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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采用的 综台防治 。文 中报据生态学与经挤学理论-不 仅提出了 生志控锚 虚遵循的经崭学与生态 

进1面根据目内外奉镊域的科技菇 腱 动 鑫 分 钎与生产实际需要，论述了奉种对繁在 生产中的可符性与重 

要性． 

关t 
．

量 圭查墼墅： ‘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 国家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其原目主要是石油及其产品 (如 

化肥、农药等)的促进，人们称之为 石油农业 。但通过4 年来的经历，现在已由过去的每 

生产10kg粮食需要lkg石油阶段，变成每生产 Ikg粮食需要 lkg石油的境地。因而导致全世 

界化肥用量增加了9O倍，化学农药增加了34倍。从而出现了环境污染，害虫 3R”问题 (抗药 

性Resistance，再猖獗Resurgenee，残留Residue)。这 就 引起了垒世界农学家、生态学 

家、植物保护学家 的关注。“生态农业 正 是 在 此背景下诞生的，用以代替 石油农业 。同 

样，在害虫管理方面，由于“石油农业 的影响，害虫 3R 的产生，相继提出了 生物防治 ， 

“综合l防治 ，以代替单纯的“化学农药防治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由于 综合防治 一般是 

在化学防治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组合改进，而其主要的管理对策是“话 。因此有些出现的 

问题，无法解决。随着粮食、人口、自然资源的压力日益增长，“经 济的持续发展与资源的 

持续利用 的方针日益受到关注，在改善人类生物圈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如何防止自然 

生态系统的萎缩与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 适应^类、环境长远利益的需要。改变害虫管理 

的战略对策巴提到 日程上来，这就是用害虫种群 的“生态控制 ，逐渐替代 综合防治 。 生 

态控制 亦即 生态调控 。 ， 

l 謇虫种群生态控嗣蕾循的壤剐 、 

害虫管理的目的是为保证作物的产值不因害虫为害面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从农业生态系 

统-的整体观来看，影响作物产值的因子是多方面的，如栽培措施、品种等，而害虫为害仅是 

其中之 二 并且在对害虫进行管理时，眨要考虑因管理而挽回撮失的经济效益、亦要考虑 

因管理而引起 的次生害虫的猖獗、环培 的污染、土壤活力 的降低等对生态效益的影响。因此 

为了达到上述两种效益同步发展 在害虫管理系统中，既要遵循经济学的管理原则，还要遵 

循生套学的控制原则，并将害虫管理纳A该作物生态系统中，作为系统的组分结构 进行综 

合调控，来获得优化管理对策。 、 

1．1 害虫管理的经济学原则 害虫管理的经济学原皿 就是应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原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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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即管理必须遵从挽回收益大于或等于管理费用的原则。最理想的是，在明确目标函数 

与约束条件下，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费用。亦即挽回收益与管理费用的导数为零时，此时管 

理所获的经济收益最大。 

1．2 害虫管理的生态学原则 目前关于害虫管理的生 态学原更叮讨论得极少，笔者认为应包 

含下列 5条。 

1．2．1 物质循环再生原则 生态系统与机械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态系统是具有生命的系 

统．它是由活性与非活性状态蛆成的系统，如果失去活性．系统即行消亡。因此必须保持活 

性状态在系统中的循环与发展，方能使该生态系统功能持续繁茂。若要生产持续发展，必须 

注意这条原则。·侧如土壤中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可引起土壤活力下降， 从而改变土壤结 

构，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再者，由于生物圄内的物质是有限的，因此原科、产品和 

废物的多查利用及循环再生是生态系统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即系统内部的组分， 

既是下一组分的 源 ，又是上一蛆分的 {亡 ，没有因果之分，物质在其中循环往复，充分利 

用。这个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管理害虫时，应考虑生态系统内活性捩态的发展与物质的多 

重利用，循环再生，才能使系统的功能持续发展。 

1．2．2 协调共生，和谐高效原则 共生是不同种的有机体 (或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 

