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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昆虫生态学与昆虫学领域中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密切联系，也是害虫防治实践的科学基础。
因此，我国农业高等院校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都把昆虫生态学列为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
在我国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时候，研究生教材的编写必须跟上这个形势。
迄今，国内外已出版了多个版本的昆虫生态学教科书，其中早年出版的几部涉及领域偏窄，已不能满
足当前对昆虫生态学新的要求，而近年出版的则各有特色。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昆虫学家Timothy D.Schowalter于2006年出版的《Insect Ecology》（第2
版）是一部很精美的教科书，与其2000年出版的第1版相比，增加了许多近年来有关昆虫与其环境相互
作用研究的实例，以及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这些相互作用的机理进行探讨的成果。
该书在大纲设计上沿用了同类教科书常用的层次性知识结构，内容依次介绍昆虫个体生态学（3章）
、种群生态学（3章）、群落生态学（2章）、生态系统生态学（5章），反映了现代昆虫生态学对生态
系统思想的强调。
但该书仅在最后一章综述了昆虫生态学在害虫治理、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监测和生态系统工程上的应
用。
可以说，这不是专门为植保学科方向研究生编写的教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戈峰研究员主编的《昆虫生态学原理与方法》于2008年出版。
该书组织了国内27位专家分别撰写，形成了“理论篇”、“方法篇”和“展望篇”的三部分结构。
这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作为研究生的参考书，其中有不少新的知识点，例如，昆虫的多样性、
昆虫的分子适应及分子生态学研究方法、昆虫行为生态及行为测量、昆虫的生态功能、作物一害虫一
天敌关系分析、昆虫种群空间生态学研究、昆虫大尺度监测和预警、昆虫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外
来昆虫入侵的机理与过程、稳定性同位素在昆虫生态学中的应用、3S技术在昆虫生态学中的应用，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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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中、下3篇，共18章。
上篇的内容是采用生态系统的组分性知识结构，即从昆虫与植物、昆虫与昆虫、昆虫与微生物的关系
上讨论昆虫生态学基础理论，这里注重了进化论思想在生态学中的重要性，尤其阐述了昆虫与植物和
微生物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以及不同种昆虫之间竞争、捕食、寄生的进化关系。
中篇沿着“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综合防治”的思路，讨论了害虫防治中的生态学
问题。
下篇介绍昆虫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包括种群空间格局与农田昆虫调查、种群动态分析与单种
群基本模型、种间相互作用模型与农林生态系统分析、生态信息学与植保信息技术概论、生物信息学
与昆虫分子生态学概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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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昆虫生态学的学科地位　　昆虫化石表明，昆虫至少有4亿年的进化历史，
发展出如此丰富的生命多样性和生物关联性（Grimaldi和Engel，2005）。
因此，昆虫纲成为地球上最繁盛的生物类群，是节肢动物门中最大的一纲，也是动物界中最大的一纲
，昆虫在已经命名和描述的动物种类中占75％。
就生物多样性来说，世界已知的1403 900种生物中，昆虫有751 000种（Schowalter，2006），约占54％
（图1-1）。
Gullan和Cranston（2000）给出的昆虫种类数量估计有些不同，他们还特别介绍了昆虫的5个最大的目
中的物种多样性分布和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昆虫多样性分布。
　　昆虫不但种类多，而且同种的个体数量也十分惊人。
英国昆虫学家CBWil—liams曾给出一个估算，生活在地球上的昆虫就其瞬时数量来看，可达到10s。
在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中，一个蚁群可包含50多万只蚂蚁，而雨林中所有蚂蚁的干重大约是其所有脊
椎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干重总和的4倍（Holldobler and Wils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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