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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贵州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然而尚未有当地马铃薯犛狅犾犪狀狌犿狋狌犫犲狉狅狊狌犿 田杂草发生情况的研究报道。

我们在贵州省修文县、开阳县、息烽县、习水县、水城县等５个典型马铃薯种植区展开田间调查。在所调查的１９块

马铃薯田间共发现６４种杂草，其中重要值位列前１０的杂草依次为：粗毛牛膝菊犌犪犾犻狀狊狅犵犪狇狌犪犱狉犻狉犪犱犻犪狋犪、卷茎蓼

犉犪犾犾狅狆犻犪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繁缕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尼泊尔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狀犲狆犪犾犲狀狊犲、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酸模叶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野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犾犪狏犪狀犱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凹头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犾犻狏犻

犱狌狊、鸭跖草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平均每块样田中杂草种类数为１２．０５种，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９．８８，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平均值为０．８７；样地两两之间的Ｊａｃｃａｒｄ差异性指数平均值为０．７６，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指数的平

均值为０．７２。通过主成分分析对所调查的１９块马铃薯田杂草群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调查的１９块田可分为４

个类群，类群１优势种为粗毛牛膝菊、卷茎蓼、马唐，类群２以马兰为单优势种，类群３以繁缕、看麦娘、猪殃殃、酸模

叶蓼为优势种，类群４以粗毛牛膝菊、卷茎蓼、马唐、尼泊尔蓼为优势种。结论：贵州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的α和β多

样性均较高，不同马铃薯种植地区杂草群落结构差异较大，一些具有贵州地区特色的杂草例如粗毛牛膝菊、尼泊尔

蓼等在当地马铃薯田危害严重。

关键词　贵州；　马铃薯；　杂草；　田间调查；　多样性；　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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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犿犪犻狀狆狅狋犪狋狅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犺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狉犲犻狊狀狅狉犲狆狅狉狋狅狀

狑犲犲犱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犻狊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犠犲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犳犻犲犾犱狊狌狉狏犲狔狅狀狑犲犲犱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犻狀犡犻狌狑犲狀，犓犪犻狔犪狀犵，犡犻犳犲狀犵，

犡犻狊犺狌犻犪狀犱犛犺狌犻犮犺犲狀犵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犻狀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狑犺犻犮犺犪狉犲犪犾犾狋狔狆犻犮犪犾狆狅狋犪狋狅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狊狌犫犪狉犲犪狊．犜狅狋犪犾犾狔６４

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狑犲狉犲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犻狀狋犺犲１９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狊犻狋犲狊，犪犿狅狀犵狑犺犻犮犺犌犪犾犻狀狊狅犵犪狇狌犪犱狉犻狉犪犱犻犪狋犪，犉犪犾犾狅狆犻犪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

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狀犲狆犪犾犲狀狊犲，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犾犪狏犪狀犱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犾犻狏犻犱狌狊犪狀犱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狑犲狉犲犾犻狊狋犲犱犪狊狋犺犲１０狊狆犲犮犻犲狊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犲狉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狏犪犾狌犲狊．犗狀犪狏犲狉犪犵犲，犲犪犮犺狆狅狋犪狋狅狊犻狋犲狊犺狅狑犲犱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狀狌犿犫犲狉狅犳１２．０５，犛犺犪狀狀狅狀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犱犲狓

狅犳９．８８犪狀犱犘犻犲犾狅狌犲狏犲狀狀犲狊狊犻狀犱犲狓狅犳０．８７．犜犺犲狆犪犻狉狑犻狊犲犑犪犮犮犪狉犱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狏犪犾狌犲狊犪犿狅狀犵狋犺犲１９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狊犻狋犲狊

狑犲狉犲０．７６狅狀犪狏犲狉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狅狊犲狅犳犅狉犪狔犆狌狉狋犻狊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狏犪犾狌犲狊狑犲狉犲０．７２狅狀犪狏犲狉犪犵犲．犠犻狋犺狆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狅犿狆狅

狀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犘犆犃），狑犲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狋犺犲１９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狑犲狉犲犮犾犲犪狉犾狔犵狉狅狌狆犲犱犻狀狋狅犳狅狌狉犵狉狅狌狆狊犻狀

