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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走到了又一个千年之交。
　　人类的文明进程至少已有6000余年。
地球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灿烂之花。
中华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等一起，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15世纪之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
从汉代到明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14个世纪以上。
在那个时期，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中，相当部分是中华民族的贡献。
　　后来，中国逐渐落后了。
中国为什么落后？
近代从林则徐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就不断提出和思索这个历史课题。
但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惟一正确的回答：中国落后，是由于生产力
的落后和社会政治的腐朽。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国家的衰败。
而落后就要挨打。
所以要进行革命，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
路。
于是，就有了8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有了50年前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以及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无论是革命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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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l版的修订和补充。
农药是植物保护的中心环节，是减少病虫害、保证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
本书介绍了农药杀虫、除草的机理，解释了为什么除草剂能保护农作物，提出了防止农药对环境的污
染，以及保证获得健康食品的重大问题。
本书通俗易懂，面向中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特别适合农村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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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古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杀虫剂，如古代中国（公元前1500）就用燃烧艾菊、烟草等方法来阻
止害虫蔓延。
只是在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以后，才有了真正使用化学方法防治害虫的试验。
到了19世纪，才扩大了药剂对害虫作用的认识，开始试用一些新化合物及改进使用方法等。
化学科学的发展，使毒剂的广泛及大规模的使用有了可能，从而奠定了化学防治的基础。
但是，此时的化学防治依然保留着相当成分的经验主义，而关于毒剂对害虫的作用、毒剂与环境的关
系，以及借助于物理的、生物化学的与物理化学的研究方法来从事化学防治的研究，则尚未深入进行
。
20世纪初，作为杀虫剂应用的主要材料包括含砷化合物、石灰、硫磺、烟碱和除虫菊素等。
　　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毒物化学的发展，促进了化学防治的研究。
许多种曾在战争中使用的毒气，后来成了防治害虫的主要熏蒸剂。
此时，在无机药剂中增加了氟化物，在植物性杀虫剂中增加了鱼藤酮。
同时，采用有机化合物作为杀虫剂的研究也有了发展，如二硝基化合物和硫氰基化合物等都是这个时
候出现的，这一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为有机杀虫剂奠定了基础。
此时昆虫学本身（如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形态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也有了相应的进展，因而
更加深了人们对杀虫剂毒杀昆虫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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