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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明确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发生种类及其群落特征!采用倒置+

K

,

?

点取样法对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其

群落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杂草物种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宁夏马铃薯田杂草有
=0

种!隶属于
11

科
"@

属!

其中以菊科"禾本科"藜科为主!优势杂草为稗"灰绿藜"狗尾草和反枝苋#从杂草区域分布多样性分析来看!彭阳县

物种丰富度最高!为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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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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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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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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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结果

表明!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群落可划分为
#

组!第
0

组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及六盘山阴湿区杂草群落!第
1

组为盐"

同"香山半荒漠区杂草群落!第
#

组为银川平原黄灌区杂草群落#综合分析!土壤结构和湿度是影响宁夏马铃薯田

杂草群落组成的主要生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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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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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粮食

作物#宁夏常年播种面积在
1;

万
X'

1左右'

0

(

&杂草

是马铃薯生产中的主要威胁之一#杂草与马铃薯争

夺养料)水分)阳光和空间#从而降低了马铃薯的产量

和质量#每年马铃薯产量因杂草损失
0"P

左右#随着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耕作制度变化及农田化学除草

剂的大面积推广#农田杂草群落在组成和分布上发生

了新变化#且发生程度呈逐年加重趋势&我区目前防

除杂草多采用人工除草的方法#据调查#仅人工除草

一项#每
@@='

1地就可增加成本
0";

元以上'

1

(

&



1;0?

在杂草调查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相继对棉花)小

麦)玉米)花生)油菜及水稻等'

#?

(作物田的杂草群落

进行了调查#明确了农田杂草的群落结构#提出了相

应的防治措施&但对马铃薯田杂草系统调查研究只

有少数几个省区#由于受地理环境条件)作物种类)

种植制度及田间管理)除草措施等影响#不同地区农

田杂草群落的构成及其生物多样性差异明显#同时

由于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改变'

0;

(

)外来物种的入

侵'

00

(

)单一除草剂的使用'

01

(等原因导致杂草种类和

群落结构发生较大改变#一些区域优势杂草转变为

优势杂草#一般性杂草上升为恶性杂草&王亚洲

等'

0#

(报道了黑龙江省马铃薯田杂草以稗
D28+1"285

,"$2./&

:

$,,+

)藜
I8(1"

'

")+/#$,K/#

)狗尾草
N(5

%$.+$-+.+)+&

等为优势种群#而寄生性杂草菟丝子

I/&2/%$28+1(1&+&

近年来已较难防除#严重危害马

铃薯生产#有演变成为田间主要杂草的趋势+梁玉娥

等'

0!

(调查发现广西玉林市冬植马铃薯田杂草共有
0;

科
1@

种#其中鹅肠菜
6

7

"&"%"1$

F

/$%+2/#

和看麦娘

;,"

'

(2/./&$(

F

/$,+&

由一般性杂草转变为优势杂草#

已经对马铃薯造成严重危害+叶文斌等'

0"

(报道甘肃省

西和县马铃薯田鹅肠菜)小藜
I8(1"

'

")+/#&(."%+5

1/#

)绵毛酸模叶蓼
0",

7:

"1/#,$

'

$%8+

4

",+/#

发

生的优势度及频率显著提高#成为当地马铃薯田的

恶性杂草+张玉慧等'

0@

(报道了冀西北马铃薯田杂

草种类约
#1

种#隶属于
0>

科#以藜)蓄
0",

7:

"5

1/#$-+2/,$.(

)卷茎蓼
=$,,"

'

+$2"1-",-/,/&

)苦荞

=$

:

"

'7

./#%$%$.+2/#

等为优势种群#近年来狗尾

草)野黍
D.+"28,"$-+,,"&$

)草地风毛菊
N$/&&/.($

$#$.$

等杂草比重上升#传播蔓延加快#已上升为优

势种#发生危害呈加重之势&由于农田杂草群落的

变化#导致除草剂过量)频繁使用#对日益恶劣的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使农田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难

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导致农田生物多样性结构和

功能遭到破坏#抗药性杂草大面积发生'

0=

(

#已成为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

0>

(

#所以掌握农

田杂草群落组成和结构特征是进行杂草控制的最基

础性工作&

在农田草相已发生较大改变的形势下要实现对

杂草的可持续治理需要掌握杂草在农田中的发生及

其种群结构动态变化规律#进而调整现有的控草策

略'

0?