犮犾狌犱犻狀犵　犵狉狅狌狆１狑犻狋犺犌．狇狌犪犱狉犻狉犪犱犻犪狋犪，犉．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犪狀犱犇．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犪狊犱狅犿犻狀犪狀狋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犵狉狅狌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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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狅犵犪狇狌犪犱狉犻狉犪犱犻犪狋犪犪狀犱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狀犲狆犪犾犲狀狊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犱狊犲狏犲狉犲犾狔犻狀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犻狀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狆狅狋犪狋狅；　狑犲犲犱；　犳犻犲犾犱狊狊狌狉狏犲狔；　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狏犪犾狌犲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马铃薯犛狅犾犪狀狌犿狋狌犫犲狉狅狊狌犿

生产国，２０１３年种植面积达５６１．１３万ｈｍ２，总产量

８８９３万ｔ
［１］，马铃薯在我国各个生态区域都有广泛

种植，尤其在西部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种植面积更

大，为缓解中国食品安全压力和消除地区性贫困起到

了重要作用［２］。贵州省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山区（海拔

１４８～２９００ｍ），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３］，也是我国

马铃薯主产区之一，年种植面积超过６６万ｈｍ２，产量

超过３００万ｔ
［４］。因此，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贵州

省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杂草

是造成马铃薯减产的主要生物因素之一，明确马铃

薯田杂草群落特征可以为科学开展马铃薯田杂草综

合防控提供直接依据［５９］。到目前，尚未有贵州省马

铃薯田杂草发生情况调查的研究报道。因此，２０１７

年我们选取贵州省５个具有代表性的马铃薯主产

县，于马铃薯花果期后收获前展开田间杂草群落调

查，以期为马铃薯田杂草科学防控提供第一手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在贵州马铃薯主产区选取５个常年种植马铃薯

的乡镇，调查了１９块马铃薯田。所选取田块上茬作

物有玉米、高粱、荞麦和白菜，并连续种植马铃薯１０

年以上。所有调查样田均为小农个体经营、精耕细作

模式。每块样地（田）的经纬度、马铃薯生长阶段等信

息见表１。调查时在样田中作物种植的畦面采用对角

线法设置５个面积为１ｍ×１ｍ的样方，记录样方内

杂草的种类、株数（主茎数）、高度、盖度数据［１１］。高度

计数采用目测法分为４个等级：１＝位于下层（不及田

间马铃薯高度的１／３），２＝位于中层（为田间马铃薯高

度的１／３～２／３），３＝位于上层（为田间马铃薯高度的

２／３以上至与其等高），４＝明显高出田间马铃薯。

表１　所调查１９块贵州马铃薯田

犜犪犫犾犲１　１９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犻狀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样田编号

Ｓｉｔ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生长阶段

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前茬作物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ｃｒｏｐ

１ １０６．５２１ ２６．８８１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２ １０６．５２６ ２６．８８６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３ １０６．５２４ ２６．８８３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４ １０６．５２１ ２６．８８５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５ １０６．５２０ ２６．８９０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６ １０６．５２３ ２６．８８２ 修文县谷堡乡天生桥村 花果期 １３１８ 玉米

７ １０６．５３５ ２７．４３５ 开阳县双流镇刘育村 花果期 １２７２ 玉米

８ １０６．５３５ ２７．４３５ 开阳县双流镇刘育村 花果期 １２７２ 玉米

９ １０６．７６３ ２７．１６３ 息烽县小寨坝镇南桥村 花果期 １５８０ 白菜

１０ １０６．７６８ ２７．１６５ 息烽县小寨坝镇南桥村 花果期 １５８０ 白菜

１１ １０６．７６６ ２７．１６７ 息烽县小寨坝镇南桥村 花果期 １５８０ 白菜

１２ １０６．２７８ ２８．４２４ 习水县程寨镇红旗村 收获期 ５３０ 高粱

１３ １０６．２７３ ２８．４２５ 习水县程寨镇红旗村 收获期 ５３０ 高粱

１４ １０４．１２６ ２６．９７５ 水城县玉舍镇前进村 花果期 １７９６ 荞麦

１５ １０４．１２８ ２６．９７０ 水城县玉舍镇前进村 花果期 １７９６ 荞麦

１６ １０６．７６１ ２７．１５８ 息烽县小寨坝镇南桥村 收获期 １５８０ 白菜

１７ １０６．７６７ ２７．１５６ 息烽县小寨坝镇南桥村 收获期 １５８０ 白菜

１８ １０４．９１４ ２６．６２２ 水城县保华镇发箐村 收获期 １８２５ 荞麦

１９ １０４．９１２ ２６．６２６ 水城县保华镇发箐村 收获期 １８２５ 荞麦

１．２　数据统计分析

参照张金屯的方法［１１］，计算每个调查田块各种

杂草在样方内的株数、高度、盖度和频度（某种杂草

在一块田中的频度＝出现该杂草的样方数／调查的

样方数）的平均数；计算相对多度、相对高度、相对盖

度和相对频度，在此基础上计算每块样田内每种杂

草的重要值：

相对多度＝
某种杂草的平均株数

∑ 样方内杂草的平均株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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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相对高度＝
某种杂草的平均高度

