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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芽前除草剂的防效及对高羊茅!

草地早熟禾籽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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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为试验材料$于
$%&G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探索
G

种

生产上常用的芽前除草剂对杂草的控制和草种子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适用于高羊茅种子生产的除草剂为
!%?

扑草净
C@

$其处理的高羊茅种子单产较高$为
I'#E#c

;

(

D6

$

$与人工除草处理产量无显著差异$杂草的株防效为

"'?

'适用于草地早熟禾种子生产的除草剂为
!F%

;

(

2

氟乐灵
M(

$其处理的草地早熟禾种子单产较高$为

$%%E'c

;

(

D6

$

$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异$杂草的株防效为
G'?

'不适合在两种草种子生产中使用的药剂为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它对两种草坪草的生长和种子产量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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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地

早熟禾
-#(

"

'(%&/2,22E

是常用的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和草坪草(以种子繁殖为主*在大面积种子生产过程

中发现(除了气候等原因制约草种产量外(杂草危害

是制约草种高产稳产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人工除

草耗时长(效果参差不齐(化学除草仍是我国当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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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俊等!

G

种芽前除草剂的防效及对高羊茅%草地早熟禾籽粒的影响

切实可行的方法&

&

'

*但采用行间定向喷施草甘膦等

非选择性除草剂(会因定向不准确造成对植株的误

伤(降低有效穗数(引起大幅度减产&

$

'

(而芽前除草

剂可选择性地抑制土壤中杂草种子萌发(节省人力

物力*目前少有关于草种子生产田上除草剂的应用

报道&

#!

'

*

\)7.-BN)0

等&

G

'于
$%%I

年在塞尔维亚的克

鲁舍瓦茨牧草作物研究院对新建直播高羊茅种子生

产田进行了
!

种除草剂的田间试验)

.̂--

&

"

'指出磺

酰脲类除草剂可以控制芽前和芽后一年生和多年生

杂草*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杂草的种类%密度和防

除效果(而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的种子产量影响

没有报道*因此如何合理地使用安全高效除草剂来

控制杂草(降低人工除草成本(保证种子产量与品质

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以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为试验材料(于

$%&G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

生物学院进行了
G

种生产上常用的芽前除草剂对杂

草的控制和草种子生产的影响试验(以期筛选出适

用于草种子生产田的芽前除草剂(为草种子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E?E?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试验地进行(该地

区为亚热带东亚季风气候(具有冬夏气候特征的天数

多%春秋气候特征的天数少的明显特征&

I

'

*试验田土

壤
,

HIEI

(电导率
%E$6J

"

06

(全盐量
&E%

;

"

c

;

(有机

质
&$E'

;

"

c

;

(有效磷
&GE!6

;

"

c

;

(速效钾
&"!6

;

"

c

;

(

属轻黏土(土壤肥力中等*

?E?E=

!

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留种植株

供试高羊茅品种为,沪坪
$

号-#沪农品认草坪

$%&#

第
%%$

号$(

$

年龄高羊茅成株*

$%&!

年
&

月

播种*供试草地早熟禾品种为,沪禾
$

号-

&

F

'

(

&

年

龄草地早熟禾成株*

$%&!

年
&%

月移栽*

?E?EH

!

种子生产田杂草

试验期间#

$%&G

年
#

月
RI

月$侵染高羊茅和草

地早熟禾种子生产田的杂草有油菜
H'(22,0(0(3

"

&2>

%',22E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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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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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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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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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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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E(->5

j

E

%马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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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b-735

%一年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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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9E

%荠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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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5E=.B)0E

%大巢菜
A,0,(

2(%,0(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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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2

"

*',*32E

%婆婆纳
A&'#/,0(

"

#.,%(X-).9

%艾蒿
C'%&3,2,(('

+7

,2l4Esb35)>*E

%田旋

花
:#/?#.?*.*2('?&/2,22E

%乌蔹莓
:(

7

'(%,(

K

(

"

#/,0(

QD157E]3

;

5.