(

&目前#尚未见关于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分布及

群落结构的报道&为及时掌握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分

布现状)危害情况)发生规律及群落结构#更好地制

定安全)合理的草害防治和抗药性杂草治理策略#实

现对杂草的可持续治理#提高马铃薯的经济效益#本

研究对宁夏不同地区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和群落进行

了调查#并利用多样性指数分析不同杂草群落间的

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相似性#旨在探明宁夏马铃薯田

杂草的发生危害状况及其群落结构#为实现马铃薯

田杂草的可持续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调查地区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北地区东部#黄河上中

游#是传统的农业省区&按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宁夏可分为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

#

个生态区域&马铃薯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的固原市

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泾源县和隆德县#中部干旱

带的中卫市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

和红寺堡区#北部平原的石嘴山市惠农区和平罗县&

宁夏全境海拔
0;;;'

以上#地势南高北低#落差近

0;;;'

#降水量南多北少#大都集中在夏季#马铃薯的

生长主要在夏季#杂草的大面积发生同样在夏季&

!@:

!

调查时间及方法

1;0@

年和
1;0=

年的
@

月至
?

月#待马铃薯田杂

草发生与危害基本定型)杂草种类齐全)杂草花果

期'

1;

(

#采取倒置1

K

2九点取样法'

10

(对宁夏
01

个区

县的马铃薯田杂草进行调查#每个县选择
#

个乡#每

个乡选择
#

个村#每村选择
#

块地#每个样方调查

?

个样点#每个样点面积为
;<1"'

1

#两年连续共计

调查
#1!

块田
1?0@

个样点#分别记录杂草发生种

类)株数及危害程度+杂草种类鉴定参考,中国农田

杂草防治原色图解-

'

11

(和,中国杂草志-

'

1#

(

&

!@A

!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b-(+

进行数据的整理)计算#根据各样点

的调查数据在
8$J

数据处理系统中计算处理相对

优势度和物种多样性&

相对多度
P;c

$

PQhPLhP=

%"

#

#其中!

PQ

为相对均度#

PL

为相对密度#

P=

为相对频度+田

间均度$

:4,W2&',)

Y

#

Q

%指杂草出现的样方数占总调

查样方数的比例+田间密度$

T(4.,)

Y

#

L

%指杂草在调

查田块的平均密度之和占总调查田块的比例+田间

频度$

W&(

k

:(4-

Y

#

=

%指杂草出现的田块数占总调查

田块的比例'

1!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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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王喜刚等!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其群落特征

物种丰富度指数$

&,-X4(..,4T(b

%!一定样方内

的物种数$

J

%&

JX%4424FK,(4(&

$物种多样性指数%!

9Rc^

'

&

+

A

0

0

+

+40

+

#

J,'

/

.24

$群落优势度指数%!

Lc

'

&

+

A

0

0

1

+

#式中
0

+

是第
+

物种被第
0

次抽到的概

率#

0

+

cS

+

"

S

#

S

+

为样方中第
+

种杂草的密度#

S

为该样方中所有杂草密度的和&

$,(+2:

群落均匀度

指数$

T

%!

Tc9R

"

+4N

#其中物种丰富度
N

即调查区

域内的杂草种类数'

1"

(

&

聚类分析!将各县市
P;

)

0

的杂草
P;

与所分

布地区构成矩阵#采用
J$JJ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系统聚类分析#地区之间杂草群落的相似性测度采

用系统聚类分析并生成树状图#聚类方法采用组间

均连法#数据转化采用
d

分数标准化#距离测度使用

S:-+,T(%4

平方距离'

1!

(

&

:

!

结果与分析

:@!

!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分布

调查结果表明#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共有
=0

种#

隶属于
11

科
"@

属#其中单子叶植物有
0

科
0;

属
01

种#双子叶植物有
10

科
!@

属
"?