∑ 样方内杂草的平均高度
；

相对盖度＝
某种杂草的平均盖度

∑ 样方内杂草的平均盖度
；

相对频度＝
某种杂草的频度

∑ 样方内杂草的频度
；

重要值＝

相对多度＋相对高度＋相对盖度＋相对频度

４
×１００％。

　　建立“样地 杂草重要值”数据矩阵，在此数据矩

阵基础上，采用Ｌｅｖｉｎｓ公式计算各种杂草的生态位

重叠值［１２］，计算每块样田内杂草群落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

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１３］；采用Ｒ３．２．３软件中的ｖｅｇａｎ

程序包计算样田两两之间的Ｊａｃｃａｒｄ差异性指数和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指数
［１４］；并对所调查１９块马铃

薯田杂草群落进行主成分分析［１５１６］。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用于反映特定生境内的种的多样性（α

多样性）和均匀性［１１，１４］。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值越大，说明

所调查马铃薯田杂草的α多样性越高；Ｐｉｅｌｏｕ指数越

大说明所调查马铃薯田杂草发生越均匀。Ｊａｃｃａｒｄ差

异性指数和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指数用于反映杂草群

落之间物种组成的相异性（β多样性），前者基于物种

名录计算，后者基于物种发生量指标计算［１１，１４］。在本

研究中，Ｊａｃｃａｒｄ差异性指数和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

指数越大，表明所调查的马铃薯田之间杂草群落结

构的差异性越大，即β多样性越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马铃薯田杂草种类组成

调查区域内马铃薯田间杂草以阔叶草为主，禾

本科杂草仅马唐危害较重，部分田块看麦娘发生量

较大。在所调查的１９块马铃薯田共９５个样方

（１ｍ×１ｍ）内共发现６４种杂草，其中菊科１５种，

禾本科８种，蓼科６种，石竹科５种。有４３种杂草

出现在两块以上的马铃薯田（表２），粗毛牛膝菊的

重要值最大（１２．６１），其次为卷茎蓼和繁缕，重要

值分别为１０．２０、１０．０６；再次是尼泊尔蓼、马唐、酸

模叶蓼、藜、野艾蒿、凹头苋、鸭跖草等。粗毛牛膝

菊、繁缕、卷茎蓼、尼泊尔蓼、马唐、藜、野艾蒿、鸭

跖草等８种杂草在１９块马铃薯田的出现频度

＞５０％（表２）。

马铃薯田中平均生态位重要值大于１的１７种

杂草两两之间的Ｌｅｖｉｎｓ生态位重叠值的平均值为

０．３２，繁缕与猪殃殃、繁缕与看麦娘、繁缕与禺毛茛、

尼泊尔蓼与早熟禾、马唐与莶、藜与凹头苋、藜与

狗尾草的生态位重叠值均＞０．９（表３）。

表２　调查中出现在两块以上马铃薯田的杂草种类、所属科和平均重要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犲犮犻犲狊，犳犪犿犻犾狔犪狀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狋犺犲狑犲犲犱狅犮犮狌狉狉犻狀犵犻狀犪狋犾犲犪狊狋狋狑狅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

编号

Ｃｏｄｅ

杂草名称

Ｗｅ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编号

Ｃｏｄｅ

杂草名称

Ｗｅ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１ 粗毛牛膝菊犌犪犾犻狀狊狅犵犪狇狌犪犱狉犻狉犪犱犻犪狋犪 菊科 ７８．９５ １２．６１ ２３ 车前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 车前草科 １０．５３ ０．６６

２ 卷茎蓼犉犪犾犾狅狆犻犪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 蓼科 ６８．４２ １０．２０ ２４ 青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菊科 １０．５３ ０．６４

３ 繁缕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 石竹科 ７８．９５ １０．０６ ２５ 半夏犘犻狀犲犾犾犻犪狋犲狉狀犪狋犪 天南星科 ２１．０５ ０．６３

