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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银杏黑斑病菌 ( Alternaria tenuis Ness) 和轮纹病菌 ( Pestalotia ginkgo Hori) 进行生长、 产孢条件和孢
子萌发试验。结果表明 , 银杏黑斑病菌生长 、 产孢温度为 10℃～ 35℃ , 25℃生长最好 , 35℃产孢最多 , 20℃～ 35℃
孢子萌发良好 ; 轮纹病菌生长温度为 10℃～ 30℃ , 最适 25℃ , 10℃下不产孢 , 20℃孢子萌发率最高。 2种菌在马铃

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上生长旺盛 , 在相对湿度 ( RH) 65% ～ 98%生长良好 , 且加大 RH有利于分生孢子形成 , RH

100% + 水滴处理孢子萌发率最高。 2种菌生长的 p H值为 2～ 11, 偏酸性利于分生孢子萌发。葡萄糖 、 叶汁有促进
轮纹病菌分生孢子萌发作用 ; 光照对黑斑病菌的生长和产孢没有显著影响 , 但能促进轮纹病菌孢子形成。
关键词　银杏　黑斑病菌　轮纹病菌　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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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als w ere done on the g row th, spo rulation and conidium 's g ermination of A. tenuis and
P. ginkgo . Th e favour temperature fo r g row th and spo rulation of A . tenuis was 10℃～ 35℃ , and
10℃～ 30℃ fo r P . ginkgo , and the optimum g row th tempera ture fo r bo th pathogens w as 25℃ .
A . tenuis had a largest quantity of conidium at 35℃ , but P. ginkgo could not produced conidium a t
10℃ .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o f conidium germina tion for A. tenuis 's and P. ginkgo were 20℃
～ 35℃ and 20℃ , respectiv ely. Tw o pa thogens g rew w ell on PDA ( po ta to-g lucose-agar) wi th RH

increment a t RH 65%～ 98% . Conidium had a highest g ermination in w ater drop w ith full RH.

Tw o pathogens could g row a t pHvalues 2～ 11, but acid condi tion is fav ourable to conidium germi-

nation. Glucose and leaf ex t ract of Ginkgo biloba could hasten conidium germina tion of P . ginkgo .

Light had no ef fects on the g row th and sporulation o f A. tenuis , but could promote conidium pro-
duction o f P. gink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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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黑斑病和轮纹病是银杏成株期叶片的主要

病害 ,几乎遍布所有的产区 [1 ]。在广西银杏产区内 ,由

于推广应用早实丰产技术 , 进行大面积集约化栽

培
[2 ]
, 银杏品种资源进一步单一化 , 这 2种病的危害

越来越大 ,严重地影响了银杏果实的数量和质量、以

及银杏叶黄酮类物质的提取和系列产品加工。黑斑病
和轮纹病常相伴发生 ,为了探讨其发生规律 ,更有效

地进行防治 , 本文对 2种病菌的生物学特性进行生

长、 产孢试验和孢子萌发试验。

1　材料

1. 1　供试菌株
　　黑斑病菌 ( A. tenuis ) 和轮纹病菌 ( P . ginkgo

) 菌株 , 根据文献 [3 ]进行分离鉴定 , 纯化、 培养

备用。

1. 2　培养基

　　 PDA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 WA (水琼脂

培养基 )、 GLA (银杏叶汁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将 4～

5片健康的银杏叶 ,加 10 mL蒸馏水 ,于研钵中研磨 ,

用纱布过滤 ,与溶化的 500 mL葡萄糖琼脂液混合均

匀 , 分装后灭菌 )。

1. 3　培养液

　　 1%葡萄糖液、 银杏叶汁培养液 (将银杏叶汁用

蒸馏水稀释 )、 无菌水。

2　方法

2. 1　病原菌生长和产孢试验

2. 1. 1　温度试验
将 2种菌株分别在 PDA平板上复壮培养 3 d～

4 d,用灭菌的打孔器 (直径 4 mm)打取菌落边缘的

菌块 ,移植到 PDA平板上 ,置于 10℃、 15℃、 20℃、

25℃、 30℃、 35℃的恒温箱中培养 ,每处理 4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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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 d测 1次菌落生长直径 ,并记录菌落形态、颜色
变化、分生孢子开始形成的时间等。黑斑病菌培养 15