种$图
0

%&

图
!

!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

?4

6

@!

!

$--I/

9

-74-/45

9

21*1234-,I/45N45

6

[4*

9

.2B457-

!!

从图
0

可以看出#杂草种类最多的科为菊科
C2'F

/

2.,)%(

#有
0=

种杂草#包括蒲公英
!$.$H$2/##"1

:

",+5

2/#

)蒙古蒿
;.%(#+&+$#"1

:

",+2$

)黄花蒿
;.%(#+&+$$15

1/$

)旋覆花
G1/,$

U

$

'

"1+2$

)苍耳
M$1%8+/#&+K+.+2/#

)

毛连菜
0+2.+&8+(.$2+"+)(&

)刺儿菜
I+.&+/#&(%"5

&/#

)苦苣菜
N"128/&",(.$2(/&

)蓟
I+.&+/#

U

$

'

"1+5

2/#

)牛蒡
;.2%+/#,$

''

$

)乳苣
6/,

:

()+/#%$%$.+5

2/#

)阿尔泰狗娃花
9(%(."

'

$

''

/&$,%$+2/&

)蓼子朴

G1/,$&$,&","+)(&

)艾蒿
;.%(#+&+$$.

:7

+

)中华小苦

荬
GH(.+)+/#28+1(1&(

)华蒲公英
!$.$H$2/#K".(5

$,+&+1(1&(

)多列蒲公英
!$.$H$2/#)+&&(2%/#

#占杂

草总数的
1#<?!P

#主要分布于原州区)彭阳县)西

吉县)同心县+其次为禾本科
*&%',4(%(

#有
01

种杂

草#包括稗
D28+1"28,"$2./&

:

$,,+

)牛筋草
D,(/&+1(

+1)+2$

)芦苇
08.$

:

#+%(&$/&%.$,+&

)野燕麦
;-(1$

4

$%/$

)狗尾草
N(%$.+$-+.+)+&

)金色狗尾草
N(%$.+$

:

,$/2$

)拂子茅
I$,$#$

:

."&%+&(

'

+

:

(+"&

)碱茅
0/22+1(,5

,+$)+&%$1&

)星星草
0/22+1(,,+$%(1/+

4

,".$

)马唐
L+

:

+5

%$.+$&$1

:

/+1$,+&

)虎尾草
I8,".+&-+.

:

$%$

)荻
!.+$..8(5

1$&$228$.+

4

,".$

#占杂草总数的
0@_?;P

#主要分布于

同心县)西吉县)海原县)盐池县等+藜科
CX(42

/

2T,F

%-(%(=

种#包括灰绿藜
I8(1"

'

")+/#

:

,$/2/#

)刺

藜
I8(1"

'

")+/#$.+&%$%/#

)小藜
I8(1"

'

")+/#&(5

."%+1/#

)藜
I8(1"

'

")+/#$,K/#

)猪毛菜
N$,&",$

2",,+1$

)地肤
V"28+$&2"

'

$.+$

)碱蓬
N/$()$

:

,$/2$

#占

杂草总数的
?<>@P

#主要分布于西吉县)盐池县)红寺

堡)彭阳县等+豆科
I(

6

:',42.%(#

种#包括甘草
W,

7

5

2

7

..8+E$/.$,(1&+&

)苦马豆
N

'

8$(."

'

8

7

&$&$,&/,$

)野大

豆
W,

7

2+1(&"

U

$

#占杂草总数的
!_1#P

#主要分布于红

寺堡区)同心县)平罗县+旋花科
C2432+3:+%-(%(#

种#

包括菟丝子
I/&2/%$28+1(1&+&

)田旋花
I"1-",-/,/&

$.-(1&+&

)打碗花
I$,

7

&%(

:

+$8()(.$2($

#占杂草总数

的
!<1#P

#主要分布于海原县)同心县)红寺堡区)

盐池县等+蓼科
$2+

Y6

24%-(%(!

种#包括蓄
0"5

*

">0

*



1;0?