４ 尼泊尔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狀犲狆犪犾犲狀狊犲 蓼科 ６３．１６ ７．６１ ２６ 刺儿菜犆犻狉狊犻狌犿狊犲狋狅狊狌犿 菊科 １５．７９ ０．６３

５ 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禾本科 ６３．１６ ７．５９ ２７ 打碗花犆犪犾狔狊狋犲犵犻犪犺犲犱犲狉犪犮犲犪 旋花科 ２６．３２ ０．５６

６ 酸模叶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 蓼科 ４７．３７ ４．６１ ２８ 白三叶犜狉犻犳狅犾犻狌犿狉犲狆犲狀狊 豆科 １０．５３ ０．５３

７ 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藜科 ６３．１６ ３．７４ ２９ 石生蝇子草犛犻犾犲狀犲狋犪狋犪狉犻狀狅狑犻犻 石竹科 １０．５３ ０．５２

８ 野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犾犪狏犪狀犱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 菊科 ５２．６３ ３．６５ ３０ 牛膝菊犌犪犾犻狀狊狅犵犪狆犪狉狏犻犳犾狅狉犪 菊科 １０．５３ ０．５１

９ 凹头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犾犻狏犻犱狌狊 苋科 １０．５３ ３．４７ ３１ 紫苏犘犲狉犻犾犾犪犳狉狌狋犲狊犮犲狀狊 唇形科 １０．５３ ０．４５

１０ 鸭跖草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 鸭跖草科 ５７．８９ ３．３９ ３２ 棒头草犘狅犾狔狆狅犵狅狀犳狌犵犪狓 禾本科 １０．５３ ０．４４

１１ 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犪狆犪狉犻狀犲ｖａｒ．狋犲狀犲狉狌犿 石竹科 ２１．０５ ３．３０ ３３ 白花鬼针草犅犻犱犲狀狊犪犾犫犪 菊科 １５．７９ ０．４２

１２ 马兰犓犪犾犻犿犲狉犻狊犻狀犱犻犮犪 菊科 １５．７９ ３．０９ ３４ 波斯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 玄参科 １５．７９ ０．４１

１３ 看麦娘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犪犲狇狌犪犾犻狊 禾本科 ２１．０５ ２．７８ ３５ 牛筋草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 禾本科 １５．７９ ０．３９

１４ 禺毛茛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狌狊犮犪狀狋狅狀犻犲狀狊犻狊 毛茛科 ２１．０５ ２．１３ ３６ 赤繮犜犺犾犪犱犻犪狀狋犺犪犱狌犫犻犪 葫芦科 １０．５３ ０．３９

１５ 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 禾本科 ３１．５８ ２．０１ ３７ 苦苣菜犛狅狀犮犺狌狊狅犾犲狉犪犮犲狌狊 菊科 １０．５３ ０．３８

１６ 早熟禾犘狅犪犪狀狀狌犪 禾本科 １５．７９ １．７１ ３８ 水芹犗犲狀犪狀狋犺犲犼犪狏犪狀犻犮犪 伞形科 １５．７９ ０．３２

１７ 莶犛犻犲犵犲狊犫犲犮犽犻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菊科 ２６．３２ １．２５ ３９ 野茼蒿犆狉犪狊狊狅犮犲狆犺犪犾狌犿犮狉犲狆犻犱犻狅犻犱犲狊 菊科 １０．５３ ０．３２

１８ 头花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犮犪狆犻狋犪狋狌犿 蓼科 １０．５３ ０．７８ ４０ 风轮菜犆犾犻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 唇形科 １５．７９ ０．３１

１９ 菜犚狅狉犻狆狆犪犻狀犱犻犮犪 十字花科 １５．７９ ０．７５ ４１ 黄鹌菜犢狅狌狀犵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菊科 １５．７９ ０．３１

２０ 老鹳草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狑犻犾犳狅狉犱犻犻 ?牛儿苗科 １５．７９ ０．７４ ４２ 簇生卷耳犆犲狉犪狊狋犻狌犿犳狅狀狋犪狀狌犿ｓｕｂｓｐ．狋狉犻狏犻犪犾犲 石竹科 １０．５３ ０．２５

２１ 荩草犃狉狋犺狉犪狓狅狀犺犻狊狆犻犱狌狊 禾本科 １０．５３ ０．６７ ４３ 龙葵犛狅犾犪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 茄科 １０．５３ ０．１９

