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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通过温室整株生物测定法比较研究了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钠和草甘膦异丙胺盐
!

种

常用于水稻%小麦种植区防控大龄阔叶杂草的茎叶处理除草剂对
"

!

&

叶期草
:'('*'&&5+,-),&

的防除活性&

结果表明$在
$%(

Z

'

@2

$剂量下$三氯吡氧乙酸和氯氟吡氧乙酸可完全杀灭供试草植株$在
!$(

Z

'

@2

$剂量下$

$

甲
!

氯钠对草的鲜重抑制率达到
')+$),

$而草甘膦异丙胺盐
&!(

Z

'

@2

$剂量处理对草的鲜重抑制率仍不足

&(,

&进一步通过
>E

Z

LDAL1

曲线模型分析除草剂对草鲜重抑制率达到
)(,

和
'(,

的剂量!

T8

)(

和
T8

'(

剂量#发现$三氯

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钠和草甘膦异丙胺盐相应的
T8

)(

分别为
)&+#!

%

#"+'"

%

%&$+)$

和
$#$+&$

Z

'

@2

$

(

T8

'(

分

别为
%!*+'#

%

$($+&*

%

"#&+$#

和
$'&(+%%

Z

'

@2

$

&结论"对于水稻%小麦种植区草危害$优先推荐使用三氯吡氧乙

酸防除$其次是氯氟吡氧乙酸(使用
$

甲
!

氯防控效果不够理想$使用草甘膦无法有效控制&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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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剂量反应曲线(

!

整株生物测定(

!

内吸传导型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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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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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5+,-),&

为大麻科草属蔓生

杂草%常见于荒地)路边)果园)作物田边等生境下$

以种子繁殖%其种子可在
%(

!

$(3

条件下萌发%高

温季节茎叶生长迅速而常形成大面积的单优势群

落$草
#

月
0&

月开花%

'

月
0%(

月结实后逐渐

枯萎"

%$

#

$近年来%随着水稻)小麦生产中劳动力投

入的持续减少%草从田埂侵入田间发生严重危害

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施用除草剂是草防控的重要

手段"

$*

#

$

草是一种阔叶杂草%其在水稻)小麦种植区发

生危害的方式主要是在田边出苗后快速生长%蔓延

至田内$因此%筛选对草具有较好防除效果)对水

稻)小麦安全的茎叶处理除草剂是水稻)小麦种植区

草防控的关键$由于田边生境通常杂草丛生%并

且草幼苗十分粗壮%触杀型除草剂和土壤处理除

草剂防控草难有成效%而主要针对较小叶龄阔叶

杂草的茎叶处理除草剂也难以有效控制草危害$

例如%李美等通过野外小区试验测定了
%)

种除草剂

对草*藤长度
)

!

%(12

+的防效%发现触杀型除草

剂灭草松)唑草酮)辛酰溴苯腈对草幼苗防效不

佳%而内吸传导型除草剂
$

%

!?4

)苯磺隆在对小麦安

全剂量范围内对草幼苗具有较好的防效"

$

#

&而刘

学等的麦田小区试验研究发现%双氟磺草胺,唑嘧

磺草胺复配剂以及双氟磺草胺,

$

%

!?4

复配剂对

草的防效均不理想"

*

#

$因此%防控草除草剂筛选

应关注内吸传导型大龄阔叶杂草除草剂品种$

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草甘

膦均常被用于水稻)小麦种植区防除大龄阔叶杂草$

三氯吡氧乙酸在我国主要登记在非耕地使用防除灌

木)大龄阔叶杂草%并且登记在免耕直播油菜田播前

清园使用和在东北地区水稻移栽前使用"

!

#

$一些研

究表明%三氯吡氧乙酸对水稻)小麦具有较好的安全

性%因此在一些国家%登记在水稻)小麦田使用"

)#

#

$

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均登记在我国水稻)小麦田

使用%对大龄阔叶杂草具有高防效"

!

%

&

#

&草甘膦也主

要用于非耕地防除大龄杂草%也登记在免耕直播稻

田播前清园使用"

%

%

&

#

$综合文献资料%这
!

种除草

剂中%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对水

稻)小麦具有较好的安全性%特别是对
*

叶期之后)

拔节期之前的水稻)小麦幼苗%可以在本田使用$草

甘膦对水稻)小麦幼苗安全性差%不能在本田使用%

用于稻)麦田埂使用时%需要采取措施防止药液飘移

到幼苗上而导致严重药害$目前%已有研究通过野

外小区试验分析了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钠对

草的防效%然而%关于三氯吡氧乙酸)草甘膦对草

的防效还未见报道$因此%本文通过室内控制条件

下开展盆栽整株生物测定试验比较研究了这
!

种除

草剂对较大叶龄草的防除活性%以期为水稻)小麦

种植区草防控提供支持$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草培养

$(%'

年
$

月%从草发生严重的弃耕田中取

草枯枝下
(

!

)12

土壤表层整块移入规格为
$(12

e$(12e)12

的塑料托盘内%浇水至饱和后放入

扬州大学农学院校内的玻璃温室培养%温度设置为

%(3

-

$(3

*黑夜-白天+%以利于土壤中的草种子

出苗$草出苗后真叶展开时*株高约
!12

+%分别

移栽至规格
#12e#12e#12

的塑料花盆中%试验

用土统一采用复合基质*

B

P"+&

%含水量
$(,

%总养

分含量
*+&,

%南京多乐园艺有限公司生产+%每个

花盆移栽
$

株$

A%!

