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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处北纬24。24’一30。12’，东经113。29’一118。35’，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全省南高

北低，东西两侧高而中部低斜；三面群山环绕，中部丘陵起伏；河流纵横，北临长江，有国内最

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与之相连。全省年平均气温16．4—19．8℃，年平均降雨量1300—2000毫

米，年平均日照1500小时以上，无霜期240—307天。光、热、水资源丰富而均匀，土地肥沃，

适宜于粮食特别是水稻及各种经济作物的生长，是国内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然而相伴

而生的农作物病虫和其他有害生物的种类也多，历来为害也颇重。据史料记载，汉明帝永平

十八年(公元75年)有“豫章蝗，谷不收，民饥死，每县数千、百、十人”；唐长庆三年(公元823

年)有“洪洲、新建秋螟蝗害稼八万顷”；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有“南昌鼠害稼，甚于螟

蝗”等；1928年(民国17年)全省早、晚稻因螟害损失稻谷13937370石，约占当年稻谷总产量

的42％。

新中国成立后，病虫害也曾多次暴发，造成严重损失，如1949、1956、1959年因三化螟大

发生损失稻谷分别为3亿、1．25亿、1亿公斤；1965年全省稻瘟病发病面积100余万亩，损失

稻谷1．2亿公斤；1950。1958年，棉区的棉叶跳虫、棉红蜘蛛、斜纹夜蛾等多次暴发，使棉花

减产甚巨。

为了防治病虫害，全省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植保科技工作者的指导

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1950—1955年由杨惟义教授提出的、

得到省长邵式平支持的全省大规模“三耕结合三光”群众治螟运动，效果显著，螟害率从1949

年以前的10％。20％降低到l％左右，其他如水稻白叶枯病，棉花叶跳虫、红蜘蛛，南丰蜜桔

疮痂病等，均受到了控制。经全省多年多点测定，在不防治与防治的情况下，水稻平均损失产

量由20％左右降低到2％一4％，棉花损失产量由40％左右降低到5％一7％。据1950—1986

年统计，水稻平均每年防治病虫害所挽回的损失计稻谷54．08万吨；又据1975—1986年统

计．棉花平均每年防治病虫所挽回的损失为8090吨，这为江西农作物长期稳定增产提供了

良好保障。

盛世修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在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好形

势下，全省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认真总结过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病、虫、草、鼠作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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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情况和经验，供后世参考，显得极为必要。江西省植保植检站从1997年起，组织有关植

保工作者，搜集、整理资料，编纂了《江西植保志>。该志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记述了历年特别

是50年代以来江西植保植检方面机构、人员的变迁和发展；病、虫、草、鼠害的发生为害和防

治、检疫的经验；农药、药械的发展使用情况；学会、学术活动，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情况。全

书内容翔实丰富，记述有据。她的问世，将对江西今后植保植检事业的发展和病、虫、草、鼠害

的防治，起到前有所鉴、后有所稽的积极作用，实属一件承前启后，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大

好事。
。

易侉
2000年6月



凡例 l

凡 例

一、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二、内容：记述农作物病、虫、草、鼠在江西的发生、分布、为害和防治情况以

及植保机构和科研推广活动等。

三、断限：上溯不限，下断1997年底。

四、体裁：考、记、传、表等诸体并用，以志体为主，依篇、章、节序列编排，述而

不论。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行文遵守现代汉语规范，表述力求准确、简

练；引文一般随文注出；学术名词原则上以基础学科所定为准；外来科技术语以

专业工具书通用译名为准。

六、大事纪年：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年月日顺序排列，日期不详

者列于月末，月期不详者列于年末。

七、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均采用历史纪年法，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期间1912—1949年括注民国纪年。1949年10月后均采用公

元纪年。文中所述年代，除标明世纪者外，余均为20世纪。

八、数字用法：行文中的数字概以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文中数

据主要采用历年江西省上报农业部的数据，有些年份无统计报表的，采用当时有

关人员共同回忆分析的数据。

九、计量单位：历史上的计量单位一律按原资料所记单位，1949年后，一般

按1984年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十、本志资料来源：地方志、气候史料、有关专家著作、报刊和知情人士回忆，并经

鉴别后收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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