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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林木化学保护学基础知识、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抗药
性及其治理、农药的环境毒理、农药的生物测定、附录等内容，基本涵盖了林木化学保护学本科学习
阶段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知识点。
在内容组织上兼顾系统性与前沿性，凡主要论题，尽量按缘起、
发展与现状的大致脉络介绍。
同时，努力突出林业的行业特点，力求较完整地反映林木化学保护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构架。

 本书可供林学、森林保护学、园林和生态环境类专业使用，也可供农林业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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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农药的发展历史
 0．1．2　农药的发展趋势
 0．2　林木化学保护学的发展过程
 0．3　林木化学保护学的地位
 0．4　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第1章　林木化学保护学基础知识
 1．1　农药定义与分类
 1．1．1 农药定义
 1．1．2 杀虫剂
 1．1．3 杀螨剂
 1．1．4　杀菌剂
 1．1．5 杀线虫剂
 1．1．6　除草剂
 1．1．7 杀鼠剂
 1．1．8 杀软体动物剂
 1．1．9 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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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表面活性剂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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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表面活性剂的类型
 1．2．6　表面活性剂在农药加工方面的应用
 1．2．7 非表面活性剂类助剂
 1．2．8 农药的主要剂型与性能
 1．3　农药的使用方法
 1．3．1 喷雾法
 1．3．2　喷粉法
 1．3．3 种子处理
 1．3．4 熏蒸法
 1．3．5 烟雾法(烟雾载药法)
 1．3．6　树干注射施药
 1．3．7 航空施药
 1．3．8　其他使用方法
 1．3．9　农药的混合使用
第2章　杀虫剂
 2．1 杀虫剂毒理学基础知识
 2．1．1 杀虫剂进入虫体的途径
 2．1．2　杀虫剂的穿透和运输
 2．1．3 杀虫剂作用的靶标
 2．2　杀虫剂在昆虫体内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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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微粒体多功能氧化酶的代谢作用
 2．2．2　其他酶类的代谢作用
　⋯⋯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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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已经开发出各式各样的打孔注药器械，常用的注药方法是将树体打孔与注药过程分离，用专
用打孔机在树干卜钻孔，再插管施药，工效快，操作简便。
针对有些害虫沿树干转移的习性，开发的毒笔、毒绳、涂干等局部施药方法，较好地协调了虫害防治
和减少污染、天敌保护的关系。
而针对蛀干害虫隐蔽危害习性开发的毒签、毒棉球等虫道施药技术，防治天牛等蛀干害虫取得良好效
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林木化学保护学在林业适用剂型和施药技术等方面成绩斐然。
林业有害生物治理具有面广量大、交通不便、林木高大难以施药等特点，结合林业生产实际，开发针
对性药剂和施药技术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0.3 林木化学保护学的地位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
森林所具有的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良土壤、美化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等
功能，无一不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我国是一个人均森林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人均林地面积、人均林木蓄积量约为全球人均水平的1/5
和1/8。
现有森林资源多为采伐后的次生林和人工林，林分质量低，生物灾害严重。
目前，我国年均发生林业生物灾害面积逾.损失高达880亿元。
林业生物灾害的严重发生，已对森林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严重制约生态建设步伐，抵
消国土绿化成果，影响社会造林的积极性。
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林业有害生物入侵已经成为森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害生物治理所面对的不仅是成千上万不断繁衍的有害生物，而且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复杂变化的
生态系统，人类采取的各种治理措施实质上是协调系统内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人类经济活
动容许的范围之内。
由于有害生物具有生长、繁殖、适应能力等生物基本特征，所形成的危害具有常发性特点，决定了有
害生物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确定了林业有害生物治理的高效、环
保发展方向。
农药和化学肥料是现代高效种植业的两大支柱，化学农药，尤其是有机合成农药的应用极大地保护和
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已经成为林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化学防治是用少量化学能换取大量太阳能的高效方法，也是迄今为止防治有害生物的最有效方法。
农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硕果，也是人类与自然环境进行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对有害生物的认识水平，走过了从“天灾”迷信到科学认知的漫漫长路；应对策略，度过了消极
逃避到积极治理的悠悠岁月；防治措施，经历了一筹莫展、机械扑打、天然药物、合成化学农药等方
法的重重坎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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