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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种芽前除草剂防除直播小白菜田杂草的

效果及其安全性

田志慧，　沈国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上海市设施园艺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１４０３）

摘要　采用田间试验方法研究了３３％二甲戊灵乳油、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５０％敌草胺水分散粒剂和９０％禾草

丹乳油４种芽前除草剂防除直播小白菜田杂草效果及其安全性，筛选出了适于直播小白菜田的芽前除草剂。结果

表明，药后３５ｄ，３３％二甲戊灵乳油有效用量３７１．２５～７４２．５ｇ／ｈｍ２、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８６４～１０８０ｇ／ｈｍ２和

９０％禾草丹乳油１６８７．５～２０２５ｇ／ｈｍ２处理无论是总草株防效还是鲜重防效均在９４．２７％以上，其次是５０％敌草

胺水分散粒剂７５０～１５００ｇ／ｈｍ２处理，防效为８５．６２％～９０．５４％。３３％二甲戊灵乳油各供试剂量虽对小白菜的出

苗没有影响，但对小白菜的生长有一定影响，表现为地上部株高和鲜重受抑制；其他３个供试除草剂各剂量处理对

小白菜出苗和生长安全。从除草效果和安全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推荐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８６４～１０８０ｇ／ｈｍ２和

９０％禾草丹乳油１６８７．５～２０２５ｇ／ｈｍ２用于小白菜田芽前防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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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Ｌ．）是重要的保淡

蔬菜品种，也是市民喜食的绿叶蔬菜。小白菜生长

期常会遭到杂草侵害，严重影响其生长和产量。当

前，我国蔬菜田杂草化学防除严重滞后于其他农作

物，有关蔬菜田杂草化学防除的文献报道也较少，可

查阅的相关文献中多为一些原则性的蔬菜田杂草防

除科普类小文章，如陶雯等［１］概述了除草剂在露地

栽培的茄果类、豆科和葫芦科等蔬菜上的应用，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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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２３］概述了蔬菜常用除草剂二甲戊灵（ｐｅｎｄｉｍｅ

ｔｈａｌｉｎ）、高效氟吡甲禾灵（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Ｐｍｅｔｈｙｌ）的使

用与注意事项，并指出禾草丹（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丁草胺

（ｂｕｔａｃｈｌｏｒ）、异丙甲草胺（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可用于菠菜

田芽前防除杂草［４］。少量的研究性文献主要报道了

茄果类蔬菜和一些移栽蔬菜田杂草的化学防除技术

研究，如乙草胺（ａｃｅｔｏｃｈｌｏｒ）、乙氧氟草醚（ｏｘｙｆｌｕｏｒ

ｆｅｎ）等７个除草剂在蔬菜田的应用技术等
［５］。有研

究表明，乙草胺、敌草胺（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和氟乐灵

（ｔｒｉｆｌｕｒａｌｉｎ）对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草防除效

果较好且对茄子和菜椒生长无不良影响，增产作用

明显［６］，乙草胺可安全应用于十字花科蔬菜田防除

杂草［７］；敌草胺对黄瓜、番茄和架豆角田间杂草有较

好的除草效果，且对单子叶杂草除草效果优于双子

叶杂草［８］；二甲戊灵对露地黄瓜田杂草防除效果优

异且促进黄瓜增产效果十分明显［９］。施震迪等［１０］的

研究表明，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和二

甲戊灵防除杂草效果虽然很理想，但对直播花椰菜有

极显著的抑制甚至杀灭作用；另外，文献报道涉及的

蔬菜田除草剂还有仲丁灵（ｂｕｔｒａｌｉｎ）、草·丁草胺

（ｏｘａｄｉａｚｏｎ·ｂｕｔａｃｈｌｏｒ）、丁草胺·异丙甲草胺（ｂｕｔａ

ｃｈｌｏｒ·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等
［１１１５］，鲜见以直播为主的绿叶

蔬菜田杂草的防除技术研究报道。为了正确评价除

草剂在小白菜田的应用前景，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作者

选择了４个芽前除草剂开展了防除小白菜田杂草效

果和安全性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品种与栽培方式

供试小白菜品种为‘新夏青５号’，试验地点为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庄行综合试验站机械化温室（１２

连栋）。先进行土壤耕翻、平整、作畦，后采用干籽粒

进行机械条直播，同时覆土。每畦宽约１．４ｍ，播种

２３条，播种量２７ｋｇ／ｈｍ２。播种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３日和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播种后用喷灌装置