,

E

%喜旱莲子草
C.%&'/(/%6&'(

"

6,.#9&>

'#,$&2=3-*E]-)9.7E

%蒲公英
<('(9(0'(33#/

+

#.,>

0*3 H35BEZ=3NNE

%灰绿藜
:6&/#

"

#$,*3

+

.(*0*3

2E

%毛茛
I(/*/0*.*2

K

(

"

#/,0*2QD157E

%繁缕
!%&.>

.(',(3&$,(

#

2E

$

b)883-9

等*田间以猪殃殃%婆婆

纳%苦苣菜%小飞蓬%草%喜旱莲子草为主(其他杂

草分布零星发生*

?E?E!

!

化学药剂

G

种生产上常用的芽前除草剂!

!%?

扑草净
C@

%

!F%

;

"

2

氟乐灵
M(

%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

##%

;

"

2

二甲戊灵
M(

和
G%?

乙草胺
M(

(见表
&

*

表
?

!

供试除草剂信息

"#$%&?

!

N/3+(7#-.+/+3-&1-&0C&($.:.0&1

处理
Q-.3*6.5*

英文名称
M5

;

8)9D536.

生产厂家
=351/30*1-.-

!%?

扑草净
C@

,

->6.*-

+

5!%? C@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F%

;

"

2

氟乐灵
M( *-)/81-38)5!F%

;

"

2M(

江苏丰山集团有限公司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Z6.*>830D8>-'"%

;

"

2M(

先正达#中国$有限公司

##%

;

"

2

二甲戊灵
M(

,

.5B)6.*D38)5##%

;

"

2M(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G%?

乙草胺
M( 30.*>0D8>-G%?M(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

!

方法

?E=E?

!

试验设计及实施

试验设
I

个处理(包括
G

个药剂处理和不喷施

药剂的对照处理
$

个*对照
&

为喷施河水加中性洗

涤剂并进行人工除草处理(对照
$

为喷施河水加中

性洗涤剂不除草处理*高羊茅小区面积为
&%6h

&EG6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重复
!

次)草地早熟

禾小区面积为
G6h&EG6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重

复
#

次*各药剂采用商品使用说明中推荐的最高浓

度(兑水量为
IG62

"

6

$

(于
$%&G

年
#

月
&#

日进行

+

'I$

+



书书书

!"!"

喷施!同天对照
#

进行人工除草处理"试验区
!"#$

年秋季正常人工管理!人工除草
#

次!未影响秋季幼

穗分化"

!%"%"

!

考察指标

!%"%"%!

!

杂草性状

药后
!"

#

&"

#

$"

#

'"(

$

)

%对各小区杂草的种类#数

量和株高进行测量和统计!并计算株防效!株防效
*

&不除草对照小区杂草数
+

处理小区杂草数'(不除

草对照小区杂草数
,#""-

"

!%"%"%"

!

植株性状

分别考察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的植株高度#穗

长#有效穗数#实产及产量构成!收获后测种子的发

芽率"

!%"%#

!

统计分析方法

小区有重复测定的指标!以小区平均值进行统

计分析)属于二项总体的百分数&

!

'数据!因有
!

"

"%&

或
!

#

"%.

!进行反正弦转换获得较一致的方差

后!进行统计分析$

#"

%

"用
/0123!"#&

辅助进行方差

分析和图表制作!采用
456

法进行多重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

!

对杂草的影响

"%!%!

!

杂草性状

药后
!"

#

&"

#

$"

#

'"(

!对各小区中杂草的种

类和株高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可知!

'

种药剂对

油菜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对猪殃殃和婆婆纳有显

著抑制的药剂有
$7"

8

(

4

氟乐灵
/9

#

):"

8

(

4

精

异丙甲草胺
/9

#

&&"

8

(

4

二甲戊灵
/9

)对草有

显著抑制作用的有
$"-

扑草净
;<

#

$7"

8

(

4

氟

乐灵
/9

#

):"

8

(

4

精异丙甲草胺
/9

#

&&"

8

(

4

二

甲戊灵
/9

)对喜旱莲子草和苦苣有显著抑制作

用的有
$"-

扑草净
;<

#

$7"

8

(

4

氟乐灵
/9

"在

实际生产中可根据不同地块杂草的发生种类选

择相应的芽前除草剂"

"%!%"

!