d,从每个处理中随机抽取一皿 ,用打孔器 (直径 7

mm)打取菌块 (鉴于黑斑病菌产孢量大 ) ,用 10 mL

蒸馏水将孢子洗下 ,加 1～ 2滴 Tw een-80,振荡摇匀 ,

制成均匀的孢子悬浮液 , 从中取 4滴于载玻片上 ,在

20× 10倍显微镜下镜检 , 每滴计测 9个视野的孢子

数 , 取其平均值 , 进行方差分析 , 统计各处理间的差

异显著性 [ 4]。轮纹病菌培养 30 d,从每处理中随机抽

取一皿 ,用 10 mL蒸馏水将孢子洗下 ,制成均匀的孢

子悬浮液。检测和分析方法同黑斑病菌。

2. 1. 2　湿度试验

菌块按 2. 1. 1移植方法 , 置于用不同浓度的 H2

SO4控制不同湿度的密闭容器中培养
[5 ]
,设 4个处理:

RH 65% 、 RH 75% 、 RH 85% 、 RH 98% , 每处理 4

次重复 , 培养温度 25℃。 观测方法和记录项目同

2. 1. 1。

2. 1. 3　培养基试验
用接种环轻取复壮好的菌丝 , 移植到 PDA、

WA、 GLA培养基中培养 , 每处理 4次重复 ,培养温

度 25℃。 观测方法和记录项目同 2. 1. 1。
2. 1. 4　酸碱度试验

用 1M HCl和 1M NaOH将 PDA培养基调配成

6个不同 pH值: 2、 4、 5、 7、 9、 11, 按 2. 1. 1方法

移植接种 ,每处理 4次重复 ,于 25℃条件下培养。观

测方法和记录项目同 2. 1. 1。

2. 1. 5　光照试验
菌块移植方法同 2. 1. 1,先置于 25℃恒温箱中培

养 4 d～ 5 d, 然后分别进行完全黑暗 (用黑色塑料袋

套住 )、 自然光照射、 日光灯照射共 3个处理 , 每处

理 4次重复。 观测方法和记录项目同 2. 1. 1。

2. 2　孢子萌发试验
2种菌分别在 PDA培养基上复壮培养约 1个

月 ,分别用 10 mL无菌水将孢子洗下 ,加 1～ 2滴

Tw een-80,摇匀 ,稀释制成均匀的分生孢子悬浮液 ,

浓度是在 10× 10倍显微镜下每视野约 80个孢子。
2. 2. 1　温度试验

用吸管吸取孢子悬浮液 ,滴于载玻片上 ,加盖玻

片 , 置于 10℃、 15℃、 20℃、 25℃、 30℃、 35℃的恒
温箱中保湿培养 [6 ] ,每处理 4次重复 ,分别于 8 h、 24

h进行镜检 ,每处理计测 500个以上分生孢子的发芽

率 , 取其平均值 , 进行方差分析 , 统计各处理间的差

异显著性。

2. 2. 2　湿度试验

设 4个处理: 泡水 (在培养皿中加 5 mm深的分

生孢子悬浮液 ) , 以及将分生孢子悬浮液滴于载玻片

上 ,盖上盖玻片 ,置于用浓 H2 SO4控制不同相对湿度

RH 90%、 RH 100%、 RH 100%+ 水滴的干燥器中培

养 [ 7] ,经 8 h、 24 h镜检孢子的发芽情况 ,每处理 4次

重复 , 培养温度为 25℃。 计测方法同 2. 2. 1。
2. 2. 3　酸碱度试验

用 1M HCl和 1M NaOH将分生孢子悬浮液调

配成 2、 4、 5、 7、 9、 11共 6个不同的 pH值 , 用吸

管分别吸取 ,滴于载玻片上 ,置于 25℃恒温箱中保湿

培养 , 每处理 4次重复。计测方法同 2. 2. 1。

2. 2. 4　培养液试验
分别用无菌水、 1%葡萄糖液、 银杏叶汁培养液

配制成 3种分生孢子悬浮液 , 并将浓度调至在 10×

10倍显微镜下每视野约 80个分生孢子 ,滴于载玻片

上 , 于 25℃恒温箱中保湿培养。计测方法同 2. 2. 1。

3　结果

3. 1　病原菌生长和产孢试验

3. 1. 1　温度对病原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从表 1可看出 ,黑斑病菌在 10℃～ 35℃都能生

长和产孢 ,生长适宜范围为 20℃～ 30℃ ,最适 25℃ ;

