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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除草剂氯胺嘧草醚田间使用技术研究

徐小燕，　彭伟立，　许勇华，　董德臻，　姚燕飞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要　氯胺嘧草醚为２－嘧啶氧基犖芳基苄胺类新型棉花田除草剂，本文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在多地通过田间药

效试验对该药剂的棉花安全性、杂草防效、杀草谱、持效期及推荐剂量等使用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药剂在

多数试验点对棉花表现安全，而在部分砂壤和碱性土壤条件下使用高剂量防治则有一定药害风险，需降低剂量使

用；氯胺嘧草醚杀草谱较广，棉田多数杂草对其敏感；与对照药剂乙草胺和二甲戊灵相比，供试药剂在１５０ｇ／ｈｍ２剂量

下的总草防效略低，而在２２５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量下的总草防效与对照药剂基本相当；氯胺嘧草醚在药后１５ｄ开始发

挥药效，持续期在４５～６０ｄ左右，持效期较长；推荐该药剂在棉田的使用剂量为２２５～２５０ｇ／ｈｍ２，而砂壤和碱性土壤

条件下需降低用量到７５～１５０ｇ／ｈｍ２。该药剂在棉花播后苗前土壤封闭处理，然后覆膜，兑水量４０～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可

以用于棉田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

关键词　氯胺嘧草醚；　嘧啶苄胺类新型除草剂；　使用技术；　田间药效；　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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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嘧啶氧基犖芳基苄胺类化合物是由浙江省化

工研究院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发

现的除草活性结构先导，该类化合物已获得中国发明

专利［１］，并申报了ＰＣＴ国际发明专利
［２］，且已获得美

国、加拿大、欧盟等多个国家的授权，该类农药先导结

构具有国际原创性。氯胺嘧草醚（开发代号：ＺＪ１８３５）

是在对该先导结构进行优化时发现的对棉田杂草具

有除草活性的化合物，其化学名称为犖苯基２（４，６

二甲氧基２嘧啶氧基）６氯苄胺（图１）。前期室内

生测和田间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对棉花安

全，对杂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杂草谱较广，对棉田主

要杂草反枝苋、马齿苋、蓼、稗草、马唐和狗尾草等防

效较高，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３］。但该药剂在不同土

壤环境条件下除草活性差异显著，不同土壤质地、



２０１７

ｐＨ、有机质含量、土壤湿度和温度对其活性发挥均有

一定影响。田间应用时需结合不同地区具体的土壤

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使用技术［４］。为了

明确氯胺嘧草醚在田间对棉花的安全性、杂草防效、

杀草谱及最佳使用剂量等使用技术。我们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浙江和新疆等地区

的棉花种植区开展了多点田间药效试验，为该药剂在

棉田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图１　氯胺嘧草醚的结构式

犉犻犵．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犣犑１８３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２０％氯胺嘧草醚悬浮剂（ＳＣ），由浙

江省化工研究院研制。对照药剂：５０％乙草胺乳油

（ＥＣ），由大连瑞泽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３３％二

甲戊灵乳油（ＥＣ），由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生产。

１．２　试验方法

采用田间药效试验［５］。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

年在河南辉县、河南安阳、河北、山东、北京、浙江绍

兴、浙江金华和新疆进行田间药效试验。两年共进行

了１４次试验，各试验点开展试验年份、具体试验地

点、作物品种、田间环境条件和主要杂草详见表１。试

验小区单向随机区组排列，面积２０ｍ２，４次重复。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２０１４年的处理剂量为７５、１００、

１２５、１５０、２００ｇ／ｈｍ２，２０１５年为７５、１５０、２２５、３００ｇ／ｈｍ２，

对照药剂５０％乙草胺ＥＣ为９００ｇ／ｈｍ２，３３％二甲

戊灵ＥＣ在新疆试验点的处理剂量为９００ｇ／ｈｍ２，其

他试验点剂量为７００ｇ／ｈｍ２。于棉花播后苗前土壤

喷雾处理，喷液量（兑水）４０或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记载试

验地土壤类型、气象资料和治虫防病等田间管理情

况。施药后定期观察目标作物棉花是否有药害，记录

药害症状和等级及恢复情况，部分试验点测定棉花产

量，考察药剂处理的增产率。同时，定时观察施药后

杂草受害情况，并于药效发挥充分时调查各种杂草和

总草的鲜重防效。

表１　氯胺嘧草醚田间药效试验中各试验点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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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点