的现象，其结果是使所有共存者都大大节约能量，使系统获得多重效益。这种现象在自然生 

态系统中普遍存在 例如热带雨林，其中一切生物都占领着一切可利用的生态位，摄取一切可 

利用的能量，形成最佳的物流与能流的利甩状态，使整个系统表现出高效、和谐，并迭弼持 

续发展。农田生态系统是人工生态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既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又 

服从于牡尝经济规律。这样，在农田生态系统 中，除街流，能流外'还增加了价值流，并用 

价值流来支配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害虫种群的生态控制要遵从经济、生态两原 

则。并且在考虑害虫的控制时，如何在经济原噩0的目标下，来利用系统内组分间或生物间的 

互惠互利，合作共生的作用，帮自然生态系统的高效和谐原理，是使系统功能达到优化的重 

要对策。 。 

协调共生、高效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考虑控制对策时，应善于因势利导，将系统内外 
一 切可利用的能量莉条件转到可利用的方面，为系统整体功能服务。即尽可能地变对抗为利 

用，变控制为调节，变征服为瓢服，化害为利，因位制宜。 

1．2．$ 相争相克协同进化原则 生态系统中充满墩 烈 的动物与植物之间，动物 与植 物 内 

部各物种之间的竞争与相克关系，通过这两种作用关系，使物种经受自然选择，选到忧硅劣 

败，适者生存，使生态系统得以保持暂时平衡，达到物种问的协『耐进化。 

在昆虫类群中，表现为应用‘种问竞争排斥原理 与。捕食者一猎物 、。寄生物·寄主’作用 

关系原理，对害虫进行控制，这是早巳为人熟知之事。且在植物类群中，利用植物释放克生 

物质，著巴对其它植物或植食性动物进行抑制，员6是近20年来化学生态学家研究的成果。植物 

的克生作用，包括自克作用与他克作用两类，自克作用是物种在不利环境下，利用它来控制 

自身数量规模，以保持得以持续繁衍。如水稻残株可释放出P 香豆酸，P-羟 基苯甲酸， 抑 

制第二季水稻幼苗生长。他克作用表征了物种的进取性及抵御其它物种入侵能力。例如向日 

葵，豚草可产生酚酸来抑制豆科植物形成根瘤菌和固氨作用。高梁释放的蜀黍苷，小麦和裸 

衰残株产生的p。萃基乳酸，p。羟基丁酸来杀死杂苹。因此如罘理解了植物的自然机理，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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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度，耕作制度、栽培选择以及种植结构等趋于合理，即可化害为益。这样不仅保护了生 

态环境，提高了该生态系统功能，亦达到了控制害虫的效果 “ ’。 

I．2．4 物种的抗逆性 、变异性原则 物种的抗逆性原则是当物种受到外在的侵害后，不仅可 

产生一定的耐害性，而且还可产生明显的抗逆性，用以抑制或消灭其为害．例如马铃薯的叶 

子遭马铃薯甲虫为害后，在几小时内可释放出4种蛋白酶抑制剂，而在 48h内可使未被害的 

叶呻全部可溶性蛋白的1O％都呈蛋白酶抑制剂。这些成分大大束缚了植食性害虫的消化酶， 

从而阻延了蛹的发育。植物这种防御系统巳在4大主要类群的2O个科中得到证实。再者，植 

物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或被害虫为害后，可产生多种次生物质， 来 适 应 它和其它生物的关 

系。这些物质可作为对害虫的抑制剂、诱集剂、拒食剂 信息素等。例如异体作用素 (alle- 

Iochen~cs)对害虫既有引诱作用、拒避作用，还有很好的自然抗性作用。而多羟生物碱存在 

于多种植物中，它是昆虫的糖苷酶抑制剂” 。 

物种的变异性原则 近年来研究证明，物种的变异性普遍存在。例如在同一作物田中， 

不仅植株之间不呈同质性环境，而且即使同一植株中，其体内成分分布在不同时间，空间或 

不同部位亦有很大的变异。如罂粟叶中毒素的浓度，吗啡上午最浓，可待因、蒂巴因却在下 

午最浓。氰酸在许多植物的根、种子及其它部位都有，但叶中浓度最高。类萜烯化台物在桧 

属中的浓度变化昼夜不同，这些毒物在植物体内的交替变化，就影响了害虫的生殖率与死亡 

率。因此利用物种的抗逆性、变异性原理，对付害虫为害，是既符合经济学原则，又符合保 

护环境的生态学原则⋯ 。 

1．2．5 系统的自组织自协调持续调控原则 生态系 统 是一个与外界有物质交换、能量流动 

的开放系统，亦是一个处于非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生态系统中的各级结构具有自行协调、 

