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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的科技人才，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性调整。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农业结束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实现了农产品数量供需基本平衡、丰年
有余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了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重大转折时期，农业生产目标多元化、市场
化、国际化、标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等特征愈加明显。
为了加快对传统农业学科的改造，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科技农业人才，教育部在“九五
”时期开展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研究，将《植物生产类（农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研究》列为重点研究领域，旨在推动拓宽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口径的理论研究，为发展
植物生产类宽口径专业奠定理论基础。
“十五”期间，教育部又将《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列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工程”重大教育研究项目。
该项目不仅要进行整个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理论研究、充实和完善，而且要按照新人才培养方
案对一批学生。
作为这一重大项目的承担者，山东农业大学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调查研究、组织国内知名
教育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试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
主干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专业口径宽窄的重要体现，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高等农业院校传统的植物生产类专业一般包括农学、园艺和植物保护三个专业，部分学校还包括
草业、林学专业。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学”三门课程列为“植物科
学与技术”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
三门课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该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
“植物生产学”侧重植物生产特点、生长发育共性规律、生产基本原理和主要植物生产栽培技术，“
植物育种学”侧重植物种质资源、品种改良理论、育种方法和手段、良种繁育、种子产业化，“植物
保护学”突出介绍主要植物病虫草害的种类、发生规律、防治原则、防治方法。
为了配合上述三门课程开发的三本教材，则是传统农学、园艺和植物保护专业课程体系实质性融合的
重要载体，其内容和编写质量事关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为了编写高质量教材并及时出版，在2001年1月成立了教材编写筹备小组，拟定了编写计划，并明确了
编写任务和要求。
各教材编写小组认真组织编写人员，精心构思教材编写大纲，广泛征求校内、外请专家意见并进行了
多次论证，力求出教材精品。
2002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生命科学分社林金安社长、吴雪梅高级策划对三本教材的质量和编写要求
提出重要指导意见。
各编写小组按照“新、高、精、合”的要求，即内容新、起点高、语言精炼、结构合理，进行了认真
编写和多次修改。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业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关心下，三本教材作为“新世纪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研项目的成果，列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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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保护学》是实施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植物生产类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和成果。
 《植物保护学》综合植物保护各分支学科，将提炼的内容有机地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循序渐进、
便于学习的教材体系，系统介绍了植物保护学的基本概念、植物保护涉及到的各类有害生物及其发生
危害规律、预测方法、防治技术与策略，以及主要农作物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和植物保护技术的推广
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植物保护学》可作为农科非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推广及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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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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