35℃产孢最多。轮纹病菌的生长温度为 10℃～ 30℃ ,

不能够耐 35℃的高温 ,适宜范围为 20℃～ 25℃ ,最适

25℃ ;该菌在 10℃条件下不能产孢 , 20℃和 25℃时产

表 1　不同温度对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Table 1　Ef fects of temperature on both pathogens ' growth and sporulation

温度

Temperatu re

(℃ )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10 2. 60 d D 8. 4 d C 3. 15 e E 0 c C

15 4. 15 c C 11. 0 bc B 4. 84 d D 23. 0 b B

20 5. 03 b B 5. 8 e D 5. 47 b B 48. 4 a A

25 5. 66 a A 12. 0 b B 7. 88 a A 44. 0 a A

30 4. 70 b BC 10. 6 c B 5. 15 c C 22. 7 b B

35 2. 78 d D 25. 1 a A 0 f F 0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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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量大 ,两处理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两者与其余处

理相比均达到显著水平。

3. 1. 2　湿度对病原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从表 2可看出 , 2种菌在相对湿度 65%以上都能

很好地生长。黑斑病菌在 RH为 75%和 85%时 ,生长

速度和产孢量都没有显著性差异 , 此时生长速度最

快 , RH98%时产孢最多。轮纹病菌在 RH75%生长最

快 , RH98%产孢量最大 , 在 RH75% ～ 85%范围内 ,

产孢量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3. 1. 3　培养基对病原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由表 3可知 , 2种菌在 PDA培养基上比在 WA、

GLA上生长快 , 且产孢量大 , 特别是轮纹病菌 , 在

PDA培养基上的产孢量是 WA、 GLA上的 44～ 70

倍。2种菌在 WA培养基上生长得很稀疏 ,产孢量小 ;

在 PDA上 , 菌丝浓密 , 轮纹病菌还形成内缘菌丝稀

疏、 外缘菌丝浓密的同心环型菌落 ; 在 GLA上的菌

落较 PDA上的稀疏 , 轮纹病菌也不形成同心环型菌

落。

3. 1. 4　酸碱度对病原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4)表明 , 2种菌在 pH值≤ 2都不

能生长 ,生长和产孢 pH值范围为 4～ 11,并且以 pH

值 5～ 11基质中生长为好。 黑斑病菌在 pH值为 11

的基质中生长快 ,但此时菌落稀疏 ,产孢量较少 ; p H

值为 7时 , 该菌生长速度仅次于 pH值 11, 且菌丝浓

密 ,产孢量最大 ; 在 pH值 4～ 5和 pH值 9～ 11范围

内的产孢量没有达到 1%极显著水平。轮纹病菌在

pH值 4～ 9基质中形成同心环型菌落 ,其中以 pH值

为 5的基质上生长最好 , 气生菌丝发达 , 菌落浓密 ,

p H值为 4和 pH值为 9的产孢量最大 , 两处理间的

产孢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3. 1. 5　光照对病原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从表 5可知 , 光照对黑斑病菌的生长、产孢 , 以

及对轮纹病菌的生长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轮纹病

菌 , 日光灯照射 4 d后开始形成分生孢子 , 自然光照

射 6 d后形成少许分生孢子 , 全黑暗条件下 8 d开始

形成分生孢子。由此可见 ,光照能促进轮纹病菌分生
表 2　不同湿度对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Table 2　Ef fects of relative humidity on both pathogens ' growth and sporulation

相对湿度
Relativ e

humidi ty
(% )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65 5. 22 b B 7. 0 a AB 6. 11 b BC 23. 8 c C

75 6. 57 a A 5. 6 b B 6. 75 a A 37. 9 b B

85 6. 48 a A 5. 7 b B 6. 28 b AB 34. 6 b B

98 5. 07 b B 7. 7 a A 5. 60 c C 65. 5 a A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Table 3　Ef fects of medium on both pathogens ' growth and sporulation

培养基
Medium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PDA 5. 66 a A 12. 0 a A 7. 88 a A 35. 2 a A

GL A 4. 63 b B 1. 0 b B 5. 67 b B 0. 8 b B

WA 4. 13 c C 0. 4 b B 4. 66 c C 0. 5 b B

PDA: 马铃薯葡萄糠琼脂 potato+ glucos e+ ag ar; GLA: 银杏叶汁葡萄糖琼脂 l eaf ex t ract of G.biloba+ glucose+ agar; WA: 水琼脂 Water ag ar.