２２ 苏门白酒草犆狅狀狔狕犪狊狌犿犪狋狉犲狀狊犻狊 菊科 ２１．０５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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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调查马铃薯田中重要值最大的１７种杂草两两之间的犔犲狏犻狀狊生态位重叠值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犲狏犻狀狊狀犻犮犺犲狅狏犲狉犾犪狆狅犳１７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犲狉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狏犪犾狌犲犻狀狋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

杂草

Ｗｅｅ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２ ０．７

３ ０．４ ０．３

４ ０．６ ０．７ ０．６

５ ０．６ ０．９ ０．１ ０．４

６ ０．３ ０．３ ０．９ ０．６ ０．２

７ ０．７ ０．９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３

８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４

９ ０．３ ０．７ ０．２ ０．０ ０．４ ０．０ １．０ ０．７

１０ ０．７ ０．７ ０．３ ０．３ ０．６ ０．３ ０．６ ０．６ ０．２

１１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１ ０．０ ０．５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０

１２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２

１３ ０．１ ０．０ １．２ ０．２ ０．１ ０．５ ０．２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３ ０．０

１４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２ ０．０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８ ０．２ ０．４

１５ ０．４ ０．９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９ ０．６ ０．０ ０．４ ０．１ ０．３ ０．０ ０．１

１６ ０．８ ０．８ ０．３ １．１ ０．４ ０．３ ０．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７ ０．６ ０．７ ０．１ ０．２ １．１ ０．２ ０．２ ０．６ ０．０ ０．８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１）杂草序号同表２。

Ｃｏｄｅｓｏｆｗｅ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ｔａｂｌｅ２．

表４　调查样田中杂草的种类数（犖）、犛犺犪狀狀狅狀指数（犛）和犘犻犲犾狅狌指数（犘）

犜犪犫犾犲４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狊狆犲犮犻犲狊（犖），犛犺犪狀狀狅狀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犱犲狓（犛）犪狀犱犘犻犲犾狅狌犲狏犲狀狀犲狊狊犻狀犱犲狓（犘）狅犳狋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狊犻狋犲狊

样地编号Ｓｉｔｅ 犖 犛 犘 样地编号Ｓｉｔｅ 犖 犛 犘

１ ８ ４．９２ ０．７７ １１ １１ ８．４４ ０．８９

２ ７ ５．７４ ０．９０ １２ ２２ １４．６０ ０．８７

３ ５ ３．９６ ０．８５ １３ ２０ １３．７６ ０．８８

４ ９ ６．５５ ０．８６ １４ １２ ９．４９ ０．９１

５ １１ ６．６８ ０．７９ １５ ９ ５．４８ ０．７７

６ １３ ８．０６ ０．８１ １６ ７ ４．８５ ０．８１

７ ８ ６．３２ ０．８９ １７ １５ １２．４０ ０．９３

８ １４ １１．７９ ０．９３ １８ １８ １３．５１ ０．９０

９ １７ １２．９３ ０．９０ １９ １４ ９．８８ ０．８７

１０ ９ ６．９８ ０．８８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２．０５ ９．８８ ０．８７

２．２　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多样性

调查的１９块马铃薯田，杂草种类数最少的为

５种，最多的达到２２种，平均有１２．０５种（表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９．８８，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

指数平均值为０．８７。因此，就每一块调查的马铃薯

田而言，杂草发生均匀，杂草群落的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

指数较高，α多样性较大。

所调查的１９块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的两两差异

性（共１７１个值）反映了所研究区域马铃薯田杂草群

落的β多样性，差异性指数平均值越大说明β多样

性越高。结果表明，基于杂草物种名录的Ｊａｃｃａｒｄ差

异性指数的平均值为０．７６，样地两两之间Ｊａｃｃａｒｄ差

异性指数大于０．６的占８７．７２％，基于杂草种类重要

值计算的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指数的平均值为０．７２，

样地两两之间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差异性指数中７０．３５％的

值＞０．６。因此，所调查区域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的β

多样性很高。

２．３　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发生特点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所调查的１９块马铃薯田杂