喷水至土壤完全湿润，确保出苗整齐。

１．２　供试药剂与剂量

选择４种芽前处理除草剂，每种分别设２～３个

剂量，分别是３３％二甲戊灵乳油３７１．２５、４９５、

７４２．５ｇ／ｈｍ２（有效成分，下同），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

司产品；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８６４、１０８０ｇ／ｈｍ２，先

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产品；５０％敌草胺水

分散粒剂７５０、１１２５、１５００ｇ／ｈｍ２，江苏快达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９０％禾草丹乳油１３５０、１６８７．５、

２０２５ｇ／ｈｍ２，连云港纽泰科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４个除草剂品种１１个剂量，另设空白

对照１个。每小区１４ｍ２（１．４ｍ×１０．０ｍ），重复３

次。施药时间为小白菜播种喷水后的第２天（２０１３

年）和当天（２０１４年），施药时田间杂草没有出苗。

施药工具为新加坡利农私人有限公司生产的

ＨＤ４００背负式喷雾器，扇形喷头，压力０．３ＭＰａ，喷

射速率１２５０ｍＬ／ｍｉｎ，用水量６００Ｌ／ｈｍ２。试验田

主要优势杂草为早熟禾（犘狅犪犪狀狀狌犪 Ｌ．）、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Ｌ．）Ｓｃｏｐ．］、繁缕［犛狋犲犾犾犪狉

犻犪犿犲犱犻犪 （Ｌ．）Ｃｙｒ．］和宝盖草（犔犪犿犻狌犿犪犿狆犾犲狓犻

犮犪狌犾犲Ｌ．），其他阔叶杂草主要包括荠［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

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Ｌ．）Ｍｅｄｉｃ．］、碎米荠（犆犪狉犱犪犿犻狀犲犺犻狉

狊狌狋犪Ｌ．）、鳢肠［犈犮犾犻狆狋犪狆狉狅狊狋狉犪狋犪（Ｌ．）Ｌ．］等。

１．４　调查方法

１．４．１　除草效果调查

分别于施药后２１、３５ｄ调查除草效果，并计算

株防效。调查时每小区随机取３点，每点０．２５ｍ２

（０．５ｍ×０．５ｍ），按种类分别计数各样方内残存杂草

株数。第２次调查时同时对残存杂草地上部分分种类

进行称重，计算鲜重防效。计算公式为：防除效果（％）＝

（犆犓－犘犜）／犆犓×１００，式中，犆犓为空白对照区杂草

株数或鲜重，犘犜为施药区残存杂草株数或鲜重。

１．４．２　安全性调查

施药后不定期观察供试除草剂对小白菜出苗和

生长的影响，记载药害症状。施药后１４ｄ取样测定

小白菜的株数、地上部鲜重和株高。每小区随机取

３点，每点０．２５ｍ２（０．５ｍ×０．５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除草剂防除小白菜田杂草的效果

施药后２１ｄ调查结果表明，供试除草剂对禾本

科杂草有较好的防除效果，其中对早熟禾的防效，１１

个供试剂量中，除了３３％二甲戊灵乳油３７１．２５、

４９５ｇ／ｈｍ２和５０％敌草胺水分散粒剂７５０ｇ／ｈｍ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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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防效在８１．１１％～８８．８９％外，其他处理的株防效

都在９２．３６％～１００％之间；对马唐的防效，各供试

剂量防效均在９１．９５％～１００％之间。供试药剂对

不同阔叶杂草的防效不同，其中对繁缕的防效，除了

９０％禾草丹乳油各处理的效果在 ６６．７９％ ～

８８．４８％外，其他各处理的株数防效都在９７．５６％～

１００％；对宝盖草的防效，除了５０％敌草胺水分散粒

剂各处理没有效果和９０％禾草丹乳油１３５０ｇ／ｈｍ２

效果较差外，其他处理的株防效都在９７．７３％以上。

从总草防除效果来看，以３３％二甲戊灵乳油和９６％

精异丙甲草胺乳油各处理的株防效为最好，均在

９７．８９％以上；其次为９０％禾草丹乳油的中、高剂量

处理，株防效在８９．７５％～９３．４７％（表１）。

施药后３５ｄ调查对杂草防除效果趋势与药后

２１ｄ相仿，但５０％敌草胺水分散粒剂处理的总草株

防效有所提升（表２），鲜重防效与株防效趋势一致

（表３）。从两次调查结果来分析，以３３％二甲戊灵

乳油、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和９０％禾草丹乳油

１６８７．５～２０２５ｇ／ｈｍ２各处理的总草株防效和鲜重

防效为最好，无论是株防效还是鲜重防效均在

９４．２７％以上，其次是５０％敌草胺水分散粒剂各处

理，防效在８５．６２％～９０．５４％之间。

表１　４种芽前除草剂药后２１犱对小白菜田杂草的株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犾犪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４狆狉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犲犲犱狊２１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犻狀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犳犻犲犾犱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早熟禾

