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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空气生物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及应用范围，分10篇38章，包括医学空气生物学
、动物空气生物学、植物空气生物学、工业空气生物学、军事空气生物学和实验空气生物学等内容。
书中既对空气生物学的理论作了全面概述，又对空气生物学在各方面的应用作了详细介绍。
    本书对从事医药卫生、环境工程、净化工程、生物安全、人和动植物空气传播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工
作的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供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教师、研究人员、研究生、本科生及
相关部门的领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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