株防效

由图
#

可知!各处理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

子生产田杂草株防效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对高羊茅

小区!

$"-

扑草净
;<

株防效最好!与人工除草处理

无显著差异"

$7"

8

(

4

氟乐灵
/9

#

'"-

乙草胺
/9

和
&&"

8

(

4

二甲戊灵
/9

防效略低于
$"-

扑草净

;<

!但相互间无显著差异"

):"

8

(

4

精异丙甲草胺

/9

的株防效最低!显著低于人工除草处理"对草地

早熟禾小区!人工除草处理株防效最高!

$7"

8

(

4

氟

乐灵
/9

和
'"-

乙草胺
/9

处理株防效与人工除草

处理无显著差异"

&&"

8

(

4

二甲戊灵
/9

和
$"-

扑

草净
;<

株防效略低!但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

异"

):"

8

(

4

精异丙甲草胺
/9

防效最低!显著低于

人工除草处理!且与不除草对照无显著差异"

图
!

!

不同处理下株防效反正弦转换值平均数的比较

%&

'

$!

!

()*

+

,-&.)/.)0

+

1,/23)/2-)1400&3,3

5

6

5

7&004-4/22-4,2*4/2.

!

"$"

!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株高的影响

由表
!

可知!不同处理下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的

株高均存在显著差异"对高羊茅!

&&"

8

(

4

二甲戊灵

/9

处理的株高最高!平均为
#&"1=

!

$"-

扑草净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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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李俊等!

G

种芽前除草剂的防效及对高羊茅%草地早熟禾籽粒的影响

C@

%

G%?

乙草胺
M(

与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无

显著差异*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株高最

矮(平均为
I%06

(显著低于两个非药剂处理*另外(

!F%

;

"

2

氟乐灵
M(

处理的株高平均为
&&F06

(显著

低于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但与人工除草处理

的株高无显著差异*对草地早熟禾(

!F%

;

"

2

氟乐灵

M(

处理的株高最高(平均为
"'06

(

!%?

扑草净
C@

%

##%

;

"

2

二甲戊灵
M(

及两个对照处理平均株高在
"$

!

"F06

之间(与
!F%

;

"

2

氟乐灵
M(

处理无显著差

异*

G%?

乙草胺
M(

处理的株高显著低于不除草对

照(低
$&E$?

(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异*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的株高平均为
#!06

(比其他

处理株高矮近
G%?

(说明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会显著抑制草地早熟禾植株的生长*

表
=

!

不同处理下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植株株高平均数差异显著性的比较?

$

"#$%&=

!

K+7

*

#(.1+/1+3

*

%#/-C&.

8

C-+360+*2%.0).*.#/08'.

(

&.*09+$+$

2

0.33&(&/--(&#-7&/-1

处理
Q-.3*6.5*

株高"
06

!

@835*D.)

;

D*

高羊茅
!

@&2%*0(&.(%(

草地早熟禾
!

-#(

"

'(%&/2,2

!%?

扑草净
C@

!,

->6.*-

+

5!%? C@

#

&$!w$E!

$

37

#

"Iw$EG

$

3

!F%

;

"

2

氟乐灵
M(

!

*-)/81-38)5!F%

;

"

2M(

#

&&Fw"E!

$

7

#

"'w#EG

$

3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Z6.*>830D8>-'"%

;

"

2M(

#

I%w&GE"

$

0

#

#!w!E$

$

0

##%

;

"

2

二甲戊灵
M(

,

.5B)6.*D38)5##%

;

"

2M(

#

&#%w#E'

$

3

#

""w#EG

$

37

G%?

乙草胺
!

M(30.*>0D8>-G%?M(

#

&$%w&%E%

$

37

#

G!w&#E"

$

7

人工除草
H35B

+

W..B)5

;

#

&&'w&E$

$

37

#

"$wGE&

$

37

不除草
V>5Z*-.3*.B

#

&$&w&%E!