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试验年份

Ｙｅａｒ

棉花品种

Ｃｏｔｔ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ｙ

田间环境条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主要杂草

Ｍａｉｎｗｅｅｄｓ

河南辉县市农业科

学院试验田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银山４号

春矮早

前茬小麦；直播棉花；土壤质

地为黄壤，ｐＨ７．６，有机质含

量２．７％

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牛筋草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

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马齿苋犘狅狉狋狌犾犪犮犪狅犾犲狉犪犮犲犪和

反枝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

河北农林科学院粮

油作物研究所堤上

试验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冀丰１０３

冀丰６６８

前茬花生；直播棉花；土质为

壤土，ｐＨ约为６．９，有机质含

量约２．３％

马唐犇．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牛筋草犈．犻狀犱犻犮犪、马齿苋犘．狅犾

犲狉犪犮犲犪、反枝苋犃．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苘麻犃犫狌狋犻犾狅狀狋犺犲狅

狆犺狉犪狊狋犻和铁苋菜犃犮犪犾狔狆犺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山东省泰安市农业

科 学 研 究 院 试 验

基地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丰抗棉６号

前茬小麦；直播棉花；土质为

壤土，ｐＨ约为６．９，有机质含

量约１．３％；药后覆膜

马唐犇．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稗草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马

齿苋犘．狅犾犲狉犪犮犲犪、反枝苋犃．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和铁苋菜

犃．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廊坊

试验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冀棉９９８

新棉３３Ｂ

棉花重茬；直播棉花；土壤质

地为砂壤，有机质含量２．０％，

土壤ｐＨ７．５

马唐犇．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牛筋草犈．犻狀犱犻犮犪、稗草犈．犮狉狌狊犵犪犾

犾犻、狗尾草犛．狏犻狉犻犱犻狊、马齿苋犘．狅犾犲狉犪犮犲犪、反枝苋犃．狉犲狋

狉狅犳犾犲狓狌狊、铁苋菜犃．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浙江绍兴市孙端镇

樊浦村
２０１４ 中棉所１４

前茬冬闲田；直播棉花；土质

为黄化青紫泥，ｐＨ６．７，有机

质含量２．４％

稗草犈．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碎米莎草犆狔狆犲狉狌狊犻狉犻犪、辣蓼犘狅

犾狔犵狅狀狌犿犺狔犱狉狅狆犻狆犲狉、反枝苋犃．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

蒋堂村
２０１５ 国丰棉１２

前茬油菜；直播棉花；土壤质

地为红黄壤，ｐＨ６．６，有机质

含量３．９％

马唐犇．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胜红蓟犃犵犲狉犪狋狌犿犮狅狀狔狕狅犻犱犲狊、铁

苋菜犃．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碎米莎草犆．犻狉犻犪、田菁犛犲狊犫犪狀犻犪

犮犪狀狀犪犫犻狀犪、莲子草犃犾狋犲狉狀犪狀狋犺犲狉犪狊犲狊狊犻犾犻狊

新疆建设兵团第七

师１２５团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１１号地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锦棉９９３

新陆早４８号

棉花重茬；膜下加压滴灌，膜上精

量点播机播种；土壤质地为壤土，

ｐＨ８．３，有机质含量１２．５ｇ／ｋｇ

稗草犈．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灰绿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犵犾犪狌犮狌犿、龙

葵犛狅犾犪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狉犻犮狅犾狅狉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试验农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中棉所７９

棉花重茬；直播棉花；土壤质

地为红黄壤，ｐＨ６．６，有机质

含量２．９％

牛筋草犈．犻狀犱犻犮犪、狗尾草犛．狏犻狉犻犱犻狊、马齿苋犘．狅犾犲狉犪

犮犲犪、反 枝 苋 犃．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藜 犆．犪犾犫狌犿、鳢 肠

犈犮犾犻狆狋犪狆狉狅狊狋狉犪狋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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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ＤＰＳ７．０５统计软件
［６］进行分析，应