草群落进行排序，结果表明，ＰＣＡ第一和第二排序

轴累计信息量为３２．２８％。１９块马铃薯田杂草群落

可分为４个类群（图１）：类群１由１８、１９号样田组

成，它们均位于水城县，海拔高度（１８２５ｍ）为调查

样田中最高，属山区平地，前茬作物为荞麦，该类马

铃薯田杂草主要为粗毛牛膝菊、卷茎蓼、马唐，３种

杂草的重要值均＞１０（表５）。类群２由１２、１３号样

地组成，它们的前茬作物均为高粱，位于习水县，这

两块田的海拔（５３０ｍ）为所调查样田中最低，地貌较

为平整，该类马铃薯田中马兰表现出单种优势，其重

要值达到２７．５９，其他马铃薯田发生严重的优势杂

草（粗毛牛膝菊、卷茎蓼、繁缕、尼泊尔蓼、马唐等）在

该类田间发生量极低。类群３由３、４、５、６号样田组

·１４１·



２０１８

成，它们均位于修文县，马铃薯田前茬为玉米，该类

马铃薯田杂草群落中，繁缕、看麦娘、猪殃殃、酸模叶

蓼为优势杂草。类群４包括了剩余的样地，前茬作

物包括玉米、白菜、荞麦，该类样地中粗毛牛膝菊、卷

茎蓼、马唐、尼泊尔蓼为优势杂草。

图１　所调查１９块马铃薯田的犘犆犃排序图

犉犻犵．１　犘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犘犆犃）狅犳狋犺犲

１９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狊狌狉狏犲狔犲犱犻狀犌狌犻狕犺狅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表５　犘犆犃排序划分的４种马铃薯田杂草群落中常见

１７种杂草的平均重要值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犃狏犲狉犪犵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犺犲１７犮狅犿犿狅狀狑犲犲犱狊犻狀

狋犺犲犳狅狌狉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狑犲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犘犆犃

杂草

Ｗｅ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类群１

Ｇｒｏｕｐ１

类群２

Ｇｒｏｕｐ２

类群３

Ｇｒｏｕｐ３

类群４

Ｇｒｏｕｐ４

粗毛牛膝菊 １８．５０ ０．００ ２．６４ １７．４５

卷茎蓼 １７．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３７

繁缕 ４．０６ ０．８０ ２７．２９ ６．５６

尼泊尔蓼 ５．０３ ０．００ ６．２８ ９．９６

马唐 １２．０７ ０．００ ０．８３ １０．６２

酸模叶蓼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６１ ３．７４

藜 ３．８３ ０．００ １．１４ ５．３５

野艾蒿 ５．９５ ５．７５ ３．９６ ２．７４

凹头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０

鸭跖草 ２．７０ ０．００ １．１２ ４．９６

猪殃殃 ０．００ ５．６３ １２．８８ ０．００

马兰 ０．００ ２７．５９ ０．８７ ０．００

看麦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２０ ０．００

禺毛茛 ０．００ ４．４９ ７．８８ ０．００

狗尾草 ０．６４ ４．９４ ０．００ ２．４５

早熟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５

　１）杂草群落ＰＣＡ排序结果见图１。

ＴｈｅＰＣＡ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ｔｅｓ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贵州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中以