犘狅犪犪狀狀狌犪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繁缕

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６．１２ ８１．１１ｄ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４９５ ３．８３ ８８．８９ｂｃｄ １．６７ ９８．１１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４２．５ ２．３０ ９２．３６ａｂｃ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２．３０ ９４．４４ａｂｃ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３．８３ ９７．５６ａ

１０８０ １．５３ ９３．７５ａｂｃ ０．６７ ９９．３０ａ １．５３ ９９．０２ａ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３．０６ ８６．６７ｃｄ ５．００ ９４．４６ｃｄ ０．７７ ９９．５１ａ

１１２５ １．５３ ９７．２２ａｂ ５．３３ ９４．２０ｄ ０．７７ ９９．５１ａ

１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６７ ９８．２４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１．５３ ９６．５３ａｂ ７．３３ ９１．９５ｄ ４７．４４ ６６．７９ｃ

１６８７．５ ０．７７ ９８．６１ａ ６．００ ９３．５３ｄ ２２．１９ ８３．６３ｂ

２０２５ １．５３ ９６．５３ａｂ ３．００ ９６．７４ｂｃ １６．８４ ８８．４８ｂ

空白对照ＣＫ － ３１．３７ － ９２．３３ － １４４．６３ －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宝盖草

犔犪犿犻狌犿犪犿狆犾犲狓犻犮犪狌犾犲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其他阔叶草

Ｏｔｈｅｒ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ｗｅｅｄｓ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总草

Ｔｏｔａｌｗｅｅｄｓ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６．１２ ９８．１３ａｂ

４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５．５ ９８．３４ａｂ

７４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２．３０ ９９．３０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７７ ９８．２１ａ ６．８９ ９７．８９ａｂ

１０８０ ０．７７ ９５．８３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４．５０ ９８．６２ａ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４２．０９ －６４．５２ｃ ７．６５ ７７．３２ｃ ５８．５７ ８２．１０ｄ

１１２５ ４２．０９ －６１．７４ｃ ７．６５ ７７．６２ｃ ５７．３７ ８２．５０ｄ

１５００ ４１．３２ －６２．７５ｃ ７．６５ ７７．６２ｃ ５０．６４ ８４．５３ｄ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９．９５ ６１．７４ｂ ３．０６ ８８．５７ｂ ６９．２２ ７８．８５ｄ

１６８７．５ ０．７７ ９７．７３ａ ３．８３ ８７．２６ｂ ３３．５５ ８９．７５ｃ

２０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２１．３７ ９３．４７ｂｃ

空白对照ＣＫ － ２６．０２ － ３２．９０ － ３２７．２６ －

　１）表中数据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方差分析，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ＭＲ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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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种芽前除草剂药后３５犱对小白菜田杂草的株防效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犾犪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４狆狉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犲犲犱狊３５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犻狀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犳犻犲犾犱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早熟禾

犘狅犪犪狀狀狌犪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繁缕

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６．１２ ８６．９５ｂ ２．００ ９７．８０ａｂ ０．７７ ９９．７９ａ

４９５ ３．８３ ９１．４５ａｂ ３．００ ９６．６１ａｂｃ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４２．５ ３．８３ ９１．２６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２．３０ ９５．３０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９．１３ ９５．２２ｂ

１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２．００ ９７．７６ａｂ ３．０６ ９９．２９ａ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２．３０ ９５．１４ａｂ １０．００ ８９．００ｅ ８．４２ ９７．８６ａ

１１２５ ２．３０ ９４．６８ａｂ ５．００ ９４．５７ｂｃｄ ２．３０ ９９．４２ａ

１５００ １．５３ ９６．６１ａｂ ２．００ ９７．７９ａｂ ２．３０ ９９．４７ａ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６．１２ ８６．９５ｃ ８．００ ９１．２３ｄｅ ５８．９２ ８４．８５ｃ

１６８７．５ ４．５９ ８９．７９ｂ ６．００ ９３．５２ｃｄ ２０．６６ ９４．７２ｂ

２０２５ ４．５９ ９０．３４ｂ ６．００ ９３．３８ｃｄ １８．３７ ９５．５２ａｂ

空白对照ＣＫ － ４６．６８ － ９１．００ － ４０２．５１ －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宝盖草