$

37

#

"FwFE'

$

3

2Ĵ

%E%G

&%EII &$EGG

@ #%EGI 'E##

!

&

$具有不同小写字母标记的数据表示平均值间有
G?

水平上的显著差异#下同$*

3̂*3W)*DB)//.-.5*8>W.-039.8.**.-9)5B)03*.99)

;

5)/)035*B)//.-.50.7.*W..5*D.34.-3

;

.9>/

,

835*D.)

;

D*7

+

B)//.-.5**-.3*6.5*93*G?8.4.8

#

*D.936.3

,,

8).97.8>W

$

E

=>H

!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产量及其构成的影响

=EHE?

!

高羊茅产量及其构成

由表
#

可知(不同处理间高羊茅的产量及其构成

有显著差异*其中(人工除草处理产量#

IG'E!c

;

"

D6

$

$比不除草处理#

"G'E&c

;

"

D6

$

$高
&GE$?

(相互

间无显著差异*

!%?

扑草净
C@

处理产量最高(为

I'#E#c

;

"

D6

$

(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产量次

之(均显著高于不除草对照*

!F%

;

"

2

氟乐灵
M(

处

理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异*

G%?

乙草胺
M(

处

理产量较人工除草处理显著减产
&FEF?

(与不除草

对照无显著差异*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产量

最低(仅为
!FEIc

;

"

D6

$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

从各处理产量构成可知(

'"%

;

"

2

精异丙甲草

胺
M(

处理的穗长%有效穗数%每穗实粒数和千粒重

均显著低于其他处理*穗长最短的处理为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仅为
$#EI06

(其他
"

个处

理穗长在
$"E'

!

$FE&06

之间(相互间无显著差异*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有效穗数最少(为

%e$&h&%

"穗"
D6

$

(显著低于两对照处理(比不除草对

照减少
FFE!?

(仅占人工除草处理的
'E#?

(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有效穗数最高(平均为
$E#!h&%

"

穗"
D6

$

(

!%?

扑草净
C@

%

!F%

;

"

2

氟乐灵
M(

处理

有效穗数分别为
$E$Ih&%

" 穗"
D6

$ 和
$E$&h&%

"

穗"
D6

$

(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异*

G%?

乙草胺

M(

有效穗数低于两个对照(比人工除草处理有效穗

数显著减少
#%E"?

(比不除草对照减少
&#E#?

*每

穗实粒数(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最少(仅

为
'!

粒(其他
"

个处理的每穗实粒数在
$%%

!

$FF

粒(相互间无显著差异(

G%?

乙草胺
M(

处理每穗实粒

数最多*千粒重(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最低(仅

为
&E&&

;

(较两个对照处理千粒重下降
!IE"?

(其他

"

个处理的千粒重在
$E%I

!

$E$G

;

之间(相互间无显

著差异*

=EHE=

!

草地早熟禾产量及其构成

由表
!

可知(不同处理间草地早熟禾的产量有

显著差异*其中(人工除草处理较不除草处理增产

$&E"c

;

"

D6

$

(

!%?

扑草净
C@

处理产量最高(平均为

$!FE#c

;

"

D6

$

(显著高于人工除草处理(产量提高

#Fe!?

(比不除草处理显著增产
GIE!?

*

!F%

;

"

2

氟乐灵
M(

%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的产量相对

+

&F$

+



$%$%

较高(均高于两个对照(但相互间无显著差异*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的产量最低(仅有

$'EGc

;

"

D6

$

(显著低于两对照处理(较不除草对照产

量显著下降
F&E#?

(比人工除草处理显著减产
F#EG?

*

各处理产量构成方面(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的穗长仅为
"E$06

(显著低于其他
"

个处

理#穗长为
'E&

!

&%E#06

$*有效穗数(

'"%

;

"

2

精

异丙甲草胺
M(

有效穗数最少(仅为
%E"&h&%

"穗"

D6

$

(较人工除草处理显著降低
"#E#?

(

!%?