阔叶杂草为主，禾本科杂草危害相对较轻，莎草科危

害轻，仅部分田块有香附子的少量发生。这一调查

结果与我国其他地区马铃薯田杂草群落调查结果一

致［５９］。这可能与马铃薯田除草剂的使用密切相关，

简言之，由于马铃薯属于阔叶作物，针对禾本科杂草

的除草剂对马铃薯较为安全，特别是ＡＣＣａｓｅ抑制

剂类除草剂对马铃薯无效，因此被大量用于马铃薯

田禾本科杂草防控，而针对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在使

用中易对马铃薯产生药害，因此，马铃薯田阔叶杂草

的化学防控较为困难。目前，我国登记使用的马铃

薯田化学除草剂共包括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二甲

戊灵、丙炔草酮、扑草净、异草松、精喹禾灵、高

效氟吡甲禾灵、烯草酮、砜嘧磺隆、嗪草酮、敌草快等

共１２种（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ｇｏｖ．ｃｎ）有效成分。

二甲戊灵、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等被广泛应用于苗

前土壤封闭处理，这些除草剂对禾本科杂草活性较

好，而对阔叶杂草药效不佳；精喹禾灵、高效氟吡甲

禾灵、烯草酮等ＡＣＣａｓｅ抑制剂类除草剂被广泛用

于马铃薯田苗后茎叶处理控制禾本科杂草，这些除

草剂对阔叶杂草无效。

与我国华北、西北地区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相比，

贵州马铃薯田杂草群落具有鲜明的特色。河北省西

北部地区马铃薯田杂草以藜、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

狌犾犪狉犲、卷茎蓼、苦荞犉犪犵狅狆狔狉狌犿狋犪狋犪狉犻犮狌犿、苣荬菜

犛狅狀犮犺狌狊犪狉狏犲狀狊犻狊、草地风毛菊犛犪狌狊狊狌狉犲犪犪犿犪狉犪、狗

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野黍犈狉犻狅犮犺犾狅犪狏犻犾犾狅狊犪等为优

势种［９］；青海湟中地区马铃薯田发生较为严重的杂

草为 密 花 香 薷 犈犾狊犺狅犾狋狕犻犪犱犲狀狊犪、冬 葵 犕犪犾狏犪

犮狉犻狊狆ａ、藜、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犳犪狋狌犪、问荆犈狇狌犻狊犲狋狌犿犪狉

狏犲狀狊犲、猪殃殃、繁缕等
［８］；黑龙江省马铃薯田阔叶杂

草包括藜、反枝苋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卷茎

蓼、柳叶刺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龙葵犛狅犾犪

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铁苋菜 犃犮犪犾狔狆犺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香薷

犈犾狊犺狅犾狋狕犻犪犮犻犾犻犪狋犪等，禾本科杂草主要是稗草犈犮犺犻

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狗尾草
［７］；甘肃省西和县马铃薯

田危害严重的杂草主要是稗草、狗尾草、牛繁缕犕狔

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习见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狆犾犲犫犲犻狌犿、小

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狊犲狉狅狋犻狀狌犿 和酸模叶蓼等
［６］。而本

文调查的贵州省马铃薯田杂草以粗毛牛膝菊、卷茎

蓼、尼泊尔蓼、繁缕、马唐为优势杂草，尤其是粗毛牛

膝菊、尼泊尔蓼的严重危害具有区域特色。此外，禾

本科杂草以马唐为主也具有区域特色。遗憾的是，

当前对于粗毛牛膝菊、尼泊尔蓼对不同除草剂的敏

感性的研究资料不足，进而导致对这两种杂草进行

化学防控时难以准确选择用药。

贵州马铃薯田杂草的多样性丰富，α多样性和β
多样性相关的各个指数均很高。一方面，杂草多样

性给传统的杂草化学防控带来挑战。目前，我国登

记使用的马铃薯田化学除草剂仅包括１２种有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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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些除草剂都有各自不同的杀草谱，但是没有一

种除草剂、甚至除草剂复配组合能够对本文调查中

的所有杂草具有高活性。杂草多样性意味着不同田

块具有不同的草相，需要不同的化学除草剂策略体

系。这对于马铃薯种植农户而言是艰难的选择。此

外，不同杂草种类具有不同的生态习性［１２，１６１７］，因

而对非化学杂草防控措施而言，也有不同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杂草种类多样性丰富对于马铃薯田可

持续生产带来机遇。例如，当马铃薯遭遇严重生物灾

害或者非生物灾害时，我们可以从伴生杂草中找到一

些独特的抗逆性，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挖

掘相应的功能基因，用于作物遗传育种。此外，马铃薯

田杂草种类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马铃薯田病虫草害综合防控具有潜在的正面利用价

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杂草多

样性对于农作物可持续生产具有正面意义［１８］。

海拔高度对气候的影响巨大，进而对杂草群落

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贵州不同地区马

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与刘维?

等研究结果相似［１９］。例如，位于低海拔地区的习水

县马铃薯田表现出马兰单种优势的现象，而在海拔

较高的水城县（１８２５ｍ）调查样田中，优势种主要为

粗毛牛膝菊、卷茎蓼、马唐。此外，前茬为禾本科作

物（玉米、高粱）或者阔叶类作物（白菜、荞麦）对所调

查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杂

草群落类群３相关的马铃薯田前茬作物包括玉米、

白菜、荞麦。为准确阐明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与

生态、地理、农作措施等因子的关系，今后宜进一步展

开调查研究，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持续积累相关

数据。此外，针对贵州马铃薯田，研究区域特色恶性

杂草的成灾机制和防控技术等工作也亟待开展。

参考文献

［１］　黄冲，刘万才，刘家骧，等．中国马铃薯晚疫病监测与防控［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７：３．

