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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把植保事物（包括植保工作、综合防治和有害生物生态系）看做是系统，采用系统工程的方
法，探讨如何认识和如何管理其中的复杂问题。
全书15章，即：绪论；系统科学和植保科学；植保工作的
系统观；农田有害生物生态系的系统分析；农田有害生物的系统监测；系统预测；植保管理和有害生
物系统
管理；系统管理中的决策；田间综防管理中的阈值原理和技术组装；田间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效益评
估；
植保系统基层设计和应用前景；系统动力学方法；决策方法；植保系统工程中计算机辅助决策技术和
层次
分析方法。
书末附有参考文献。
可作为农业院校植保专业和相关专业师生的试用教材，亦可供植保科学研
究者和植保推广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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