扑草净

C@

处理有效穗数最多(为
$E$Gh&%

"穗"
D6

$

(较人

工除草处理提高
#!EI#?

(但无显著差异(

!F%

;

"

2

氟乐灵
M(

%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的有效穗数

均多于两对照*

G%?

乙草胺
M(

处理的有效穗数低

于两对照(但无显著差异*各处理草地早熟禾的每

穗实粒数在
G&$

!

IFF

粒之间(相互间均无显著差

异*千粒重(各处理的千粒重在
%E$%

!

%E$#

;

之间(

G%?

乙草胺
M(

处理千粒重最高(平均为
%E$#

;

(显著

高于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

%E$%

;

$*

表
H

!

不同处理下高羊茅产量及其构成平均数差异显著性的比较

"#$%&H

!

K+7

*

#(.1+/1+3

2

.&%0#/0.-1:+7

*

+/&/-1+360+*2%.0).*.$

2

0.33&(&/--(&#-7&/-1

处理

Q-.3*6.5*

穗长"
06

M3-8.5

;

*D

有效穗数"

h&%

"穗+#

D6

$

$

R&

V167.->/

,

->B10*)4..3-

每穗实粒数"粒

]-3)55167.-

,

.-9

,

)c.

千粒重"
;

&%%%Z

;

-3)5

W.)

;

D*

产量"
c

;

+#

D6

$

$

R&

K).8B

!%?

扑草净
C@

,

->6.*-

+

5!%? C@

#

$IE'w&EI

$

3

#

$E$Iw%E#!

$

37

#

$#%w$FE!

$

37

#

$E%Iw%E#!

$

3

#

I'#E#w&$FE#

$

3

!F%

;

"

2

氟乐灵
M(*-)/81-38)5!F%

;

"

2M(

#

$"E'w&EI

$

3

#

$E$&w%E$#

$

37

#

$#Fw"&EI

$

37

#

$E$Gw%E$$

$

3

#

I#FEIw!IEF

$

37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Z6.*>830D8>-'"%

;

"

2M(

#

$#EIw$EF

$

7

#

%E$&w%E%F

$

B

#

'!wG#EG

$

0

#

&E&&w%EG$

$

7

#

!FEIw$IE$

$

B

##%

;

"

2

二甲戊灵
M(

,

.5B)6.*D38)5##%

;

"

2M(

#

$IE!w&E'

$

3

#

$E#!w%E"%

$

3

#

$"!wF"E'

$

37

#

$E&$w%E$G

$

3

#

I"FE$w&%IE#

$

3

G%?

乙草胺
M(30.*>0D8>-G%?M(

#

$FE&w&E'

$

3

#

&EGIw%E#G

$

0

#

$FFw$IE!

$

3

#

$E&%w%E&$

$

7

#

"&"E"w&G$EI

$

0

人工除草
H35B

+

W..B)5

;

#

$IEGw&EI

$

3

#

$E$"w%E&&

$

37

#

$%%wG%E$

$

7

#

$E&$w%E&$

$

3

#

IG'E!w!"E#

$

37

不除草
V>5Z*-.3*.B

#

$IE&w%EG

$

3

#

&EF&w%EG$

$

70

#

$G&w#GE$

$

37

#

$E&$w%E%'

$

3

#

"G'E&wG'E'

$

70

2Ĵ

%E%G

$E%' %E!I I#EII %E!! &%$E#"

@

#

"

(

&F

$

#E"% $$E&! "EG$ IE&& !IE%%

表
!

!

不同处理下草地早熟禾产量及其构成平均数差异显著性的比较

"#$%&!

!

K+7

*

#(.1+/1+3

2

.&%0#/0.-1:+7

*

+/&/-1+38'.

(

&.*09+$+$

2

0.33&(&/--(&#-7&/-1

处理

Q-.3*6.5*

穗长"
06

M3-8.5

;

*D

有效穗数"

h&%

"穗+#

D6

$

$

R&

V167.->/

,

->B10*)4..3-

每穗实粒数"粒

]-3)55167.-

,

.-9

,

)c.

千粒重"
;

&%%%Z

;

-3)5

W.)