,

7:

"1/#$-+2/,$.(

)酸模
P/#(H$2(%"&$

)西伯利亚

蓼
0",

7:

"1/#&+K+.+2/#

)酸模叶蓼
0",

7:

"1/#,$

'

$5

%8+

4

",+/#

#占杂草总数的
"<@#P

#主要分布于同心县)

海原县)泾源县等+锦葵科
R%+3%-(%(#

种#包括野西

瓜苗
9+K+&2/&%.+"1/#

)茼麻
;K/%+,"1%8("

'

8.$&%+

)冬

葵
6$,-$-(.%+2+,,$%$

#占杂草总数的
!<1#P

#主要分

布于红寺堡区)原州区)彭阳县)泾源县等+十字花科

C&:-,W(&%(!

种#包括独行菜
O(

'

+)+/#$

'

(%$,/#

)荠

I$

'

&(,,$K/.&$5

'

$&%".+&

)播娘蒿
L(&2/.$+1+$&"

'

8+$

)风

花菜
P".+

''

$

:

,"K"&$

#占杂草总数的
"<@#P

#主要分

布于固原)彭阳县等+苋科
9'%&%4)X%-(%(1

种#包括

反枝苋
;#$.$1%8/&.(%."

4

,(H/&

和凹头苋
;<,+-+)/&

#

占杂草总数的
1<>1P

#主要分布于红寺堡区)同心县)

海原县等+茄科
J2+%4%-(%(1

种#包括龙葵
N",$1/#

1+

:

./#

和曼陀罗
L$%/.$&%.$#"1+/#

#占杂草总数的

1<>1P

#主要分布于原州区)西吉县等+车前科
$+%4F

)%

6

,4%-(%(1

种#包括车前
0,$1%$

:

"$&+$%+2$

和平车前

0<)(

'

.(&&$

#占杂草总数的
1<>1P

#主要分布于彭阳

县)隆德县)泾源县等+毛茛科
D%4:4-:+%-(%(1

种#

包括蓝堇草
O(

'

%"

'7

./#

4

/#$.+"+)(&

和黄花铁线莲

I,(#$%+&+1%.+2$%$

#占杂草总数的
1<>1P

#全区均有分

布+紫草科
H2&%

6

,4%-(%(0

种#附地菜
!.+

:

"1"%+&

'

()/12/,$.+&

+唇形科
I%G,%)%(0

种#宝盖草
O$#+5

/#$#

'

,(H+2$/,(

+马齿苋科
$2&):+%-%-(%(0

种#马

齿苋
0".%/,$2$",(.$2($

+茜草科
D:G,%-(%(0

种#猪

殃殃
W$,+/1$

'

$.+1(

+萝雐科
9.-+(

/

,%T%-(%(0

种#鹅

绒藤
I

7

1$128/#28+1(1&(

+木贼科
S

k

:,.()%-(%(0

种#

问荆
D

F

/+&(%/#$.-(1&(

+蒺藜科
d

Y6

2

/

X

Y

++%-(%(0

种#

蒺藜
!.+K/,/&%(..(&%(.

+玄参科
J-&2

/

X:+%&,%-(%(0

种#

肉果草
O$12($%+K(%+2$

+大戟科
S:

/

X2&G,%-(%(0

种#地

锦
D/

'

8".K+$8/#+

4

/&$

+蔷薇科
D2.%-(%(0

种#朝天委

陵菜
0"%(1%+,,$&/

'

+1$

#分别占杂草总数的
0<!0P

&

:@:

!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区系及优势度

根据马铃薯田杂草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及相对

多度#将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划分优势杂草)区域性优

势杂草)常见杂草和一般杂草
!

种类型$表
0

%&

表
!

!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相对多度!

%

"*+,-!

!

;-,*14B-*+05I*57-23R--I/45

9

21*1234-,I/45N45

6

[4*

9

.2B457-

杂草种类

K((T.

/

(-,(.

出现样方次数

EX(4:'G(&2W.%'

/

+(.

