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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原则和方针，以及1995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3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提出可持续植物保护
（sustainable plant protection）的概念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世界各成员国相继
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生物农药（biopesticide）具有安全、有效、无污染、不造成生态损害以及良好的宿存和扩散能力等特
点，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吻合。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生物农药的研究、生产和应用都呈
现}JJ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可持续植物保护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鉴于生物农药研发和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以及生物农药在植物保护中的特殊作用、在环境保护中
不可取代的地位，各农林院校都积极开设生物农药这门新课程。
基于此，教育部首次将《生物农药》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华中农业大学喻子牛教授提议组织国内开展生物农药教学科研较早的几个单位联合编写这本教材。
于是华中师范大学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安徽农业大学微生物防治省重点实验室的几位长期在生物农药
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教师共同申请编写这本教材，并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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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农药》是高等院校植物生产类专业的教材，共九章，系统介绍了病毒农药、细菌农药、抗
生素农药、真菌农药、植物农药、动物农药等不同类群生物农药的特点、作用机理、生产方法和使用
技术，同时为了满足读者对生物农药研制知识的需求还安排了生物农药剂型、生物农药的创制、生物
农药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以体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生物农药》体系新颖，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并重。
每节开头都以框文形式陈述内容提要，每章末附有思考题。
《生物农药》适合农林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学习使用，
也可供农业、林业、生物工程等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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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17世纪，人们把烟草、松脂、除虫菊、鱼藤等植物作为农药使用。
1763年，法国用烟草及石灰粉防治蚜虫，这是国外首次报道的生物杀虫剂。
1800年，美国人吉姆第考夫（Jimtikoff）发现高加索部族用除虫菊粉灭杀虱、蚤等害虫，并于1828年将
其商品化。
1848年，沃克累（Oxley T）研制生产了鱼藤根粉农药。
这些具有农药活性的植物沿用了几个世纪，至今仍在应用，可谓比较早的生物农药。
　　1969年，美国女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起了人
们对“三害”问题的关注。
这种社会压力促使政府机构官员、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寻求非化学防治的新途径，生物防治的研究被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形成了全世界范围内开发生物农药的热潮。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大力提倡的“积极开展生物防治”的策略已初见成效。
1972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这还不包括林业生物防治面积。
以生物农药为主体的生物防治已成为植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一门新兴学科。
二、生物农药的发展　　生物农药的发展并不顺利，是在与化学农药激烈竞争中艰难地波浪式发展的
。
20世纪40年代初期出现了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对硫磷等有机磷农
药，有机合成农药的应用曾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害。
较之此前使用的生物农药，这些有机合成农药的药效相对高得多，见效非常快，由此有机合成农药很
快取代了生物农药。
当时化学农药的发展曾一度引起昆虫学家的恐慌，以为害虫真的会被化学农药全部消灭，因而争先恐
后地去收集昆虫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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