;

D*

产量"
c

;

+#

D6

$

$

R&

K).8B

!%?

扑草净
C@

,

->6.*-

+

5!%? C@

#

'EFw&E%

$

3

#

$E$Gw%E!$

$

3

#

I&Iw$&%EF

$

3

#

%E$&w%E%#

$

37

#

$!FE#wI'E!

$

3

!F%

;

"

2

氟乐灵
M(*-)/81-38)5!F%

;

"

2M(

#

'E"w%E!

$

3

#

$E&!w%E"G

$

37

#

I%$w$"&E#

$

3

#

%E$$w%E%$

$

37

#

$%%E'wIFE#

$

37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Z6.*>830D8>-'"%

;

"

2M(

#

"E$w&EG

$

7

#

%E"&w%E"I

$

0

#

IFFw#F$E#

$

3

#

%E$%w%E%#

$

7

#

$'EGwIE'

$

0

##%

;

"

2

二甲戊灵
M(

,

.5B)6.*D38)5##%

;

"

2M(

#

'E#w%EF

$

3

#

&EF"w%E"'

$

37

#

G&$w&IGE$

$

3

#

%E$&w%E%$

$

37

#

&F'E"w#GE!

$

37

G%?

乙草胺
M(30.*>0D8>-G%?M(

#

'E&w&E"

$

3

#

&E&'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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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E"

$

3

#

%E$#w%E%&

$

3

#

&$"E#w&%#E#

$

70

人工除草
H35B

+

W..B)5

;

#

'E$w%EF

$

3

#

&E"Iw%E$'

$

37

#

I#&w"&E%

$

3

!

#

%E$#w%E%!

$

37

#

&I'E!w$GEF

$

37

不除草
V>5Z*-.3*.B

#

&%E#w&E!

$

3

#

&EG"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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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F%E&

$

3

!

#

%E$$w%E%&

$

37

#

&GIEFw!"EI

$

37

2Ĵ

%E%G

$E&F &E%$ #I&E"G %E%# &&%E'I

@

#

"

(

&$

$

!E&I $E'I %EG# &EG' #EI&

=>!

!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各处理收获后的种子中随机抽取
&%%

粒饱

满籽粒(进行室内发芽率测试(重复
#

次*由图
$

可知(不同处理下高羊茅种子发芽率间有显著差

异(草地早熟禾种子发芽率间无显著差异*对高羊

茅(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处理的发芽率最低(

仅为
#?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其他处理发芽率间

无显著差异(均大于
F!?

(

!F%

;

"

2

氟乐灵
M(

处

理的发芽率最高为
'#?

*对草地早熟禾(

##%

;

"

2

二甲戊灵
M(

处理的发芽率最低(平均为
!%?

(其

他处理发芽率均大于
G%?

(

I

个处理间发芽率无显

著差异*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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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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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俊等!

G

种芽前除草剂的防效及对高羊茅%草地早熟禾籽粒的影响

图
=

!

不同处理下种子发芽率的反正弦转换值平均数的比较

4.

8

>=

!

K+7

*

#(.1+/1+3

8

&(7./#-.+/(#-&$

2

0.33&(&/--(&#-7&/-1

!

H

!

讨论

H>?

!

除草剂选择的安全性

HE?E?

!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生产的安全性

试验结果表明(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

乐灵
M(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产量及种子发

芽率的影响均较小*对高羊茅(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处理的高羊茅种子产量与人工

除草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对草地早熟禾(该两种药

剂处理的种子产量均较人工除草处理有少量增产(

且该两种药剂处理下收获种子的发芽率均较高且与

两对照无显著差异*由此(认为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是适用于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

种子生产田的安全除草剂*

(DD>c3-

&

&&

'等认为使用

芽前除草剂可提高小麦产量(这与我们试验结果部

分一致*而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对高羊茅和

草地早熟禾的营养生长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后期籽粒

的发育与成熟(种子产量显著降低(不宜使用*

G%?