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数据

分析时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的２２５ｇ／ｈｍ２和２５０ｇ／ｈｍ２

两个剂量视做同处理，后续图表中以２２５／２５０ｇ／ｈｍ２来

表示，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７００ｇ／ｈｍ２和９００ｇ／ｈｍ２两

个剂量也视做同处理，以７００／９００ｇ／ｈｍ２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棉花的安全性

药后定时观察各试验点供试药剂对棉花生长的

影响，并对其中６个试验点进行了棉花测产（表２）。

结果显示，在北京试验点，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高剂

量（１５０～２５０ｇ／ｈｍ２）处理对品种‘冀棉９９８’的生长

有一定抑制作用，表现为植株矮化、黄化，但随棉花

生长，药害能缓解。在新疆试验点，２０％氯胺嘧草醚

ＳＣ高剂量（２２５～３００ｇ／ｈｍ２）对‘锦棉９９３’和‘新陆早

４８号’２个品种的棉花也表现出一定药害，出苗率下

降，并导致７．０％～２０．５％的减产。ＺＪ１８３５在北京试

验点对棉花产生药害可能是因为试验点土壤为砂壤

土，而该药剂在砂壤土中活性高于黏土和壤土。新疆

试验点土壤ｐＨ为８．３，碱性较强，而ＺＪ１８３５在碱性

条件下具有一定化学稳定性，药剂较难降解［４］。其他

试验点均未观察到任何药害症状，测产结果显示有

７．７％～２８．１％的不同程度增产。可见，２０％ＺＪ１８３５

ＳＣ在７５～１５０ｇ／ｈｍ２剂量处理下对棉花表现安全，

而提高剂量到２２５～３００ｇ／ｈｍ２在部分砂壤土和碱性

土壤条件下有一定药害风险，需要降低剂量使用。

表２　施用除草剂氯胺嘧草醚对棉花产量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犣犑１８３５狅狀犮狅狋狋狅狀狔犻犲犾犱

施药方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ｙ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增产率／％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ａｔｅ

浙江绍兴

２０１４年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２０１４

浙江金华

２０１５年

Ｊｉｎｈｕ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２０１５

新疆

２０１４年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２０１４

新疆

２０１５年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２０１５

河南安阳

２０１４年

Ａｎ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ｉｎ２０１４

河南安阳

２０１５年

Ａｎ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ｉｎ２０１５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ＺＪ１８３５２０％ＳＣ ７５ ７．７ｃｄ １３．０ｂｃ ７．９ａｂ ４．８ａｂ ２７．０ａ １８．５ａ

１５０ １８．３ｂ １４．８ｂ ５．１ａｂ ０．９ｂ ２３．７ａ ２０．０ａ

２２５ １２．０ｃ １５．２ｂ －７．０ｃ －７．８ｃ ２８．１ａ １２．０ａｂ

３００ ９．２ｃｄ １４．３ｂ －２０．５ｄ －９．８ｃ ２６．７ａ １８．５ａ

５０％乙草胺ＥＣａｃｅｔｏｃｈｌｏｒ５０％ＥＣ ９００ ２２．１ａ １９．６ａ － － ２４．５ａ １１．３ａｂ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 ７００／９００ ２２．６ａ １８．３ａ ９．０ａ ７．６ａ ２８．５ａ １７．７ａ

人工除草 Ｈａｎｄｗｅｅｄｉｎｇ ０ １０．１ｃｄ １３．０ｂｃ ６．７ａｂ ８．５ａ ２５．９ａ １７．４ａ

空白对照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 ０．０ｄ ０．０ｄ ０．０ｂ ０．０ｂ ０．０ｂ ０．０ｃ

　１）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９００ｇ／ｈｍ２为新疆试验点的用量；７００ｇ／ｈｍ２为其他试验点的用量。