%

//

(%&,4

6

,4)X(W,(+T

总株数

EX()2)%+

4:'G(&

出现田块数

[,(+T

4:'G(&

相对均度
PQ

D(+%),3(

:4,W2&',)

Y

相对密度
PL

D(+%),3(

T(4.,)

Y

相对频率
P=

D(+%),3(

W&(

k

:(4-

Y

相对多度
P;

D(+%),3(

%G:4T%4-(

稗
D28+1"28,"$2./&

:

$,,+ 11!0 !;!1? #;0 0!<?? 1!<=! 0;<"= 0@<==

狗尾草
N(%$.+$-+.+)+& 10"# 0?=0# 1>@ 0!<!; 01<;= 0;<;" 01<0=

牛筋草
D,(/&+1(+1)+2$ "=; ?1= "! #<>0 ;<"= 0<?; 1<;?

乳苣
6/,

:

()+/#%$%$.+2/# 0;"1 ?>"# 0?# =<;# @<;# @<=> @<@0

蒲公英
!$.$H$2/##"1

:

",+2/# ">; #=@ ?0 #<>> ;<1# #<1; 1<!!

中华小苦荬
GH(.+)+/#28+1(1&( 0"! 1"# => 0<;# ;<0" 1<=! 0<#0

苦苣菜
N"128/&",(.$2(/& 0;> ?>1 "! ;<=1 ;<@; 0<?; 0<;=

灰绿藜
I8(1"

'

")+/#

:

,$/2/# 1;=1 #=?;" 1>0 0#<>@ 1#<1; ?<>= 0"<@!

猪毛菜
N$,&",$2",,+1$ "!! ?>= !> #<@! ;<@; 0<@? 0<?>

小藜
I8(1"

'

")+/#&(."%+1/# >" =#" "@ ;<"= ;<!" 0<?= 0<;;

蓄
0",

7:

"1/#$-+2/,$.( =?= =""; 0!" "<1? !<@1 "<;? "<;;

酸模
P/#(H$2(%"&$ !@? 00@! ?? #<0! ;<=0 #<!> 1<!!

酸模叶蓼
0",

7:

"1/#,$

'

$%8+

4

",+/# =>1 ==; 10 "<1# ;<!= ;<=! 1<0"

反枝苋
;#$.$1%8/&.(%."

4

,(H/& 0!!! 1"#=0 1?! ?<@@ 0"<"# 0;<## 00<>!

打碗花
I$,

7

&%(

:

+$8()(.$2($ 0;0> ?@>! 0@; @<>0 "<?# "<@1 @<01

菟丝子
I/&2/%$28+1(1&+& @> =01 @; ;<!" ;<!! 1<00 0<;;

甘草
W,

7

2

7

..8+E$/.$,(1&+& 10@ @!@ =1 0<!! ;<!; 1<"# 0<!@

蒺藜
!.+K/,/&%(..(&%(. ?> #>" =0 ;<@@ ;<1! 1<!? 0<0#

马齿苋
0".%/,$2$",(.$2($ @"> =01 0;> !<!; ;<!! #<=? 1<>>

!

0

%表中所列为相对多度在
0<;

以上的杂草&

K((T.V,)X%423(&%++&(+%),3(%G:4T%4-(23(&0<;%&(+,.)(T,4)X()%G+(<

!!

稗)灰绿藜)狗尾草和反枝苋相对多度分别为

0@_==

)

0"<@!

)

01<0=

)

00<>!

#在马铃薯田的相对多度均

大于
0;

#在宁夏马铃薯各地区田间发生优势度较高#

数量多#分布广#对马铃薯生长发育及产量影响严重#

危害程度较高#属于马铃薯田优势杂草+蓄)马齿

苋)蒲公英)牛筋草)酸模等相对多度为
1<;?

"

"<;;

#

在个别县市的相对多度发生频度较高#对马铃薯产量

与品质有较严重的影响#属于马铃薯田区域性优势杂

*

@>0

*



!"