乙草胺
M(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有效穗的形成有

显著抑制作用(虽不影响单穗的发育(但是总体上使

种子产量显著降低(也不宜在草种子生产田中使用*

所以根据目标作物选择合适的芽前除草剂是保证种

子产量的有效方法*

HE?E=

!

对环境的安全性

!%?

扑草净
C@

是一种三嗪类低毒%高选择的

内吸性芽前除草剂(主要用于防除稗草%马唐%千金

子
5*

"

6#'B,(.(%6

7

',22E

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阔

叶杂草&

&$

'

*

!F%

;

"

2

氟乐灵
M(

是二硝基胺类芽前

除草剂(是一种易挥发和易被土壤吸附的可溶性乳

剂(其作用机理是抑制分生组织细胞分裂%破坏细

胞%抑制光合作用使杂草死亡&

&#

'

(它在土壤中移动

性很小(不易被水冲刷消失(植物的根和芽均能吸

收(可防除稗草%狗尾草%马唐%牛筋草等一年生禾本

科杂草及部分双子叶杂草*

H>=

!

除草剂选择的高效性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生产田杂草株防

效较高(在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生产田上可作

为芽前除草剂推广应用*

朱文达等%

:9c.W

等和
U31-3

等&

&!&"

'认为
!F%

;

"

2

氟乐灵
M(

对草坪杂草的芽前封杀效果较好(可能

与草坪通常种植在沙质土壤(药剂易被淋洗掉有关(

!F%

;

"

2

氟乐灵
M(

在常规推荐剂量下的株防效较好(

为
G"EG?

&

&I

'

*这与我们研究结果一致(

!F%

;

"

2

氟乐灵

M(

对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生产田中杂草的株防效均

为
G'?

(与人工除草处理株防效没有显著差异*

+

#F$

+



$%$%

刘宏等&

&I

'

'

月在湖北的研究结果表明(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对猪殃殃%刺儿菜等主要杂草的

防效较
!F%

;

"

2

氟乐灵
M(

和
G%?

乙草胺
M(

好*

而在我们试验结果中
'"%

;

"

2

精异丙甲草胺
M(

对

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生产田中杂草的株防效仅

为
&'?

和
&&?

(显著低于
!F%

;

"

2

氟乐灵
M(

和

G%?

乙草胺
M(

*这可能与两个试验除草剂的使用

时间不同有关(我们施用时间为
#

月(主要防除的是

春夏季杂草(而刘宏等&

&I

'喷施时间为
'

月(防治对

象为秋冬季杂草*谭永钦等&

&F

'认为(

G%?

乙草胺

M(

对禾本科杂草防效很高(对马唐%狗牙根等禾本

科杂草防效达到
&%%?

(是很好的草坪芽前除草剂*

而在我们试验过程中(各小区禾本科杂草的出现频

率均不高(所以未得到禾本科杂草防效的相关数据(

无法验证其结论*

H>H

!

施用安全高效芽前除草剂的经济效益

试验结果表明(人工除草的高羊茅和草地早熟

禾籽粒产量比不除草高
&#E"?

!

&GE$?

(可见种子

生产田需要进行杂草控制来保证种子产量*一般来

说(在草种的一个完整生长周期中需人工除草
#

次(

人工费用约为
&EG

万元"
D6

$

*芽前除草剂的使用

一般一年内不超过
#

次(就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来看(药剂费仅为
#''

元"
D6

$

和
"II

元"
D6

$

(加上
#

次人工喷施的费用(约合

$%"$EG

元"
D6

$

*就一年的杂草控制成本来看(喷

施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比人工除

草可以节省
F#E"?

和
F&EI?

*同时(适时使用芽前

除草剂还可提高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的种子产量(

所以(使用芽前除草剂控制杂草较人工除草具有更

大收益*

!

!

结论

本试验筛选出的适合高羊茅和草地早熟禾种子

生产田施用的芽前草除草剂分别为
!%?

扑草净
C@

和
!F%

;

"

2

氟乐灵
M(

(这两种除草剂对春夏发生的

杂草有较好的防效(且能够提高各自目标牧草的种

子产量(同时降低杂草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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