[1]。由此可见，菌物不是一个分类单元的术语。

引起植物病害的菌物，即植物病原菌物泛指真菌

界(Fungi)、藻物界(Chromista，又称假菌，或茸鞭

生物界 Stramenopila)和原生动物界(Protozoa)中可

引起植物病害的所有物种，是引起植物病害种类

最多的病原物类群。 

1  “菌物”与“真菌”的涵义及其演变 

“菌物”一词最早由 Conrad 于 1931 年提出[2]，

当时菌物作为一个界(Kingdom)的名称即菌物界

(Mycetelia)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尤

其是分子生物学证据的广泛应用，生物分类学体

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结合表型和基因型的研究结

果，菌物所包含的三大菌类在系统生物学上分别

隶属于 3 个不同真核生物界，且亲缘关系相距甚

远，是一个复系类群[3]。裘维藩先生于 1990 年首

次将“菌物”的概念引入国内，并赋予了现代分类学

的涵义，明确了菌物(Fungi)和真菌(True fungi)的译

名[4-5]。但是，在我国早期植物病理学教学中，由于

致病的菌物都是真菌，难以在植物病理学课程中

把全部的真菌内容讲清楚，为此戴芳澜先生增开

了一门真菌学(Mycology)，真菌一词就这样一直沿

用下来[6]。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内通用的

植物病理学相关教材，如《植物病理学原理》[7] 《植

物保护概论》[8]
 《园艺植物病理学》[9]等，一直将包

含 黏 菌 (Myxomycota) 、 卵 菌 (Oomycota) 和 真 菌

(Eumycota)在内的植物病原菌物作为植物病原真菌

(真菌界)讲授。因此，所谓的植物“五大类病原

物”，即植物病原真菌、细菌、病毒、植物寄生线

虫和寄生性种子植物的学术观点被广泛接受和传

播。相应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植物真菌病害、

细菌病害、病毒病害、线虫病害和寄生性植物病

害。目前，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的教师群体绝大

多数是以上学术观点的传承者。1995 年出版的《菌

物学词典》(Anisworth & Bisby’ Dictionary of the 

Fungi)第 8 版[10]中接受了 Cavalier-Smith (1981)等提

出的八界生物系统的观点，并将菌物划分为三个

界，即真菌界、藻物界和原生动物界。在随后的

第 9 版[11] (2001)和第 10 版[12] (2008)中进一步确定了

这一分类体系的合理性，从而使菌物进入  一个

多界化的时代[1]。至此，“菌物”不是一个分类上的

术语，而是一个涉及三个界的真核生物总称的学

术观点[13]，开始在国内植物病理学相关教材中被

采用，沿用至今。 

关于“菌物”与“真菌”的分类学涵义及译名的演

变和辨析，国内外很多文献中有详细的描述，本

文不再赘述。由于目前国内有关植物病理学教材

普遍采用了植物病原菌物的概念，教学过程中必

然要梳理“菌物”与“真菌”的内涵演变。要在有限的

学时内讲清楚植物病原菌物的形态特征、生物学

性质及其所致病害等相关知识，不至于让学生在

转变传统学术观点的同时产生疑惑和混淆，就必

须在“植物病原菌物”单元教学中认真梳理、设计和

呈现直观的教学内容。正如张树正先生在《微生物

学通报》上撰文[14]指出，“修改一个在国外学术界

使用了 260 多年，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以上历史的

正确名词，要被广泛接受且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

的混乱，是非常困难的”。 

2  不同教材中“植物病原菌物”内容的编排
特点比较 

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针

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植物病理学及其相关课

程设置，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必需的。目前，国内

农林院校选用的植物病理学及其相关教材有 10 多

种，由于编写人员本身是“植物病原真菌”学术观点

的受教育者，对“植物病原菌物”学术观点的接受、

理解和传播的程度不同，加之教材适用对象也不

相同，因此编写相关内容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谢联辉主编的《普通植物病理学》 (第 2 版)[15]中，

按照《菌物词典》第 10 版[12]的分类方法，将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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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物依次分为根肿菌门、卵菌门、壶菌门、

接合菌门、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其中半知菌类

(现在称之为有丝分裂孢子真菌)在子囊菌门中以

“无性态子囊菌”介绍。该教材对菌物和真菌的分

类学涵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比对分析，还给出了

菌物检索表(图 1)。这种编排方式的特点是知识

点清晰、重点突出、逻辑性强，便于学生理解，

适合于植物保护专业普通植物病理学教学和学生

学习。但是，对于植物生产类非植保专业的学生

来说，课堂教学的学时有限，教师讲不透，学生

容易混淆，仅适合于参考阅读。类似编排方式的

教材还有徐秉良和曹克强主编的《植物病理学》  

(第 2 版)[16]、宗兆丰和康振生主编的《植物病理学

原理》(第 2 版)[17]以及许志刚主编的《植物病理学》

(第 4 版)[18]。 

董金皋等主编的《植物病理学》[19]中，基于菌

物分属三个界的共识，只对涉及植物病害的重要

属或种的菌物进行了介绍，不涉及纲、目或科等

级别的分类单元，植物病原菌物依次分为真菌界

主要类群、假菌界代表属和原生动物界代表属。

这种编排方式虽然脉络清晰，但是对于植物保护

专业的普通植物病理学教学来说，内容过于简

单，无法给学生讲清楚植物病原菌物所致病害的

全貌，对后阶段农业植物病理学的学习也有一定

的影响，因此仅适合植物生产类非植物保护专业

的植物病理学或植物保护学等相关课程的教学。

鄢洪海等主编的《植物病理学》[20]对植物病原菌物

的编排突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将植物病原菌物

分为非真菌界中的病原菌物和真菌界中的病原菌

物两部分，既接受了菌物的现代分类学观点，又

突出了病原真菌对植物病害的重要性，因此，该

教材的适用性广泛，可适用于植物保护专业或非

植物保护专业的植物病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 

3  植物病原菌物的教学设计 

植物病理学是植物保护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同时也是植物生产类非植保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