卷第
#

期 王喜刚等!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其群落特征

草+猪毛菜)菟丝子)中华小苦荬)蒺藜)小藜等#相对

多度为
0<;;

"

0<?>

#在多个地区都有分布#相对多度

较小#对马铃薯危害较小#属于马铃薯田常见杂草+凹

头苋)田旋花)附地菜)刺藜)藜)地肤)碱蓬)宝盖草)苦

马豆)野大豆)车前)猪殃殃)鹅绒藤)问荆)冬葵)独行

菜)荠)龙葵)华蒲公英)蒙古蒿)黄花蒿)苍耳)拂子茅)

芦苇)野燕麦)碱茅等相对多度和发生频度都较小#分布

范围较窄#危害小#属于马铃薯田一般性杂草&

:@A

!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结构

宁夏马铃薯田的杂草分布有较大的差异$表
1

%#

打碗花在彭阳县的相对多度为
1;<?0

#而在沙坡头区

和惠农区相对多度分别为
0<@>

和
1<1!

+菟丝子在红

寺堡区相对多度为
"<1"

#在惠农区相对多度为
0<1"

#

而在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泾源县)隆德县和海原县

未发生+原州区和彭阳县#反枝苋)灰绿藜)稗和狗尾草

大面积分布#相对多度较高#分别为
01<"!

)

0"<"!

)

0@_@@

)

01<@!

和
0#<#@

)

0=<#@

)

0><"0

)

00<#0

#在同心县)红

寺堡区和沙坡头区马铃薯田优势杂草为反枝苋)灰绿

藜)稗)狗尾草等#其相对多度都在
"

以上+在盐池县

和红寺堡区#马齿苋)菟丝子在马铃薯田大量发生#属

于局部性优势杂草+惠农区和平罗县#以狗尾草)灰绿

藜和反枝苋发生最严重#相对多度在
"

以上&

表
:

!

宁夏不同地区马铃薯田主要杂草相对多度!

%

"*+,-:

!

;-,*14B-*+05I*57-238*45R--I/45

9

21*1234-,I/45I433-.-51*.-*/23N45

6

[4*

9

.2B457-

杂草种类

K((T.

/

(-,(.

原州区

M:%4]X2:

西吉县

e,

\

,

彭阳县

$(4

6Y

%4

6

泾源县

U,4

6Y

:%4

隆德县

I24

6

T(

海原县

B%,

Y

:%4

沙坡头区

JX%

/

2)2:

同心县

E24

6

b,4

盐池县

M%4-X,

红寺堡区

B24

6

.,G:

惠农区

B:,424

6

平罗县

$,4

6

+:2

综合

73(&%++

反枝苋

;#$.$1%8/&.(%."

4

,(H/&

01<"! ><># 0#<#@ !<== !<!# @<"? @<#; ><"0 "<!= ><=" "<@; "<>" =<">

蓄

0",

7:

"1/#$-+2/,$.(

"<>" "<;@ @<=" #<"" #<#1 1<0> ;<>@ 0<0@ ;<!! 0<0" ;<"> ;<;; 1<">

酸模

P/#(H$2(%"&$

1<!! !<1@ #<!" !<"@ 0<1" 0<!# ;<1# ;<#! ;<0# ;<01 ;<;; ;<00 0<"#

菟丝子

I/&2/%$28+1(1&+&

;<;; ;<;; ;<;; ;<;; ;<;; ;<;; 0<;; 0<1" 1<#1 "<1" 0<1" 0<#1 0<;#

打碗花

I$,

7

&%(

:

+$8()(.$2($

0!<@@ 0#<=> 1;<?0 ?<!" =<=! 0!<>0 0<@> #<!@ #<?> !<1" 1<1! !<0! ><!#

灰绿藜

I8(1"

'

")+/#

:

,$/2/#

0"<"! ><># 0=<#@ "<== "<!# ><"? =<#; "<"0 @<!? ?<=" "<@; @<>" ><"?

小藜

I8(1"

'

")+/#&(."%+1/#

0<1# 0<1# ;<#0 0<#; ;<1! 0<@! 0<0; 0<;; ;<>? 0<;0 0<;1 0<;# 0<;;

猪毛菜

N$,&",$2",,+1$

1<;0 #<1# 1<10 0<1# 0<;0 0<0! ;<"@ 0<;0 0<1# 0<;1 ;<"@ ;<0; 0<1>

马齿苋

0".%/,$2$",(.$2($

;<>? ;<1# 0<10 ;<"! 0<01 0<1# ;<1# 0<10 #<1" 1<>? 0<1@ #<10 0<!!