－表示无该处理。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５％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９００ｇ／ｈｍ２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ａｎｄ７００ｇ／ｈｍ２ｆｏ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ｔｔｅｓｔｅｄ．

２．２　杂草防治谱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１５０ｇ／ｈｍ２ 在不同试验

点对同一种杂草防效有一定差异，可能是环境条

件对药效发挥有一定影响。从两年１４次试验中

１５０ｇ／ｈｍ２处理对同一种杂草的平均防效（图２）

可见，供试药剂对苋菜、辣蓼和反枝苋的防效最

高，为９０．２％～１００％；对马齿苋、牛筋草、马唐、

苘麻、碎米莎草、龙葵和狗尾草的防效较高，为

８３．４％～８８．５％；对稗草、莲子草、胜红蓟、田菁和藜

的防效中等，为７３．８％～７９．０％；对铁苋菜的防效

较差，仅为４４．９％。各试验点田间发生杂草有马

唐、牛筋草、狗尾草、稗草、马齿苋、反枝苋、铁苋菜、

藜、碎米莎草、龙葵、苘麻、莲子草、田菁、胜红蓟、辣

蓼和苋菜共１６种，其中１０种对供试药剂敏感，５种

较敏感，１种不敏感。可见，氯胺嘧草醚杀草谱较

广，可以用于棉田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

和莎草科杂草。

２．３　杂草防效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不同试验点两年１４次

试验中对棉田杂草的总草防效见图３，１４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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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的平均总草防效及与对照药剂比较结果见表３。

结果显示，供试药剂在河北（２０１４年）、浙江绍兴

（２０１４年）、河南安阳（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图中序号

３、９、１３、１４）四个试验点的总草防效明显低于对照

药剂，分析原因可能是这几个试验点药后几乎没有

降雨，且试验地药后未覆膜，土壤湿度较低，此外，

试验地土壤偏酸性，有机质含量较低，这些因素导

致药效发挥不佳。其他１０个试验点的总草防效与

对照药剂基本相当或略低。从１４次试验平均总草

防效来看，氯胺嘧草醚在１５０、２２５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

量处理下的平均总草防效为８５．０％和８９．６％，对

照药剂５０％乙草胺ＥＣ和３３％二甲戊灵ＥＣ的防

效为９２．４％和９１．４％。供试药剂在１５０ｇ／ｈｍ２剂

量下的总草防效显著低于两个对照药剂，而在２２５

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量下的总草防效与对照药剂基本

相当或略低。可见，供试药剂在２２５或２５０ｇ／ｈｍ２

剂量下对棉花田的杂草防效较高，可以用于棉花田

防除一年生杂草。

图２　氯胺嘧草醚对１６种棉花田杂草的平均防效

犉犻犵．２　犃狏犲狉犪犵犲狑犲犲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犣犑１８３５狅狀１６狑犲犲犱狊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图３　氯胺嘧草醚对棉田杂草的总草防效

犉犻犵．３　犜狅狋犪犾狑犲犲犱狊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犣犑１８３５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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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处理剂量的氯胺嘧草醚对棉花田杂草的平均总草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狏犲狉犪犵犲狋狅狋犪犾狑犲犲犱狊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犣犑１８３５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狅狊犪犵犲狊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ｅ

总草防效／％

Ｔｏｔａｌｗｅｅｄ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５％显著水平

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ＺＪ１８３５２０％ＳＣ １５０ ８５．０（８０．７～８９．３） ｂ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ＺＪ１８３５２０％ＳＣ ２２５／２５０ ８９．６（８６．０～９３．２） ａｂ

５０％乙草胺ＥＣａｃｅｔｏｃｈｌｏｒ５０％ＥＣ ９００ ９２．４（８９．５～９５．２） ａ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 ７００／９００ ９１．４（８４．９～９７．９） ａ

　１）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２２５和２５０ｇ／ｈｍ２分别为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施用剂量。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９００ｇ／ｈｍ２为新疆试验点的用量；７００ｇ／ｈｍ２