［２］　徐建飞，金黎平．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现状与展望［Ｊ］．中国

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５０（６）：９９０ １０１５．

［３］　唐建锋，苏跃，焦明姚等．贵州省马铃薯晚疫病数字化监测预警

系统建设与应用［Ｊ］．耕作与栽培，２０１４（５）：４７ ４８．

［４］　江锡瑜，杨力，杨昌达，等．贵州马铃薯品种现状及合理布局

研究［Ｊ］．种子，２００８，２７（６）：６５ ７１．

［５］　梁玉娥，宾光华，黄主龙，等．冬植马铃薯田杂草种类调查

［Ｊ］．广西植保，２０１５，２８（２）：２５ ２６．

［６］　叶文斌．甘肃省西和县马铃薯田间杂草调查及其防治技术

［Ｊ］．生物灾害科学，２０１５，３８（４）：３２８ ３３２．

［７］　王亚洲．黑龙江省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其化学防除［Ｊ］．中国

马铃薯，２００５，１９（４）：２３２ ２３３．

［８］　谢春晖，李存桂．湟中县马铃薯田间杂草发生及防除技术［Ｊ］．

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３（２）：３４ ３５．

［９］　张玉慧，康爱国，赵志英，等．冀西北马铃薯田杂草群落分布

及防控对策［Ｊ］．杂草科学，２０１４，３２（２）：１０ １３．

［１０］陈国奇，冯莉，田兴山．广东中部地区高温季节蔬菜田杂草群

落特征［Ｊ］．生态科学，２０１５，３４（５）：１１５ １２１．

［１１］张金屯．数量生态学（第二版）［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７３．

［１２］郭水良，李扬汉．农田杂草生态位研究的意义及方法探讨［Ｊ］．

生态学报，１９９８，１８（５）：４９６．

［１３］ＭＥＮＧＪｉｅ，ＬＩＬｉｊｕｎ，ＬＩＵＨａ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ｏｒｃｈａｒ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ｂｏｔ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ＰｅｅｒＪ，２０１６：４ｅ２１３７．

［１４］ＣＨＥＮＧｕｏｑ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ｂｉｎ，ＭＡ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ｔｉｃｈｏｍｏｇｅ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１２（５）：８３５ ８４５．

［１５］ＣＨＥＮＧｕｏｑｉ，ＨＥＹｕｎｈｅ，Ｑ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ｅｒ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ａｒｍ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３，８：ｅ７４１３６．

［１６］陈国奇，冯莉，田兴山．不同控草措施对高温季节华南地区蔬菜

田杂草群落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２）：７４４４ ７４５３．

［１７］陈国奇，郭水良，印丽萍．外来入侵种植物学性状和环境因子

间关系的典范对应分析［Ｊ］．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

版），２００８，３４（５）：５７１ ５７７．

［１８］ＣＩＥＲＪＡＣＫＳＡ，ＰＯＭＭＥＲＡＮＺＭ，ＳＣＨＵＬＺＫ，ｅｔａｌ．Ｉｓ

ｃｒｏｐｙｉｅｌ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ｗｅ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ｃｏｃｏ

ｎｕｔａｎｄｂａｎａｎａ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ｒａｚｉｌ？［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２２０：１７５ １８３．

［１９］刘维?，王杰，王勇，杨帆．三峡水库消落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

物群落多样性差异［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７）：５４５４ ５４６６．

（责任编辑：杨明丽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１１３页）

［７］　兰清秀．福建食用菌螨类调查及菅原毛绥螨个体发育形态学研

究［Ｄ］．福州：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０．

［８］　王梓清，刘杨曦，陈宏，等．剑毛帕厉螨与黔下盾螨种间相残

的研究［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３（４）：８６２ ８６７．

［９］　ＦＲＥＩＲＥＲＡＰ，ＭＯＲＡＥＳＧＪ，ＳＩＬＶＡＥＳ，ｅ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犿犪狋狅犵狉狅狊狊犲狀狊犻狊 （Ｄｉｐｔｅｒａ：Ｓｃｉａｒｉｄａｅ）ｉｎ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ｍｉｔｅｓ［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ｃａ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４２：８７ ９３．

［１０］王梓清．厉眼蕈蚊天敌捕食螨的研究［Ｄ］．福州：福建农林大

学，２０１０．

［１１］丁岩钦，兰仲雄，陈玉平．天敌 害虫系统中寻找效应数学建模的

研究［Ｊ］．生态学报，１９８３，３（２）：１４１ １４７．

（责任编辑：田　?）

·３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