自我组织、自我维持的稳生机制，因此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这样，自我调节 

能力的强弱，就是区别机械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主要依据之一。生态系统的演替目标，在于整 

体功能的完善，而不是其组分结构的增长。由于系统中的负反馈作用一般总是大于正反馈作 

用，这就要求一切组分的增长都必须服从 整 体 功 能的需要，任何对整体功能无益的结构增 

长i都是系统所不允许的。这样，在进行害虫管理时，就应将它作为该作物生态系统的一部 

分组分结 构考虑，进行整体措施的综合作用协调，充分利用系统的自我协调原理，来获得优 

化控制对策 。 

2 謇虫种辟生态控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 

害虫种群生态控制的指导思想是用。调控 ，代替现行的。防治 。即在生态系统整体水平 

上，在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或因素)，对害虫为害进行调控，达 

到优化生态系统结构的目的，以逐步代替现行的 综合防治 。 

根据上述害虫管理的经济学与生态学原则，害虫种群 的生态控制是以经济学原月日为 目标 

函数，以生态学原则的第 1条为约束条件，第2— 5条为主要控制对策。其中第 3— 4条为 

种群水平对策，而第 2条与第 5条为生态控制的战略对策。 

为使复杂的各个种群水平的对策，能在生态系统整体水平上进行优化协调，其方法论就 

是应用。系统工程 的原理与方法。 

若从害虫管理的指导思想进行分析，40年来经历了两个阶段I第 1阶段是以消灭害虫为 

目的的 防治阶段 ，第2阶段是在经济学原则下的。控制阶段 ，现在正经历着向由经济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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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两个原则指导下的第 3阶段“调控阶段 发展。 

3 开晨謇虫种群生态控嗣己具备的基础条件 

生态控制是在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对害虫种群进行调控，达 

到优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目的。因此开展此项工作时应考虑下列几方面的研究动态及巳 

县备的条件。 

a．1 寄主植物(包括其它植物)对害虫的生态控制作用机理 寄主植物 对 害虫的作用包括 4 

个方面，即耐害性，补偿性、抗逆性与变异性。 

3．1．1 寄主植物对害虫为害的耐害性与补偿性 研究证明，大 多 数作物对一定数量的害虫 

为害，在达到经济为害水平之前，具有一定的耐害性，在此范围内，为害不引起产量损失， 

或产量损失无经济意义。而超过此害虫密度时，作物产量损失才随种群密度增加而呈 S型上 

升。作物的补偿性是在害虫低为害水平范围内，作物受害后，由于部分斗面积减少或部分生 

殖器官脱落，束玎激了作物的超补偿作用，反而产量增加，当超过经济为害水平时，Ⅲ1J与耐害 

性反应规律相同。作物的这种补偿作用巳在水稻、棉花、小麦，玉米、豆类、柑桔、果树、 

番茄等多种作物上得到证明。这样对害虫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数量基础上才对作物造成 

威胁，而成为害虫。当在经济为害水平以下时，反而对作物产量有利。这不仅可放宽经济阈 

值，还可变害为}Ⅱ。 

3．1．2 寄主植物对害虫为害的抗逆性与变异性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植物对害虫为害的 

反应是被动的，对付害虫的方法都从植物的耐害性 、补偿性来考虑，并把害虫防治寄托在药 

剂与天敢控制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上。而近20年来通过化学生态学家关于植物抗逆性与变异性 

研究表明，植物可以利用它们对害虫为害产生自然抗性，从而杀死或抑制害虫。在这方面， 

除上述马铃薯甲虫为害马铃薯一侧外，另一是当植株被咀嚼式口器的害虫取食时，可以释放 

出氰酸 fFfCN) 因为氰酸影响呼吸链， 所 以用很小剂量即可杀死害虫 。 这样即可阻止害虫 

的袭击于初始阶段。现在真菌、蕨类、裸子植物、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的80个科中巳被 