表 4　不同 pH值对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Table 4　Ef fects of pH values on both pathogens ' growth and sporulation

pH值

pH
values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2 0 d D 0 d C 0 d D 0 c C

4 3. 97 c C 4. 2 bc B 6. 95 c C 53. 2 a A

5 5. 47 b B 4. 8 b B 8. 72 a A 45. 2 ab AB

7 5. 66 b AB 12. 0 a A 7. 88 b B 35. 2 b B

9 5. 60 b B 4. 15 bc B 7. 56 b BC 55. 0 a A

11 5. 93 a A 3. 0 c B 7. 61 b BC 47. 2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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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光照对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Table 5　Ef fects of light on both pathogens ' growth and sporulat ion

光照
Ligh t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生长速度
Grow th
veloci ty
( mm /d)

α0. 05 α0. 01

产孢量
Conidial
production
(个 /视野 )

α0. 05 α0. 01

全黑暗
No ligh t

5. 35 a A 5. 6 a A 6. 13 b A 9. 8 c C

日光灯 Flu-
o-
rescent lam p

5. 31 a A 5. 3 a A 6. 13 b A 99. 4 a A

自然光
Nature ligh t

5. 47 a A 5. 7 a A 6. 88 a A 35. 2 b B

孢子的形成 ,且日光灯照射比自然光照射 ,产孢量多

1倍以上。
3. 2　孢子萌发试验
3. 2. 1　温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6可看出 , 2种菌的分生孢子萌发温度是

10℃～ 35℃。黑斑病菌孢子萌发适温为 20℃～ 35℃ ,

此范围内 , 该菌分生孢子 24 h时的萌发率未达 α0. 01
显著水平。 轮纹病菌的分生孢子萌发适宜温度为
15℃～ 30℃ , 最适为 20℃。另外 , 在 10℃的培养条
件下 , 2种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培养 8h都没有开始萌
发 , 在 15℃～ 35℃范围内 , 8h的萌发率最低为

6. 37% , 最高达 86. 98% 。
3. 2. 2　湿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表 6　不同温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 24h)

Table 6　 Ef fects of temperature on conidium 's germination

( 24h)

温度

Temperature
(℃ )

黑斑病菌 ( A.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10 17. 01 d C 18. 62 c C

15 40. 42 c B 67. 02 b B

20 69. 52 a A 89. 48 a A

25 63. 69 b A 76. 00 b B

30 64. 37 b A 68. 99 b B

35 69. 91 a A 19. 56 c C

表 7　不同湿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 24h)

Table 7　Ef fects of relative humidity on conidium 's germina-

tion ( 24h)

处理

Treatment

黑斑病菌 ( A.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泡水 Soak ed
in w ater

10. 27 c C 5. 89 c C

RH 90% 7. 41 c C 0 d D

RH 100% 12. 32 b B 10. 79 b B

RH 100% +
水 滴 RH
100%
+ water drop

63. 69 a A 76. 00 a A

　　从表 7可看出 , 2种菌的孢子在 RH 100% + 水

滴、 RH 100%条件下萌发较好 , 最适的是 RH 100%

+ 水滴的萌发条件。黑斑病菌的分生孢子在泡水、 RH

90%的条件下培养 8 h都没有开始萌发 ,轮纹病菌的

孢子在泡水处理中 8 h的发芽率为 0, 24 h的萌发率

为 5. 89% , 而在 RH 90%条件下 , 培养 24 h都没有

萌发。

3. 2. 3　酸碱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8可看出 , 2种菌的分生孢子在 pH值 2～

11都能萌发。黑斑病菌的分生孢子萌发适宜 pH值为

2～ 7, 最适 pH值为 4～ 5; 轮纹病菌的孢子在 pH值

2～ 5范围萌发较好 , 最适为 pH值 4。由此可见 , 偏

酸性的环境有利于黑斑病菌和轮纹病菌的分生孢子

萌发 , 尤其是后者。
表 8　不同 pH值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 24h)

Table 8　 Effects of pH values on conidium 's germination

( 24h)

pH值
pH values

黑斑病菌 ( A .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2 79. 22 ab AB 70. 01 b B

4 85. 81 a A 85. 27 a A

5 86. 35 a A 62. 75 bc BC

7 74. 16 b AB 46. 58 d D

9 70. 88 b B 52. 23 cd CD

11 72. 40 b B 18. 71 e E

3. 2. 4　培养液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从表 9可看出 , 黑斑病菌的分生孢子 24 h的发

