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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2版)》是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陈振耀教授编写的著作，为作者自1995
学年度第二学期讲授“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公共选修课以来所积累的资料编写而成，2003年10月出
版。
经过5年教学实践，进行了修订，再版。
全书包括引论、昆虫的基础知识、昆虫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害虫及其防治、昆虫文化等五章。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2版)》具以下特色：①图文并茂，全书共有插图250余幅；②富于南方特色
，结合当地实际；③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④以高度的热情颂扬爱国主义精神。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2版)》以通俗朴实的语言将丰富的资料和图片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初
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能看懂。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2版)》既可作为大学公共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作为科普性读物，还可作为高
等院校有关师生和中学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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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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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广，栖息环境多样五、发生年代古老第二节 昆虫与人类一、昆虫在地球人与生物圈中的地位与作
用二、昆虫与人类关系的产生与发展三、昆虫造福人类，功不可没四、昆虫为害面广，不可忽视第二
章 昆虫的基础知识第一节 昆虫的外部构造一、昆虫的主要特征二、虫体的各部构造第二节 昆虫的生
物学特性一、昆虫的生殖二、昆虫的生长与发育三、各虫态的特点四、昆虫的食性五、昆虫的活动习
性六、昆虫对水生环境的适应性七、昆虫的自身保护能力第三节 昆虫的分类一、昆虫分类在实践中的
意义二、昆虫的分类阶元三、物种的概念四、昆虫的学名五、昆虫的分类系统六、各类昆虫简介七、
昆虫纲成虫分目检索第四节 昆虫标本的采集、制作和保存一、昆虫标本的采集二、昆虫标本的制作与
保存第三章 昆虫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第一节 为工业提供原料的昆虫一、仿生学，昆虫的形态构造与行
为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应用二、昆虫产品为重要的工业原料第二节 食用、药用和饲用昆虫一、昆虫
的营养价值二、丰富的食用昆虫资源三、食用昆虫的利用情况四、食用昆虫的种类五、药用昆虫六、
饲用昆虫第三节 天敌昆虫及其在生物防治中的作用一、天敌昆虫的概念二、天敌昆虫与生态平衡三、
昆虫天敌与生物防治四、天敌昆虫在生物防治中的应用五、国内外以（益）虫治（害）虫取得成功的
范例六、天敌昆虫的引进七、天敌昆虫的种类第四节 授粉昆虫一、授粉昆虫的效能二、授粉昆虫的种
类及其利用第五节 观赏昆虫一、昆虫的形与色二、昆虫的声与光三、昆虫的格斗将士四、观赏昆虫的
种类第六节 环境保护昆虫一、腐食性昆虫，清洁能手二、粪食性昆虫，清粪功臣三、尸食性昆虫，清
尸能手第七节 利用活虫治病⋯⋯第四章 害虫及其防治第五章 昆虫与文化附录　昆虫纲成虫分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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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昆虫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目前，世界各国昆虫资源的利用范围比较窄，仅局限于虫体、
虫产品和虫行为等三方面。
虫体即昆虫身体物质的利用，如昆虫体表的几丁质，体内的蛋白质，含有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丰富
的酯肪、抗生素、激素等。
虫产品是昆虫的代谢产物，如蜂蜜、蜂蜡、蜂毒、紫胶、虫白蜡、五倍子、蚕丝及昆虫色素，这些昆
虫产品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昆虫行为主要是利用昆虫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如授粉昆虫、天敌昆虫、环境保护昆虫的利用。
　　所谓“益虫”是相对的，在昆虫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益虫”和“害虫”。
有些昆虫，如蝇类，是重要的卫生昆虫，但它繁殖快，产卵多，幼虫蛋白质丰富，工厂化饲养无菌苍
蝇，提取纯蛋白粉，被列为上乘的“绿色食品”。
粪食性和腐食性的蝇类幼虫同微生物一道分解各类有机废物，对净化环境起着重要作用。
寄蝇，可作为昆虫天敌用于防治害虫，而对养蚕业，寄蝇却是害虫。
水生的龙虱、桂花蝉是食药兼用昆虫，但它们捕食鱼苗，为养鱼业之害虫。
因此，益虫和害虫只是从主要方面或从可利用这个角度看而已。
　　第一节 为工业提供原料的昆虫　　一、仿生学、昆虫的形态构造与行为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应
用　　仿生学应用实例很多，以下列举数例以飨读者。
　　（1）象虫能在飞行中根据复眼对周围物体的观察以确定其自身的飞行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模仿
制成飞机对地速度表。
　　（2）蜜蜂是具有太阳罗盘和生物钟的典型代表，当其外出采蜜回巢时，以太阳来确定其方向，
并能对太阳方位的变化进行时间校正，导航的偏光天文罗盘是根据蜜蜂的导航本领制成的。
蜜蜂营巢精勘技术早为人类所用，人类借用六角形样式巢房造就各类建筑物，省料、牢固、所占空间
最小。
　　（3）苍蝇的复眼有4000多个小眼组成“蜂巢型结构”，人类模仿这种结构研制出一种叫“蝇眼”
照相机，一次能拍1329张照片，分辨率达4000条线/Cm。
　　（4）苍蝇的嗅觉灵敏而快速，它能把气味物质的刺激立即转变成神经脉冲，人们模仿这一原理
研制成灵敏度很高的小型气体分析仪，用来分析飞船座舱中的气体。
　　（5）双翅目昆虫的后翅称平衡棒，是天然的导航器官，仿此制成振动陀螺仪。
　　（6）模仿蝴蝶翅的鳞片，为人造地球卫星设汁出一种自动控温系统，解决了航天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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