发现能释放氰酸的有 801)种以上。并巳被许多国家应用于一些重要的作物上。植物的次生物 

质在植株中的分布是不同的，通常幼嫩组织内浓度是最高的。如酚醛、生物碱，类同醇化合 

物、氰醣 苷、蛋 白酶抑制剂等。在植物生长季节中，植物的发生物质还 可进行器官之间的转 

移，如马铃薯中茄定的浓度在生长季节块茎中减少，而叶中增加。番茄中番茄苷的转移，是 

从番茄根部通过输导作用到花，在授粉后，子房中番茄苷敬度可选 1 5％，葡植糠内磷留浓 

度保持在0．15％，到果实成熟时，仅有痕量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毒物在那垄对植 琳 很 有 

用的组织中常台有很高的浓度，而当组织的有用价值下降时，番茄苷浓度亦下降 再者植物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产生多种次生物质，而这些毒素的分布，在不同器官或不同发育阶段 

不同。从而形成对害虫的交互作用。在Cotyl Oil属中的整个发育阶段和叶形成初期，皂角 

苷很多，强心内酯苷在幼叶中很浓，而螺甾烷酮积累在成熟的第 2年的叶中，这样，害虫必 

须同时面对 3种毒素的影响，以及这 3种化合物浓度变化的交互影响，这就是植物的镶嵌原 

理，它是对付害虫产生解毒机理的有效方法之一。 

此外，多种植物产生的次生物质，如异体作用素对害虫有引诱作用、拒避作用与自然抗 

性，多羟生物碱是昆虫醇苷酶的抑制剂。棉株中的类萜烯化合物是美洲棉铃虫的刊铷剂。禾谷 

类作物中的丁布、酚酸、多酚 对二叉蚜、玉米蚜、麦网蚜、麦长管蚜、禾谷缀蚜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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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由于这些次生物质是植物代谢的最后产物，因此常可通过人工进行改变，达到植物保护 

的目的。 植物中的次生物质很多，包括黄酮类(单宁类)、 糖苷类、 萜类 、类周醇、 生物碱 

等，巳定 出化学结构的达3000种以上。因此利用植物的抗逆性、变异性原理来对 付 害 虫 为 

害，既符合经济效益，亦符合生态效益，成为植物保护措施 中最有潜力的措施之一，受到国 

内外的普遍重视 

s．1．s 植物之间的作用关 系 Ⅱ用物种之间共存互惠关系与 自克、他 克 作用关系，进行 间 

作套种，或利用能流食物链关系进行切断或增加食物链，对生态系统的组分进行重新组装，使 

物种多样性增加，维持系统稳定，增加系统功能。侧如棉花与豆类间作；麦棉阀柞，由于增 

加了多样性，增加了食物链，从而使产值增加，天敌增加、土壤含氟量增加，井抑制了棉铃 

虫，棉蚜的为害。柑桔国内种植霍香蓟，既有益于肥沃土壤、 又 成 为 捕食螨 的中间侨 居寄 

主，从而抑制了柑桔食叶螨的为窖。同样豌豆与麦类套作，豌豆 的根系分泌物不仅 可刺激麦 

类的光合作用和对磷的吸收，而且豌豆 上的天敌可抑制麦类害虫 。 ． 

0．2 天敌对害虫的生态控制作用 是指利用生物对害 虫 进行控制，这是另一种群水平的调 

控作用。其特点是特异性高，不污染环境，无残毒遗留，能克服抗药性。本领域包括下列 3 

方面内容t 

3．2．1 生物农药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除常用的自疆菌、苏云金杆菌、核 型 多角体病毒外， 

近年来在多方面取得了成果。 

3．2．1．1 土壤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医学临床用的抗菌素几乎全部来源于土壤微生物， 由 于 

抗菌素的作用方式，可影响昆虫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如蛋白质、核酸的合成，细胞膜 的功 