为其他试验点的用量。

ＺＪ１８３５２０％ＳＣ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ｔ２２５ａｎｄ２５０ｇ／ｈｍ２ｉｎ２０１４ａｎｄ２０１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ｏｒ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９００ｇ／ｈｍ２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ａｎｄ７００ｇ／ｈｍ２ｆｏ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ｓ．

２．４　持效期

药后１５～６０ｄ，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１５０、２２５

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量处理下各试验点的总草防效见图

４，供试药剂在１５０ｇ／ｈｍ２剂量处理下，药后１５、２５、

３０、４０、４５、５０、６０ｄ的总草防效为７９．７％～８６．０％，

在２２５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量下各时间点的总草防效为

８２．８％～８９．４％。可见，供试药剂在药后１５ｄ开始发

挥药效，且持效期在４５～６０ｄ，持效期较长。

图４　氯胺嘧草醚处理后不同时间对棉花田杂草的

平均总草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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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７５～１５０ｇ／ｈｍ２剂量处理

下对棉花表现安全，而提高剂量到２２５～３００ｇ／ｈｍ２

在北京、新疆等砂壤土、碱性土壤条件下存在一定的

药害风险，需要降低剂量使用。氯胺嘧草醚杀草谱

较广，棉田多数杂草对其敏感。与两个对照药剂

５０％乙草胺ＥＣ和３３％二甲戊灵ＥＣ相比，２０％氯

胺嘧草醚ＳＣ在１５０ｇ／ｈｍ２剂量下的总草防效略低

于其，在２２５或２５０ｇ／ｈｍ２剂量下的总草防效与对

照药剂基本相当。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药后１５ｄ

开始发挥药效，持效期较长，为４５～６０ｄ。推荐

２０％氯胺嘧草醚ＳＣ在棉田的应用剂量为２２５～

２５０ｇ／ｈｍ２，如土壤碱性较强或偏砂壤土需降低用量

到７５～１５０ｇ／ｈｍ２，兑水量４０～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于棉花

播后苗前进行土壤封闭处理，然后覆膜，对棉花田一

年生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有效。

综合氯胺嘧草醚的安全性和杂草防效结果可

见，该药剂在不同时间和试验点对同种杂草的防效

差异较大，表明环境条件对药剂药效发挥影响较大。

土壤质地、ｐＨ、有机质含量、土壤湿度和温度对其除

草活性均能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其药效稳定性较差，

该结果与文献［４］的报道结果一致。中国地域辽阔，

影响土壤形成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加上农业历史

悠久，人类耕作活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深刻，因此土

壤种类繁多［７］。该药剂田间应用时需结合不同地区

具体的土壤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调整使用剂量和制

定相应的使用技术。另外，我国棉花产地分布广泛，

自然气候、地理状况和种植历史不同，各棉区杂草种

类及数量也千差万别［８］，还需开展更加广泛的田间试

验，以明确氯胺嘧草醚在不同的田间环境条件下的作

物安全性、杂草防效、杀草谱及合理科学的使用技术

等，为该药剂在不同棉产区的差异化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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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述评

融入互联网　求索植保科技推广新航道

———《棉花病虫草害调查诊断与决策支持系统》记评

张跃进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棉花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物之一，也是直接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其种植比重、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