犔犪犿犻狌犿犪犿狆犾犲狓犻犮犪狌犾犲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其他阔叶草

Ｏｔｈｅｒ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ｗｅｅｄｓ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总草

Ｔｏｔａｌｗｅｅｄｓ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８９ ９８．７４ａ

４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５０ ９８．７９ａ

７４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３．８３ ９９．４６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６．１２ ８７．２０ｂ ３．０６ ８４．７６ａ ３０．６１ ９５．６５ａｂ

１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７７ ９７．５０ａ ６．５０ ９９．０８ａ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５２．８０ －８．８４ｄ １０．７１ ４８．６９ｂ ８９．２３ ８７．３２ｃ

１１２５ ５５．１０ －１０．４８ｅ １１．４８ ４６．５５ｂ ８１．５０ ８８．４２ｃ

１５００ ５３．５７ －７．２０ｃ １１．４８ ４６．７９ｂ ７２．５４ ８９．６９ｃ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２１．４３ ５６．４９ｂ ４．５９ ７７．２６ａ １０６．３９ ８４．８８ｃ

１６８７．５ ２．３０ ９５．７１ａ ０．７７ ９６．４３ａ ４０．３１ ９４．２７ａｂ

２０２５ １．５３ ９６．９６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３３．４９ ９５．２４ａｂ

空白对照ＣＫ － ４９．７４ － ２１．４３ － ７０３．６９ －

表３　４种芽前除草剂药后３５犱对小白菜田杂草的鲜重防效

犜犪犫犾犲３　犉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４狆狉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犲犲犱狊３５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犻狀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犳犻犲犾犱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早熟禾

犘狅犪犪狀狀狌犪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繁缕

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０．０８ ９４．５５ｃ ０．０１ ９９．９２ａ ０．０７ ９９．７９ａ

４９５ ０．０５ ９６．４５ｂｃ ０．０８ ９９．１０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４２．５ ０．０４ ９６．７８ｂｃ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０．０２ ９８．２８ａｂ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５６ ９５．７０ｃ

１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２ ９９．７５ａ ０．１８ ９９．５９ａｂ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０．０２ ９８．４８ａｂ １．８７ ８１．０１ｃ ０．３４ ９８．９４ａｂｃ

１１２５ ０．０４ ９７．４２ａｂ ０．６０ ９４．０７ｂ ０．０２ ９９．９４ａ

１５００ ０．０４ ９７．１１ａｂ ０．４０ ９５．５２ａｂ ０．０９ ９９．７８ａｂ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０．１３ ９０．４７ｃ １．３７ ８５．８８ｃ ２．９０ ９１．５２ｄ

１６８７．５ ０．０６ ９５．１８ｂｃ ０．２９ ９６．９７ａｂ ０．８７ ９７．５０ｃ

２０２５ ０．０６ ９５．６２ｂｃ ０．１３ ９８．６４ａｂ ０．７７ ９７．９１ｂｃ

空白对照ＣＫ － １．３５ － １０．０２ － ３６．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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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

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

宝盖草

犔犪犿犻狌犿犪犿狆犾犲狓犻犮犪狌犾犲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其他阔叶草

Ｏｔｈｅｒ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ｗｅｅｄｓ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总草

Ｔｏｔａｌｗｅｅｄｓ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１６ ９９．６９ａ

４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１３ ９９．７５ａ

７４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４ ９９．９２ａ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０．５７ ８０．７５ｃ ０．０７ ９１．３２ｂ ２．２３ ９５．７１ｂ

１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０５ ９６．３４ａ ０．２４ ９９．５４ａ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４．５８ －４３．８４ｄ ０．６７ ２７．１８ｃ ７．４８ ８５．６２ｄ

１１２５ ４．０１ －２３．５０ｄ ０．５１ ３７．８１ｃ ５．１８ ９０．０４ｃ

１５００ ３．８５ －１８．２６ｄ ０．５４ ３８．８５ｃ ４．９２ ９０．５４ｃ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０．５０ ８３．７６ｂ ０．１０ ８６．９６ｂ ５．００ ９０．３９ｃ

１６８７．５ ０．０２ ９９．３９ａ ０．０１ ９８．７５ａ １．２５ ９７．６０ｂ

２０２５ ０．０２ ９９．５６ａ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０．９７ ９８．１３ｂ

空白对照ＣＫ － ３．２１ － ０．８７ － ５２．０１ －

２．２　除草剂对小白菜生长的影响

药后１４ｄ取样测定结果表明，５０％敌草胺水

分散粒剂、９０％禾草丹乳油和９６％精异丙甲草胺

乳油各剂量处理无论是出苗数，还是地上部株高和

鲜重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３３％二甲戊灵乳油的３

个剂量对小白菜的出苗没有影响，但对小白菜的生

长有一定影响，表现为地上部株高和鲜重受到抑制

（表４）。

表４　４种芽前除草剂对小白菜出苗与生长的影响（药后１４犱）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４狆狉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犪狀犱犵狉狅狑狋犺狅犳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１４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ｏｓｅ