芽率在α0. 01水平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该菌分生孢

子萌发与培养液有无养分没有显著关系。而轮纹病菌

的分生孢子在银杏叶汁稀液和 1%葡萄糖液中的萌

发率高 ,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但与在无菌水中萌发

比较就存在显著性差异。

4　讨论

　　朱克恭
[ 8]
研究认为银杏叶枯病的病原菌中 ,黑斑

病菌在 6月～ 10月都有大量的出现 , 而轮纹病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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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季节很少出现 , 仅在 10月份才有所增加。本实验

得到相似的结果 ,轮纹病菌不能耐 35℃的高温 ,黑斑

病菌耐高温的能力强。
表 9　不同培养液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 24 h)

Table 9　Ef fects of dif f erent culture f luid on conidium 's ger-

mination ( 24 h)

培养液

Culture
liquid

黑斑病菌 ( A. tenuis ) 轮纹病菌 ( P. g inkgo )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发芽率

Germination
rate (% )

α0. 05 α0. 01

无菌水
Steri li zed
water

83. 73 a A 74. 77 b B

银杏叶汁稀液
Dilute liquid
of leaf ex tract
Ginkgo biloba

78. 34 b A 97. 88 a A

1%葡萄糖液
1% liquid of
clucose

88. 23 a A 91. 73 a A

　　 2种菌在 RH 65%以上都生长好 ,适宜的相对湿

度为 75%～ 85% ,试验结果表明: 相对湿度大有利于

分生孢子形成 ; 饱和湿度且有水滴的培养条件 ,分生

孢子的发芽率最高。因此 , 在综合防治中 , 清除银杏

果园内的杂草 ,降低地表面的相对湿度 ,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侵染来源。泡水处理中 , 分生孢子的发芽

率低 , 也许与缺氧有关。

　　总的来说 ,黑斑病菌生长、发育和产孢的温度范

围都比轮纹病菌的广 ,黑斑病菌的产孢对光照反应不

敏感 , 其分生孢子萌发对营养的要求也不高 ,对寄主

植物有更大的威胁性。朱克恭
[9 ]
在对银杏叶枯病的研

究中 , 认为黑斑病菌占病原菌的主要地位 , 其不仅能

以菌丝体在芽、落叶组织内越冬 , 还能以分生孢子在

落叶内越冬 ,且长期存活 ,以至于黑斑病菌能够成为

病叶组织内的主要病原菌。这些说明黑斑病菌对外界

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 , 对银杏叶的危害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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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1万余项发明无偿 “奉献” 给世界

据华声报 1999年 10月 18日报道: 每年 3万多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有 2万多未申请专利。 14年里 , 我

们将 11万余项发明无偿地 “奉献” 给了世界。
近几年 , 中国高新技术这类无形资产流失的数字之大令人触目惊心。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菌草技术。福

建农业大学 10多年来先后研制成功了 “菌草代木代粮栽培食用菌”、 “香菇、木耳菌草发酵法栽培”等近 20项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然而 , 在这些高新技术中 ,只有三项申请了中国专利 , 外国专利只申请了一项。在
绝大多数技术未取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 , 菌草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遍了 16个国家。

据测算 , 用菌草技术每年仅用中国 1%的草地就可生产出 4000吨菇类产品 ,产值可达 1000亿元 ; 现在全

世界每年仅 “花菇” 一项的产值就达 100亿美元。 因为支付不起或不愿支付区区几千元、 几万元的专利申请
费 ,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了一个国际市场。

国家知识产权局政策研究处处长韩秀成详细算了一笔帐: 近年来中国每年取得的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达

3万多项 ,而每年受理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 1万多件。即使这一万件发明专利都是国家级
重大成果 , 那么也还有 2万项左右的成果没有取得专利保护。没有专利保护的技术一旦公开 , 就等于流失掉。

只申请中国专利而造成的高新技术的流失更令人痛心。 按专利法规定 , 专利是有其地域性的。 如果一项
发明只在中国申请专利 , 那么该发明在其他国家则不受法律保护 , 人们可以无偿使用。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
计 , 到 1998年底 , 中国共受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11. 59万余件 , 而自 1985年中国专利法实施至今 14年多

的时间里 , 中国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不足 3000件。在 14年的时间里 , 我们国家将 11. 3万多项发明无偿

地 “奉献” 给了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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