虫防控、产品质量、产量水平和市场需求，在全世界占有十

分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棉花病虫灾害严重制约我国棉花

产业的发展，是棉花植保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棉农所面临的永

恒课题。

为了便于棉花病虫草害调查、诊断、识别与决策支持知

识的推广应用，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领衔，联合国内１００多位植保科研、推

广单位的专家学者，开发出 “棉花病虫草害调查诊断与决策

支持系统ＡＰＰ”，简称 “棉保”ＡＰＰ。 “棉保”ＡＰＰ取 “保

护棉花生产”之意，建立了包括棉花病害库、害虫库、杂草

库、棉花主要害虫卵巢发育级别库、棉花次要害虫图库、棉

花害虫标本图库和棉田天敌昆虫图库在内的基础知识库，实

现了棉花病虫草害知识库浏览查询、智能诊断、专家会诊、

上报信息、下发通知等系统功能，为广大棉农和植保技术人

员提供了一个基础学习、答疑解惑和探讨交流的平台。同

时，系统开发小组组织编写的 《棉花病虫草害调查诊断与决

策支持系统》一书，已于２０１７年９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正

式出版。该书详尽展示了 “棉保”ＡＰＰ的知识库资源、构

建原理和使用方法，可为广大棉花产业从业人员应用 “棉

保”ＡＰＰ提供智力支持。这 “一稼一系统，一书一智库”，

必将对我国未来棉花病虫草害的诊断识别、知识普及、监测

预报和科学防控，发挥重要的科学支撑与技术引领作用。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身处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农业，一边

是生产一线的 “求知若渴”，一边是 “难以下乡”的书籍文

献。作为致力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植物保护科技人员，应该立

志于更快更广地普及专业知识、服务亿万农民，不断求索科

学、有效和实用技术推广传播的新航道。“棉花病虫草害调

查诊断与决策支持系统”的上线运行及其同名书籍的正式出

版，正是互联网时代植保科技普及的一次有益尝试。

宝剑锋从磨砺出。“棉保”ＡＰＰ开发从需求调研、立项论

证、框架搭建，到知识库收集、智能筛选提取、服务模块完

善，历时３年多；书籍编辑出版从文字校对删改，到图片更替

补新，历时７个多月。可以说，“棉保”ＡＰＰ系统构建的内容和

方法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基本的素材，而书籍出版过程中的审阅

和校对，则为该系统的知识应用提供了专业的保障。“棉保”系

统和书籍互为印证，相得益彰，做到了三方面的统一。

科学与实用相统一。经科研单位作者和资深专业编辑的

反复锤炼，基础知识库章节紧凑、短小精悍，达到了科学准

确、简明实用的要求。在文字描述上，简明扼要、可读性

强，根据智能筛选逐字匹配的要求，用精确唯一的词语体现

病虫草种类之间的典型特点和细微差别。在图片选配上，生

动鲜活、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在田间调查中的实用性。

正确与效率相统一。该系统秉持简单易用、快速高效的

设计理念，从问题导向、用户感受和逻辑流程等方面，实现

病虫草害种类诊断的正确性和高效性。系统建设的初衷就是

解决棉花生产实践中病虫草害识别鉴定和防治决策问题，而

种类的识别鉴定是关键。基于广大使用者只对肉眼可见的

“症状”和 “形态”具有辨识力，更为了满足田间操作过程

中简单判断和快速反应的要求，智能筛选条件只匹配病、虫

害的 “症状”和杂草的 “形态特征”；关键词提取以用户直

观感受为考量，体现了每种病虫草害的典型性和可辨性；系

统判断的逻辑流程基于用户的关键词选择，一般情况下给出

命中备选项的时间可控制在３０ｓ以内。

严谨与开放相统一。该系统除了提供面向所有使用者的知

识库浏览查询、智能诊断的基础服务以外，还具备专家会诊、

信息上报、通知发布以及后台信息管理等高级功能，对于知识

库中未有的症状判断和种类鉴定问题，以及基层技术人员在实

地调查过程中可能提出的新发种类判定问题，提供了以专家研

判为依据的解决途径。这些高级功能的应用，不但可以实现系

统知识库的自我更新和不断丰富，更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棉花产

业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研讨、追寻真知的开放平台。

在现代农业与互联网日益融合的今天，“棉保”ＡＰＰ的

开发顺应了植保知识 “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流，有效解决了

植保科学技术推广应用 “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同名书

籍的出版保证了系统知识的科学血统和专业操守。双剑合

璧，致用以锋。希望 “棉保”系统和书籍能在广泛的应用中

不断丰富、日臻完善，真正成为解决棉花产业发展中病虫草

害监测、防控重大疑难问题的科学之剑、实用之剑。也希望

广大植保科技人员以此为借鉴，秉承 “一稼一系统、一书一

智库”的理念，勇担新使命锻造出更多更好解决植保重大科

技难题的护犁之剑、为农之剑，借力互联网，开辟更宽更广

的植保科技推广新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