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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协助植物健康科学家设计监控程序，用以检测农作物、人工种植林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有害节肢
动物和植物病原物，《亚太地区植物有害生物监控指南》首次针对植物有害生物的监控方法进行了系
统的编写，主要内容包括：设计监控方案来制定基于标本的植物有害生物名录；监测特殊植物有害生
物的状况；确定植物有害生物分布的范围；明确某个特定区域内是否出现植物有害生物；实施一般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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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12.3.3.完全取样 完全取样涉及在特定层次调查所有的地点，即调查所有地方和某
个田间位置的所有取样点。它在田间调查位置的层次上和突击调查有交叉。 优点 对所有单元取样意
味着在抽样计划里不存在选择偏差，提高了数据的置信度。 可以用来估计流行程度并且作为有害生物
早期检测的一部分，或者用于监测调查。 如果植物有害生物的预期流行程度很低，这种类型的调查将
可以检测任何出现的有害生物。 完全取样本身已经限制了其应用，因为经费和物资的限制，通常不可
能调查所有的寄主植物、地点或区域。 当可以调查的地点很多，但进行全面调查的地点只有少数几个
时，完全取样调查就不是使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应该调查田块中较少的寄生植物、调查更多的田块，
因为有害生物的流行在田块之间有广泛的变化。 2.3.4.作物，森林员工的观察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作
物或森林的员工向一个中心人物，如作物或者森林的经营者，报告他们工作期间发现的植物有害生物
。员工需要回想他们在哪些地方、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土地所有者就会带调查者去他们看到害虫和
发病植株的地方。假定了解观察者与植物和相关地区之间的亲密关系，获得的信息会为调查者在有害
生物的早期检测中省去大量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告诉田间工作者凋查者们想了解什么是非常重要
的。 优点 经济，因为这种调查可以在开展其他活动的同时执行。 如果工用者对调查地点和有害生物
非常熟悉，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调查地点相当了解，那么调查者收集到的资料的质量就可
能与全面调查相当。 对检测新发生的植物有害生物很有价值。 缺点 不能定量计算流行率，除非流行
率很低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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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协助植物健康科学家设计监控程序，用以检测农作物、人工种植林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有害节肢
动物和植物病原物，本指南首次针对植物有害生物的监控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编写，主要内容包括：设
计监控方案来制定基于标本的植物有害生物名录；监测特殊植物有害生物的状况；确定植物有害生物
分布的范围；明确某个特定区域内是否出现植物有害生物；实施一般监控。本指南的出版考虑到亚太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植物健康科学家们的需要，尤其是那些想通过制定基于标本的有害生物名录来支持
谈判，从而扩大农产品贸易的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对于尚无设计监控程序经验的植物健康科学家而言
，本指南尤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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