能，能量的运转和利用等，所以许多抗菌素可影响昆虫的存活，生长发育和繁殖。通过研宽 

巳筛选出许多杀虫素，井对 6个目 (鞘翅目、鳞翅目、双翅目、直翅且，半翅且和同翅目) 

的昆虫和螨类有作用。造成死亡率在95 以上(见表 1)。再如青霉素 G，抗霉索A可造成苹 

果蠢蛾产卵量减少，并可通过昆虫体内共生菌而造成昆虫死亡。尤其1975年美国与日本合作 

开发 的除虫菌素，其中杀虫活性最强的B一．，它对人畜很安全 (如表 2)。 
。 

裹 1 抗■寮的杀虫作用 

T-bl- 1 IuseeUcld●l a~lOn Of ilntlblollc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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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昆虫病原真菌与半腐生真菌 的 代 

谢产物 许多引起昆虫疾病的病原真菌的代 

谢产物在致病性方面起重要作用，由之引起 

的病称为真菌病毒病。如毒力虫霉能产生一 

种含氧酸，对蚜虫类和红头丽蝇均有毒性。冠 

状虫霉．尖孢虫霉对昆虫致病和侵染起重要 

作用． 

昆虫的许多共生真菌及半腐生真菌，亦 

能产生对昆虫有毒的次生物质。据报道约有 

13个属的47个种与变种能产生对昆虫有毒的 

囊 2 Bia的荣虫活性 [41 

Table 2 In|ecticldal acl／vlly of - 

县虫种类 Le O0(ppm) 
Inse味 B 

槔红 蜘蛛 
Tetranycht‘s“ icae 

L 器 em! 。缸 
■西 哥囊虫 

E Zac 埘 ￡埘·i 神 

羹棚柿甘虫 

} Ii。埔☆ m  

奠 豆蚜 
Ac rtil柏s n pis“m 

O．02-- 0．O3 

0．03 

0．02 

1．6 

0．4 

次生物质34种 以上。其中大多数属于曲霉，镰刀菌、青霉 3个属 ⋯ 。 

s．2．2 利用遗传工程将毒素基因导入植物体 内，使植物产生毒性， 抑制昆虫为害。 如利用 

基因重组技术把苏云金杆菌中产 生 内 毒 素的基因组，融合进植物中，使鳞翅 目害虫不能为 

害，现在在番茄，玉米、烟草、水稻等作物中均获成功。再如昆虫杆状病毒虽然治虫效果好， 

对人畜安全，但致死速度慢，选择性强。近年来已利用基因工程，在该病毒基因组中，插入 

和表选外源基因，为发展广谱的，作用快的病晦杀虫剂开拓了新的前景。如在曹蓿夜蛾的核 

型多角体病毒中，插入氯霉素乙酰转移酶(CAT)，这种重组病毒可用于鳞翅 目以外的昆虫， 

(如蚊，蝇)，从而扩大了寄生范围。另一是将昆虫有致死或破坏作用的蛋白质或肽类基因， 

拼接到病毒基因组中，使其既不影响田间感染，又加速昆虫的死亡 。 

s．2．s 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包括 捕食者一猎物 作用关系，。寄生物一寄主”作用关系。 