刺藜

I8(1"

'

")+/#$.+&%$%/#

;<@1 ;<#1 ;<>? ;<0; ;<"@ 0<0; 0<10 0<;0 0<10 1<?" 0<10 ;<>? 0<;0

蒲公英

!$.$H$2/##"1

:

",+2/#

!<1@ #<@! "<1# 1<#1 #<>? #<10 0<1# 0<#1 0<!# 0<;0 0<;0 0<;1 1<!@

乳苣

6/,

:

()+/#%$%$.+2/#

@<1# #<@? =<10 #<10 !<"@ "<10 #<1# 0<#1 0<;0 #<10 #<1@ !<"@ #<>?

苦苣菜

N"128/&",(.$2(/&

0<1# 0<;0 1<10 ;<>? 0<1# 0<10 0<;; 0<1# ;<1# 0<0" 0<"! 0<#! 0<0?

中华小苦荬

GH(.+)+/#28+1(1&(

0<10 0<#0 1<01 ;<1? 0<01 0<"@ ;<>? 0<;0 ;<10 0<0; 0<1# 0<1" 0<00

稗

D28+1"28,"$2./&

:

$,,+

0@<@@ ?<=? 0><"0 0;<"" 0#<=! 0@<#0 0;<@> ?<!@ ><?> 0;<"! =<#= @<"! 00<"?

牛筋草

D,(/&+1(+1)+2$

;<1# ;<;" ;<10 ;<1# ;<1= ;<>? #<;0 #<10 1<#@ 0<"@ 0<1" 0<"! 0<1#

狗尾草

N(%$.+$-+.+)+&

01<@! ?<=# 00<#0 =<?= 0;<!; ?<"? ><#; ?<"0 ><!= 0;<=" ?<@; =<>" ?<@>

!

0

%表中所列为相对多度在
0<;

以上的杂草&

K((T.V,)X%423(&%++&(+%),3(%G:4T%4-(23(&0<;%&(+,.)(T,4)X()%G+(<

:@L

!

宁夏不同地区马铃薯田杂草多样性分析

通过对宁夏地区马铃薯田杂草多样性分析可知

$表
#

%#从物种丰富度来看#彭阳县马铃薯田杂草种

类最多#为
#?

种#西吉县次之#为
#>

种#沙坡头区的

物种数目最少#仅为
0!

种#红寺堡区和同心县的地

理位置相邻#但红寺堡区杂草种类比同心县多
01

种#是同心县的
0<=0

倍+从
JX%4424FK,(4(&

来看#

彭阳县马铃薯田杂草物种多样性指数明显高于其他

*

=>0

*



1;0?

00

个县市区#为
1<1#

#沙坡头区物种多样性指数最

小#为
0<#1

#说明彭阳县杂草物种多样性比其他地

区更丰富+从
J,'

/

.24

和
$,(+2:

群落均匀度指数来

看#彭阳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反枝苋)打碗花)灰绿

藜的相对多度之和高达
"0<@#

$表
1

%#说明彭阳县马

铃薯田杂草群落优势物种集中#马铃薯田杂草的种

类和数量分布的均匀度均高于其他地区+沙坡头区

JX%4424FK,(4(&

指数)

$,(+2:

指数)

J,'

/

.24

指数

最低#且物种最少#说明为沙坡头区马铃薯田杂草种

类单一#群落分布不均匀#稳定性差&

表
A

!

不同地区马铃薯田群落物种杂草多样性

"*+,-A

!

