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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药概论”即“农用药剂学概论”。
先师黄瑞纶教授于1947年在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首先开设此课程，初名“杀虫药剂学”，并
于1956年出版专著《杀虫药剂学》。
1962年改课程名为“农药概论”，在授课的同时分段编写讲义，誊写油印后供学生使用。
进入70年代后，农药科学迅速发展，品种更新，科研信息量几倍增长，先师曾几度表示要撰写新教材
，并已开始筹备；遗憾的是老师过早地辞世了，宿愿未能实现。
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农药专业恢复招生，农药概论又重新开课，1983年由尚鹤言教授和我讲授并合编
讲义，油印成册，经数年试用，效果不错；以后又编印了补充教材。
根据国家教委的决定，“八五”期间在原讲义的基础上再补充修改，编写成教材正式出版；由我和张
文吉教授执笔。
农药概论主要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有关农药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对国内外重要农药品种的性能也概
略介绍。
内容尽可能多地从化学角度综合和分析，我们希望这会对读者在今后工作中的创造性思考有所帮助。
由于农药学是涉及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多年以来发展神速，资料浩瀚；本书
却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各领域作更为详尽的叙述，可喜的是各相关课程均有专门教材配套出版以供读
者参考。
本书包括绪论、总论和各论三部分共九章，第二、八章及第三章第三节除草剂作用机理，由张文吉教
授编写。
书稿写成后，承蒙钱传范教授认真审阅，使本书减少了不少错误，特此致谢。
本书在取材和内容编排上做了些新的尝试，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缺点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
者指出，以便我们有机会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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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绪论、总论和各论三部分共九章，主要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有关农药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对国内外重要农药品种的性能也概略地作了介绍。
内容尽可能多地从化学角度进行了综合和分析。
     本书主要适合为农药专业的大学生做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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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有关农药学的基本概念和认识一、农药的定义、发展史1．农药的定义什么是农药？
其含义和范围究竟是什么？
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农药似乎仍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前者包括所有在农业上使用的化学品，例如日本早期（1948年）公布的“农药管理法”就有这种解释
，英美至今仍有沿用“agriculturalchemicals”这一名词的，事实上这一名词也包括化学肥料在内。
狭义的解释一般是指用于防治农、林有害生物（病、虫、草、鼠等）的化学药剂，以及为改善其理化
性状而用的辅助剂。
在农药的概念中还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虽然它与病虫害防治药剂使用的目的不同，仍然包括在农药
范围之内。
目前在国际交流中，已能用“pesticide"（农药）其含义和范围也大体是一致的。
农药广泛用于农、林业生产的产前和产后，事实上其应用远远超出了农、林业的范围，有的品种同时
也是工业品的防蛀、防腐以及卫生防疫上常用的药剂。
就绝大多数品种来说，主要是由化学工业生产而用于农、林业的化工产品，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
产资料之一。
用农药防治农业病虫草害等有害生物称为“化学保护”或“化学防治”；用于植物的生长发育调节则
称为“化学控制”。
2．农药的起源与发展农药的使用历史应该从公元前1000—2000年算起，不过，最初人们只是根据直观
经验，使用一些天然矿物性物质或有毒植物，零散地对一些有害生物进行自发防除。
中国是民间使用药物防除农作物病虫害很早的国家。
古代的民间传说和著名著作，例如明朝万历年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年）；明朝崇祯年间宋
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中，都有砒、汞、铅、铜等防病治虫的记载。
但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未形成农药的概念。
就世界范围看，初期农药概念还是从欧洲开始形成的。
大约19世纪中期，三大杀虫植物除虫菊、鱼藤和烟草作为世界性商品开始在市场销售。
随后的砷酸铅、砷酸钙以及硫酸烟碱的工业化生产，标志着农药不仅已成为商品，并且已进入化工产
品行列之中。
19世纪末期，由石硫合剂的广泛使用到法国科学家米拉德（A．Millardt）发现波尔多液，表明农药已
开始进入科学发展阶段。
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农药商品种类少，主要是无机物和天然植物，应用面也只限于果树、蔬
菜等的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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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药概论(农药专业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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