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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发展离不开方法和技术的进步。
基于这种思想，1980年汪世泽教授主编了《农业昆虫学实验研究方法》，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昆虫研
究方法的专著。
他从昆虫学研究实用角度概要地介绍了农业昆虫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该书出版以后，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询问问题、索要该书者络绎不绝。
基于此，1993年汪世泽教授重新编写了《昆虫研究法》一书，该书根据读者的要求，从昆虫的观察方
法与设备、昆虫的形态学与组织学方法、野外采集、种群数量估测等方法，昆虫活体的试验研究方法
和昆虫学田间实验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为昆虫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指导。
　　随着科学的发展，昆虫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新方法、新技术功不可没。
昆虫刺探电位技术、昆虫雷达技术、昆虫嗅觉技术、触角电位技术等技术近年在昆虫学研究中得到广
泛的应用，对昆虫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每当我从国外合作研究返校后向汪世泽教授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和鼓励我，将先
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向国内学者传播，促进科学研究和本科教学中实验教学和技能的发展。
同时，我在美国合作研究期间，Larry Pedigo教授赠送我一本他编写的Entomology and Pest Management
，其中有关昆虫学研究方法在我的教学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另外，近几年不少大学为本科生开设昆虫研究法课程，因此当科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昆虫研究方法
》时，我欣然同意，一方面为完成汪先生的遗愿，另一方面总结、创新、扩大新技术，为昆虫学本科
教学贡献力量。
　　当我邀请华中农业大学雷朝亮教授等参加编写时，他们非常高兴，并予以大力支持。
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曾参与了汪世泽教授主编的《昆虫研究法》的编写，有的正在讲授这门课程；另
一方面这也是本科教学的迫切需要。
在此，感谢各位编写人员的辛勤编写。
同时，也感谢科学出版社的甄文全博士，从本书的申请到一稿、二稿的审校，再到参加本书的编审会
，每个章节逐字逐句地修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本书共13章，由赵惠燕主编，华中农业大学雷朝亮、朱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新岗、胡想顺、
胡祖庆、代美，西南农业大学王进军、刘志萍，山西农业大学李生才、李锐、马瑞燕，福建农林大学
侯有明，北京农学院张志勇等同志参加编写。
书中不少内容是作者们实践经验的总结。
由于本书重点是面向大学本科生的教材，因此有关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昆虫化学生态学研究方
法、昆虫毒理学研究方法等不在本书的编写范畴。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相关专家和同行批评斧正。
同时也希望青年学生、植物保护T作者、昆虫学研究工作者和昆虫爱好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昆虫研究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经典昆虫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近年应用较普遍的昆虫学实验研究新理论、新技术、
新方法。
全书共13章，第一章至第六章论述昆虫定性、定量的研究基本方法，包括观察方法与设备，形态学、
组织学方法，调查、采集、处理方法，环境测量与控制方法等。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讲述活体昆虫的试验研究方法，涉及触角电位技术、刺探电位技术和昆虫雷达技术
等新技术。
第十二章介绍昆虫共生菌研究方法。
第十三章介绍昆虫学文献的利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类(如昆虫、植保、生物、农学、医学等)相关学科本科生教材。
同时，也供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及昆虫爱好者参考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昆虫研究方法>>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昆虫观察设备第二章 昆虫种类鉴定第三章 形态特征表述——科学绘图第四章 昆虫标本的
采集、制作、保存与邮寄第五章 昆虫抽样调查的理论与方法第六章 环境条件测量与控制第七章 昆虫
饲养方法与技术第八章 昆虫生命表研究技术第九章 昆虫刺探电位图谱（EPG）技术第十章 昆虫嗅觉
仪和触角电位测量第十一章 昆虫雷达技术第十二章 昆虫共生菌研究方法第十三章 昆虫学重要文献及
其检索方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昆虫研究方法>>

章节摘录

　　三、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一）使用方法　　（1）在取（还）解剖镜时，若需要连镜箱搬
动，应将镜箱锁好，以免解剖镜零件倾出而损坏。
同时镜箱的钥匙必须拔除，避免不小心将钥匙碰断在锁孔里。
　　（2）取用解剖镜时，必须右手握持支柱，左手托住底座，小心平稳地取出或移动，严禁单手握
持。
　　（3）使用前须检查附件是否缺少、镜体各部有无损坏、转动升降手轮有无故障。
　　（4）将被检物置于载玻片上、蜡盘中或针插昆虫标本插于泡沫板上，再放到载物台中央，待观
察。
可根据被检物颜色等的需要，选择载物台的黑、白面或用载物台下透射光照明。
　　（5）拧开锁紧手轮，先把镜体上升至需要的高度，然后锁紧镜体。
　　（6）观察时，可先转动目镜管，使两个目镜间的宽度适合两眼间的距离。
然后转动升降手轮，使没有视觉圈的目镜成像清晰，另一目镜若不清晰，可转动视觉圈，直至两眼同
时看到清晰的物像时为止。
如果需要放大观察时，再转动读数盘直到所需要的放大倍率。
　　（7）用毕后，先将载物台上的东西拿走，松开锁紧手轮，将镜体放下，并锁紧。
将附件恢复原状，擦净镜身，放入镜箱内，锁紧镜箱。
　　（二）注意事项　　（1）在调节焦距时，转动手轮时不能太快，扭不动时不可强扭，谨防损坏
齿轮。
　　（2）放大倍数一般是按物镜倍数与目镜倍数的乘积计算的。
如需选择高倍率放大时，应先以选择高倍率物镜为主，当最高倍物镜仍不能解决问题时，再选择高倍
率目镜。
这是因为目镜放大的是虚像，对提高分辨率不起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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