课，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设计“植物

病原菌物”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 

对于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而言，“植物病原菌

物”是普通植物病理学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学时

数占课程总学时的 10%−12%。课堂教学中必须结

合生物系统分类学进展对“菌物”和“真菌”的概念进

行梳理，重点讲授植物病原卵菌和病原真菌的形

态学特点、生物学性质和所致病害的特征等相关

内容。让学生在接受“菌物”的现代分类学涵义的同

时，认识到植物真菌病害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在

课堂讲授时应该先介绍菌物的概念，之后讲述菌 

 

 
 
图 1  菌物检索表[13] 
Figure 1  Key of phylum in fung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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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分类学涵义，重点介绍生物分类系统的研究

进展和菌物学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明晰“菌物”和

“真菌”概念的区别；然后讲述菌物的一般性状，包

括营养体、繁殖体和生活史；最后分别讲述植物

病原原生动物界(根肿菌门)及其代表属(种)所致病

害、植物病原假菌界(卵菌门)及其代表属(种)所致

病害和植物病原真菌界(壶菌门、接合菌门、子囊

菌门、担子菌门、无性态真菌)及其代表属(种)所

致病害。 

对于非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而言，除部分院

校的园艺植物病理学、林木病理学单独设置课程

外，大多以植物保护学，植物病虫害防治学等设

置课程，因此，植物病原菌物的教学单元学时数

较少，一般占课程总学时数的 5%左右。在教学计

划规定的学时内，难以讲清楚“菌物”与“真菌”概念

的演变及其各自的系统分类学涵义。应该直接从

植物病原菌物的概念入手，分别讲述根肿菌门及

其代表属(种)所致病害、卵菌门及其代表属(种)所

致病害和真菌界及其代表属(种)所致病害，重点讲

述真菌界及其代表属(种)所致病害。 

总之，无论是植物保护专业还是非植物保护

专业，其植物病理学相关课程教学中植物病原物

是最基本的教学单元，也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之

一。而在植物病原菌物教学环节，必然涉及到如

何厘清“菌物”与“真菌”的概念演变以及其在系统

分类学中的涵义等问题。但是对于没有系统学习

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等生物学知识的农科学生来

说，课堂上讲述“菌物”和“真菌”的概念演变及其

在系统分类学中的涵义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概

念上的模糊和混淆，尤其是学生在利用网络资源

学习时，由于网络资源中多数是依据《菌物词典》

第 8 版[10]之前的分类系统对植物病原真菌(实际上

是菌物)进行描述的，与当前的教材和课堂上教师

讲授的学术观点不一致，学生容易产生疑惑。我

们认为，在植物病原菌物的教学环节，无需给学

生讲解“植物病原真菌”演变为“植物病原菌物”的问

题，在简要介绍菌物学发展史的同时，直接将菌

物作为一个非分类学单位的概念引入即可，事实

上，目前植物病理学等相关教材中“植物病原原核

生物”的概念采取的就是同样的教学设计。 

4  结语 

从学术角度来说，“菌物”和“真菌”是必须要厘

清的两个概念。一方面，这个问题反映了人们认

识自然的进程；另一方面，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

在揭示自然奥秘中的决定性作用。“菌物”和“真菌”

的内涵演变是现代生物系统分类学发展的必然结

果。然而，对于农科大学生而言，系统掌握植物

病原菌物及其所致病害的相关知识是植物病理学

及其相关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在植物病原菌物

的教学单元里，重点是了解植物病原菌物的一般

生物学性状和生长发育(生活史)特点，掌握与植物

病害相关的菌物及所致植物病害的病理学知识，

有关菌物的系统分类学知识，除少数有兴趣从事

植物病原生物学研究的学生外，只需了解即可。

因此，针对不同专业的农科大学生，有关“植物病

原菌物”的教学设计应该有所差别。对于植物保护

专业的学生来说，课堂上可适当结合菌物学发展

史，将“菌物”和“真菌”的内涵演变进行梳理，但是

不宜讲得太多太细，否则容易引起学生对相关学

术观点认识的混乱；对于非植物保护专业的大学

生来说，直接按照最新版《菌物词典》[12]的分类系

统介入课堂教学内容，给学生传授现代菌物学分

类知识，无需梳理“菌物”和“真菌”的内涵演变；对

于农业生产一线的植保工作者或农业从业人员，

他们绝大多数是“植物病原真菌” (实际为植物病原

菌物)的受教育者，在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时，应

先普及关于植物病原菌物系统分类学的新知识。

在讲述植物病原菌物病害时，强调植物病原卵菌

和黏菌不属于真菌，其生物学特点和所致病害的

防治方法与植物病原真菌及其所致病害的防治方

法存在很大差异。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满足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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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需求，教师既要系统掌握菌物系统分类学知

识及其最新研究进展，也要具备针对不同的授课

对象、教学计划和教学目的差异化设计教学内容

的能力，同时还必须具备灵活运用菌物系统分类

学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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