株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ｌａｎｔｓ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鲜重／ｇ·ｍ－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３３％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ＥＣ

３７１．２５ ９５３．４７ａ ２．６２ｃｄ ５６．９２ａｂｃ

４９５ ８３１．０４ａ ２．７２ｃｄ ５１．７８ｂｃ

７４２．５ ８９６．８５ａ ２．２０ｄ ３９．９８ｃ

９６％精异丙甲草胺ＥＣ

９６％犛ｍｅｔｏｌａｃｈｌｏｒＥＣ

８６４ １０５０．６６ａ ３．７３ａｂ ８９．５８ａｂｃ

１０８０ ８２３．３９ａ ３．４９ｂ ６２．３７ａｂｃ

５０％敌草胺ＷＧ

５０％ＮａｐｒｏｐａｍｉｄｅＷＧ

７５０ １０１３．９３ａ ３．８２ａｂ ８３．６６ａｂｃ

１１２５ １０８５．０９ａ ３．９５ａ ９４．００ａｂｃ

１５００ ９９７．８６ａ ３．７４ａｂ ８４．７０ａｂｃ

９０％禾草丹ＥＣ

９０％ＴｈｉｏｂｅｎｃａｒｂＥＣ

１３５０ １１４０．１９ａ ３．７６ａｂ １１２．３１ａｂ

１６８７．５ １１２１．８２ａ ３．７８ａｂ １０６．７４ａｂ

２０２５ １０５９．８４ａ ３．７１ａｂ ９６．７７ａｂｃ

空白对照ＣＫ － １１２５．６５ａ ３．９６ａ １１４．３７ａ

３　结论与讨论

在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油菜、大豆

等油料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化学除草已全面覆盖

并形成体系的今天，蔬菜田化学除草却显得起步迟、

进展慢［８］。从中国农药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ｇｏｖ．ｃｎ／）查询结果，我国至今还没有除

草剂登记用于小白菜上，这一方面说明蔬菜品种繁

多、栽培方式复杂、轮作倒茬频繁、间作套种普遍［９］，

杂草防除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表明蔬菜面积较水

稻、小麦、玉米等主导农作物小，农药生产企业登记

的积极性不高。另外，我国还没有除草剂在绿叶蔬

菜作物上的残留检测标准，因而绿色蔬菜生产上至

今还不提倡使用除草剂，这与菜农生产中对化学除

草的需要又产生了矛盾。

本研究结果表明，从除草效果和安全性等方面综

合考虑，９６％精异丙甲草胺乳油８６４～１０８０ｇ／ｈｍ２和

９０％禾草丹乳油１６８７．５～２０２５ｇ／ｈｍ２可安全应

用于小白菜田除草，具有除草效果好，对小白菜出

苗与生长安全，省工省力等优点。本研究结果为小

白菜田开展化学除草提供了技术支撑。

（下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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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动态　　　　　关于表彰奖励我刊２０１４年文章高被引作者的决定

《植物保护》多年来在各位专家、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质量逐年提高，根据中信所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６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数据，我刊在植保学科１１种核心期刊中被引频次位列第１，影响因子位列第３，综合

评价排名第１，并喜获中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项目资助。为感谢对我刊影响力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作者，我们决定继去年对

２０１３年度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的作者进行表彰和奖励之后，今年继续对２０１４年度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的作者进行表

彰和奖励（附奖励名单如下）。在此向各位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对我刊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植物保护》编辑部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度《植物保护》发表文章被引１０次以上奖励名单（数据来源：中国知网，统计日期：２０１６ １１ １）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１ 侵染甜椒的番茄褪绿病毒的分子鉴定 赵汝娜；王蓉；师迎春；张桂娟；原锴；范在丰；周涛 第１期 １７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甘肃省小麦条锈病菌生理小种变

化动态监测

黄瑾；贾秋珍；金社林；曹世勤；张勃；孙振宇；骆惠生；

王晓明
第３期 １２

３
小麦品种抗条锈病基因Ｙｒ１０、Ｙｒ１８及１ＢＬ／１ＲＳ

易位的分子检测
张玉薇；刘博；刘太国；高利；陈万权 第１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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