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多样性与害虫综合治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物多样性与害虫综合治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244710

10位ISBN编号：703024471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正跃，M.A.阿尔蒂尔瑞，朱有

页数：269

字数：39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多样性与害虫综合治理>>

前言

　　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存之源、衣食父母。
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不同的生物种类占据着不同的时间、空间生态位，发挥着各自的生态功能，保持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连
续与稳定。
生物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维系着物质与能量的自然循环，使生命得以延续，使自然界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珍惜生物多样性，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保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准则。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农业生产不得不追求高产再高产的目标，各地区先
后实现了高产品种大面积种植和与其配套的化肥、农药高投入的高产措施。
毋庸置疑，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模式，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单一品种的长期大面积种植，以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等诸多原因，使农田遗传多样性的
丰度和生态稳定性严重降低，造成病虫害天敌大量减少，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流行也愈演愈烈。
历史上因品种单一化种植导致作物病虫害暴发成灾的事件历历可数，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危机
。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对农田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利用间作、轮作、农林
混合、施用有机肥等农业技术，能达到有效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发挥天敌对作物虫害的控制作用，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田间营养物质自然循环的目的。
　　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作物害虫的研究进展，通过大
量的实际应用事例阐述了生物多样性利用与作物害虫控制的关系。
当然，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作物虫害的内容极为丰富，规律和现象极为普遍，机制极为深奥，其研究
已涉及生物防治学、植物保护学、农业昆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生态学、遗传育种学、生物
信息学、作物栽培学、农业气象学、植物营养学、农药学、生物统计学等学科。
阐明其规律和机理远不是研究组近期所能完成的，需要更多感兴趣的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
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该自然规律。
因此，为了便于同行之间的交流，我们把前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所涉及的研究资料撰
写成书，希望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同行和我们一起，进一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和应
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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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生物多样性控制植物害虫的理论与实践。
全书共11章，第1章简述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第2章综述了农业生态系统
中的植物多样性与昆虫群落稳定性的关系；第3章介绍了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取样方法；第4～10章简述
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昆虫群落的关系及其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并简要介绍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植物
害虫的典型案例；第¨章简述了生物入侵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本书重点介绍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持农业生态系统中害虫种群稳定的途径与方法，讨论了间作套种、耕
作层覆盖、杂草管理、农田边界植物调控等技术的应用及其效果。
    本书可供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植物保护学、害虫综合治理、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和
生物技术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高等农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农业技术人员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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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1 取样方法类型　　根据样地的具体情况、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可将取样方法分为以
下两类。
　　3.1.1.1 主观取样法　　主观取样法即人为选择代表性样地进行调查。
这种取样方法通常在进行大范围路线调查时采用，具有简便、省时、省力的优点，缺点是不能对调查
得到的估计量进行显著性测验，不能确定其置信区间和无法预测结果的可靠性。
主观取样法常用的有线路法、点线结合法、访问调查法等。
线路法是指沿主要道路进行调查和标本采集，适用于面积不大且道路通畅的调查区域；点线结合法是
在确定主要调查点（植被或生境）的基础上，以调查点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调查采样，以线路调查为点
与点之间的连接和补充，适用于面积较大、生境多样的调查区域；访问法是在事先落实好访问对象的
基础上，对特定的、濒危的或珍稀的物种进行调查。
　　3.1.1.2 客观取样法　　客观取样法又称随机取样法，是生态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由于每个
样地被抽取的概率是已知的，因而可以对调查得到的估计量进行显著性测验。
　　确定样地后，就可以着手确定在样地中获取数据的方法。
在众多方法中，常用的有样方法和样带加单位时间采集方法，前者在研究固着或活动性小的动物群落
以及一些动物种群的数量等方面应用广泛，而后者则是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设置样带，以一定的采集
时间作为基准，进行调查采样。
　　3.1.2 样方法　　样方法是依据一定的样地设置方式，在所需研究的群落类型中确定若干一定面积
的样地作为整个区域的代表，然后对样地进行详细调查，进行种类及其个体数量的调查采集，得到的
样地调查结果还可用来估算群落总体，对群落实行量化研究及多样性分析。
　　利用样方法时，样方的形状、大小、数量和空间配置等直接影响到获得的结果能否客观反映整个
群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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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对农田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利用间作、轮作、农林
混合、施用有机肥等农业技术，能达到有效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发挥天敌对作物虫害的控制作用，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田间营养物质自然循环的目的。
　　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作物害虫的研究进展，通过大
量的实际应用事例阐述了生物多样性利用与作物害虫控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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