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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不但要求农业生产高产和稳产，而且必须安全和环保。
近年来，随着控制化学物质生物积聚的呼声愈来愈高、新型化学农药开发周期越来越长、害虫对化学
农药的抗药性日益明显、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化学农药的开发和使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人类开始积极探索害虫的生物防治技术。
这种技术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的活体及其分离或代谢产物，或者它们的生物工程产物作为杀虫成
分。
这些成分对人畜低毒或无毒、无环境污染，开发成本较低，后持效作用明显。
生物防治技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虽然它还存在各种缺陷，但是已经呈现了不可低估的发展势头，在
多种害虫的防治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害虫生物防治技术研究上加大了投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创
新性科研成果。
目前已注册登记的生物农药有效成分有近八十个品种。
在苏云金芽孢杆菌、昆虫病毒、白僵菌、绿僵菌、农用抗生素等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目前，害虫生物防治技术的发展正处于黄金时期，其研究内容已由单纯的应用推广拓展到分子水
平和杀虫机制层面。
《害虫生物防治技术基础与应用》一书系统介绍了杀虫生物技术基础、微生物源杀虫剂、动物源杀虫
剂、植物源杀虫剂、抗虫转基因植物、杀虫增效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最新进展和应用状况，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分析。
相信该书对害虫防治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害虫防治科研工作者、害虫防控管理者都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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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农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杀虫为主线，全面论述了杀虫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进展
为我国杀虫生物技术的研究和交流提供了方便。
全书共十章，主要介绍内容包括生物防治理论基础、昆虫病原细菌、昆虫病毒、昆虫病原真菌、微生
物代谢产物、植物源杀虫剂、转基因抗虫植物、动物源农药、生物源杀虫增效剂、常用杀虫生物技术
等。
    本书可以作为植物保护、生命科学、农业科学、林业科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及参
考用书，还可以作为害虫防治科研人员、农林害虫防治工作者及农药生产厂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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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下游处理　　发酵结束后，要对发酵液或微生物细胞进行分离和提取精制，将发酵产物制成符
合要求的成品。
　　（二）发酵工艺控制　　发酵过程中，为了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控制，需要对有关工艺参数
进行定期取样测定或进行连续测量。
反映发酵过程变化的参数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以直接采用特定的传感器检测的参数，它们包括反映物理环境和化学环境变化的参数，如温
度、压力、搅拌功率、转速、泡沫、发酵液黏度、浊度、pH、离子浓度、溶解氧、基质浓度等，称为
直接参数。
另一类是至今尚难以用传感器来检测的参数，包括细胞生长速率、产物合成速率和呼吸商等。
这些参数需要在一些直接参数的基础上，借助于计算机计算和特定的数学模型才能得到，因此被称为
间接参数。
上述参数中，对发酵过程影响较大的有温度、pH、溶解氧浓度等。
　　1.温度　　温度对发酵过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会影响各种酶反应的速率、改变菌体代谢产物
的合成方向以及影响微生物的代谢调控机制。
除这些直接影响外，温度还对发酵液的理化性质产生影响，如发酵液的黏度、基质和氧在发酵液中的
溶解度和传递速率、某些基质的分解和吸收速率等，进而影响发酵的动力学特性和产物的生物合成。
最适发酵温度是既适合菌体的生长又适合代谢产物合成的温度，它随菌种、培养基成分、培养条件和
菌体生长阶段的不同而改变。
　　2.pH　　pH对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产物合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影响酶的活性。
当pH抑制菌体中某些酶的活性时，会阻碍菌体的新陈代谢。
②影响微生物细胞膜所带电荷的状态，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影响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及代谢产
物的排泄；③影响培养基中某些组分和中间代谢产物的解离，从而影响微生物对这些物质的利用。
④pH不同，往往引起菌体代谢过程的不同，使代谢产物的质量和比例发生改变。
另外，pH还会影响某些霉菌的形态。
　　3.溶解氧浓度　　对于好氧发酵来说，溶解氧浓度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好氧性微生物在进行深层培养时，需要适量的溶解氧以维持其呼吸代谢和某些产物的合成。
氧的不足会造成代谢异常，使产量降低。
现在可采用复膜氧电极来检测发酵液中的溶解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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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系统介绍了杀虫生物技术基础、微生物源杀虫剂、动物源杀虫剂、植物源杀虫剂、抗虫转基
因植物、杀虫增效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最新进展和应用状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分
析。
该书对害虫防治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害虫防治科研工作者、害虫防控管理者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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