这是利用。捕食者一猎物”作用系统原理与密度制约作用 原 理来控制害虫，并且在国内外用此 

控制害虫为害已做了大量工作，亦取得显著成果。本文不多赘述。 

s．3 害虫种群 自身的讶控作用 为 了 物种的生存与繁衍，害虫种群通常具有滞育、休眠、 

扩散迁移、聚集、趋性等各种行为特性，以适应外在作用因素的影响，使种群 自身系统进行 

数量的动态调节。因此研究害虫种群动态规律，种群系统调节作用机理，从而找出主导作用 

因素及其薄弱环节，是控制害虫的另一关键环节。 

s．4 化学农药的发展动态与生态控制的关系 几十年来化 学 农药对害虫的控制做出过巨大 

贡献。随着 3R 问题的产生，发展农药 的 指 导思想亦在改变，而变化方向正与生态控制相 

一 致。 

在本世纪4O年代，第一代杀虫剂为无机化合物与天然植物性农药，如砷化物 、 除 虫 菊 

等。如 年代后，发展为有机合成药剂， 如 DDT， 666等有机氯化合物，1605，1059等有机 

磷化台物，以及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这类药的最大特点是广谱性强，短时间内 

即可杀死害虫，成为第二代杀虫剂，是。化学防治”的基础。第三代是昆虫的激素，包括神经 

激素、保幼激素类似物、脱皮激素，早熟素、灭幼脲等，这类农药主要控制着昆虫的生理过 

程，对生长发育、变态、生殖，代谢等都有调控作用。它们的特点是 广谱性和致死速度远 

低于第二代农药。第四代是信息素和拒食剂等，如果说第三代是 “发育调节剂 ，则第四代农 

药是典型的。行为调节剂”。主要用来诱杀或干扰昆虫的正常行为。第五代农药是新型的天然 

产物 (植物次生物质等)和脑激素拮抗剂，这一代农药可以说是昆虫的内在系统调节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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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功能不是杀死害虫而是防御害虫的侵袭。这亦被认为是潜在的植物保护措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药的发展趋势亦在不断改变，即从。杀生剂 向 。渭节剂 发 

展，从“杀灭防治 向“生态调控 发展。 

3．5 害虫管理系统工程的发展，完善了 生态调控 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 现代生态学的重 

大特征之一，就是从旨在分析、模拟、预测、管理各级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展为对生 

态系统的进行设计与改造。即生态系统的研究正向着工 程 设 计 的目标迈进。此即为生态工 

程。生态工程是根据经济学与生态学原则，应甩系统工程原理与方法设计的分层多级利用物 

质能量的生产工艺系统。其目标 是在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物质的生产潜 

力，达到经济与生态效益同步发展。害虫管理系统工程亦属于生态工程范畴。由于害虫管理 

是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如作物的立体结{旬关系之问、复杂的控制组分关系之间与害虫_库、生 

物库，天敌库关系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反馈关系，对此复杂的系统关系， 

如何进行整体的层次分析，结构的优化设计与生态工艺协调组装，这就需要遵循经济生态学 

的管理原则，在明确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相应对策下，应甩系统工程 的原理和方'i击，进 

行分析、设计与优化协调组装，才能使系统功能达到最大的目的。否则，就会出现 。高层次 

的优化，没有低层次的协调来保证，低层次的协调也就失去高屠次的目标作指导 。 而这项 

工作正在国内外的害虫管理中蓬勃发展。 

根据上述植物、天敌，害虫、农药各方面的科技发展动态分析，与害虫管理系统工程的 

产生与发展，使害虫种群的生态{I芎控的开展，完全建筑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并有其自身的 

指导思想与方法论， 及所遵循的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原则。加之，近年来在棉田、稻田、麦 

田、玉米田等害虫的自然控制与半自然控制的大面积示范区不断出现，这就形成了害虫种群 

生态控制的雏形。由于害虫的生态调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保护人类生物圉良性循环 

的需要，相信本项对策，在不远的将来会在全球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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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MANAGEMENT 0F PEST 

INSECT P0PULAT10N 

Ding Yan’Qin 

(Institute o Zoology，Academia smi∞ ，BP 目，100086) 

Based on the requireiT~ents for biespheric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Zc development an ecologica l nla施 gerr n strategy of insect popula— 

tion iS proposed to replace “integrated control strategy cu~Tently adopted 

h啦l始 and abroad．In aceord．~ace with the theories of economics a以 ecotogy， 

l t is proposed that the。ecological management strategy should follow the 

managemant principleS of econor cs and ecology．The guiding ideo／ogy aiad 

methodology of the bcological management”， as well as its t咀rget func— 

tio]2s，re straint condifioils and ma!rl iTtea．s~ ，are discussed．The feasibility 

and importanCe 0f this management strategy are reviewed by：making an 

analysis fOr the dynamics of scienti丘C and~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is丘eld and the requireme nts of pro~luCtion practice home and abroad 

Key or ds：pest insect popula~don，ecologicalmanagem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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