E4B-./41

K

23R--I72880541

K

45

9

21*1234-,I/*825

6

I433-.-51.-

6

425/

地区

D(

6

,24

物种丰富度

J

/

(-,(.&,-X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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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群落相似性分析

将各地区相对多度大于
0<;

的杂草构成矩阵进

行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图
1

%#宁夏马铃薯田的杂

草群落可以划分为
#

个分布区#按自然地理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划分'

1@

(

#将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泾源

县和隆德县划分为第
0

大类黄土高原沟壑及六盘山

阴湿区分布区+将沙坡头区)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

区和海原县划分为第
1

大类盐)同)香山半荒漠区分

布区+惠农区和平罗县划分为第
#

大类引黄灌区分布

区&根据聚类分析得出#黄土高原沟壑及六盘山阴湿

区分布区和盐)同)香山半荒漠区分布区杂草群落结构

比较相似#组内距离平方最小+黄土高原沟壑及六盘山

阴湿区分布区和盐)同)香山半荒漠区分布区杂草群落

与引黄灌区分布区差异性较大#组内距离平方最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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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群落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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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通过调查宁夏马铃薯田杂草发生优势度和田间

危害程度情况可以看出#狗尾草)稗)灰绿藜和反枝

苋等优势杂草是宁夏马铃薯田的主要危害杂草#在

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严重影响马铃薯生产&一些区

域优势杂草如田旋花)牛筋草转变为优势杂草#一般

性杂草如菟丝子)芦苇将上升为恶性杂草#在今后的

杂草治理中#也要密切关注非优势杂草#防止常见杂

草转化为优势杂草#根据杂草的发展趋势#调整防治

策略#实现马铃薯田杂草的可持续治理&

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群落组成产生的差异

是由地理环境)土壤性质)土壤墒情)降雨情况)气候

条件及控草措施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导致的#杂草物

种丰富度)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是从不同角度衡

量群落稳定性的重要指标#杂草物种丰富度)多样性

与均匀度越大#优势度越小#则物种群落的结构越复

杂#其反馈系统也越强大#对于环境的变化或来自物

种群落内部种群波动的缓冲作用越强#物种群落也

越稳定#这样的杂草群落优势种不太突出#杂草不容

易严重发生'

1=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及六盘山阴湿

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西部#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

壑区#由于六盘山形成季风屏障的原因#此区域夏季

降雨较多#气候潮湿#形成了独特的阴湿区#有利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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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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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王喜刚等!宁夏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及其群落特征

作物的生长#杂草种类丰富#主要优势杂草为狗尾

草)稗)灰绿藜和反枝苋+盐)同)香山半荒漠区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引黄灌区以南#东西两边又处

在毛乌素沙地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地区#处于荒漠

草原和干草原的过渡带#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年降

雨量少#气候干燥#马铃薯田杂草种类偏少#密度偏

低#主要优势杂草为灰绿藜)甘草)马齿苋)蓄)菟

丝子等+银川平原黄灌区位于黄河中游黄河灌溉平

原区#相比宁南高海拔区#田间灌溉条件便利#杂草

出苗率高#密度高#危害严重#主要优势杂草为反枝

苋)菟丝子)灰绿藜)稗)狗尾草)牛筋草等&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田化学

除草的大面积推广#农田杂草群落在组成和分布上

发生了新变化#且发生程度呈逐年加重趋势&调查

发现#各产区普遍存在长期使用单一除草剂的情况#

如宁夏南部山区长期使用精喹禾灵与砜嘧磺隆的马

铃薯田#刺儿菜)马齿苋等杂草发生量明显增大#防

除难度较大#大面积使用单一除草剂#杂草抗药性随

之增强#目前全球已有
#;;

多种杂草对化学除草剂

产生了抗药性'

1>

(

#同时杂草抗药性不仅表现在对一

种除草剂的抗性#更为严重的是杂草还具有交互抗

性和多抗性#因此如何安全有效地防除田间杂草已

成为田间除草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1?#;

(

&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认识杂草)减少杂草的危

害#开展科学合理的农田除草工作#通过研究杂草组

成与群落多样性)群落相似性#明确马铃薯田杂草发

生的种类及其群落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

采取有针对性的杂草管理措施#根据不同地理环境)

不同种植模式下马铃薯田杂草的发生特点#选择适

当的农作措施和除草措施#及时指导农民合理轮换

使用除草剂#延缓杂草抗药性的产生#对马铃薯田杂

草的防除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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