!

供试除草剂

!&,

三氯吡氧乙酸乳油%

$(,

氯氟吡氧乙酸乳

油%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产&

)",$

甲
!

氯钠可溶粉

剂%澳大利亚纽发姆有限公司生产&

*(,

草甘膦异丙

胺盐水剂%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

A%<

!

试验处理

待草长至
"

!

&

叶期*

*

个完全展开的节间%

爬藤长约
$(12

+%通过整株生物测定的方法"

'%(

#测

定
!

种除草剂对草幼苗地上部分鲜重的抑制率$

采取茎叶喷雾法对草进行处理%喷雾设备喷头孔径

为
%+(22

%喷雾压力为
(+$.5G

$供试的
!

种除草剂

的处理剂量均为
)$+)

)

%()

)

$%(

)

!$(

)

&!(

Z

-

@2

$

*均为

有效成分%下同+%同时设置清水处理作为对照组$

每个处理重复
!

盆%每盆
$

株$施药后继续放在玻

璃温室内培养%施药后
*(J

%统计各处理下草的地

上部分鲜重%计算鲜重抑制率$

A%E

!

数据分析

文中所有剂量均为有效成分用量$采用
656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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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徐宇宽等!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

甲
!

氯和草甘膦对草的防除活性比较

%"+(

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

>64

法+比较草在同

一剂量的不同除草剂处理下鲜重差异的显著性$基

于各个处理组草地上部分鲜重%计算各种除草剂

对草鲜重的抑制率!

鲜重抑制率
d

*对照组鲜重
0

处理组鲜重+-对

照组鲜重
e%((,

$

采用
8

软件0

JX1

1程序包中的
-$(

函数中的
*

参数
>E

Z

LDAL1

方程拟合草鲜重抑制率与除草剂处

理剂量之间的毒力回归曲线%计算各供试除草剂抑

制草鲜重
)(,

和
'(,

的剂量*

T8

)(

和
T8

'(

剂

量+

"

'

%

%%

#

%计算公式为!

Jd-

-"*

%f

*

F

-

F

(

+

2

#$

公式的
*

个参数中%

F

(

代表
T8

)(

%

-

代表置信区

间的上限%

2

代表
F

(

附近的斜率$采用
6L

Z

2G5MEA

软件进行剂量反应曲线作图$

!

!

结果与分析

不同除草剂表现出对草
"

!

&

叶期大苗具有

不同的防除活性$在
)$+)

Z

-

@2

$剂量处理下%

$

甲

!

氯钠与草甘膦异丙胺盐的抑制率均低于
$(,

%残

存植株地上部分鲜重显著高于其他
$

种药剂处理

*表
%

+$在
%()

Z

-

@2

$剂量处理下%草甘膦异丙胺盐

与
$

甲
!

氯钠对草的抑制率最低%这两种药剂处

理后残存植株的地上部分鲜重高于其他两种药剂处

理*

6

(

(+()

+%氯氟吡氧乙酸%三氯吡氧乙酸的抑制

率最高$在
$%(

Z

-

@2

$剂量及更高处理下%三氯吡

氧乙酸和氯氟吡氧乙酸均完全杀灭草
"

!

&

叶期

大苗&

$

甲
!

氯钠在
!$(

Z

-

@2

$剂量处理下对供试

草大苗的抑制率能达到
')+$),

%而草甘膦异丙胺

盐在
&!(

Z

-

@2

$剂量处理下抑制率仍然不足
&(,

$

表
A

!

不同除草剂剂量处理下草平均每株地上部分鲜重和抑制率A

"

=.8'+A

!

?7+,.

$

+1,+)2K+#

$

2*

@

+,

@

'.-*

!

"M

"

.-3#-2#8#*#-

$

,.*+)

!

DN

"

01:)*)#)%%.+-5$-%)++3'#-

$

)

*,+.*+38

/

3#11+,+-*2+,8#4#3+)K#*27.,#0()30)+)

剂量-
Z

,*

@2

$

+

0%

4EDH

三氯吡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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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难以有效控制水稻&小

麦种植区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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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草甘膦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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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控制水稻)小麦田周边

草的效果并不理想$草是我国黄河以南地区水

稻)小麦田周边十分常见的恶性杂草%发生量大%常密

集包围水稻)小麦田%甚至侵入其中造成严重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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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在防控作物田周边杂草时最常用的除草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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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剂是最常见的非耕地除草药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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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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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异丙胺盐对草的
T8

'(

剂量*

$'&(+%%

Z

-

@2

$

+%因

此%应用草甘膦难以有效控制作物田周边草危害$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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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用氯氟吡氧乙酸防除水稻田边或田内的

草%对小麦田边或小麦田内草也能达到较好的

防效$李美等的研究发现氯氟吡氧乙酸对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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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本文的试验结果差异较大%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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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此外%有研究表明%苯磺隆对草幼苗具

有较好防效%因此%在小麦田可以采用氯氟吡氧乙酸

,苯磺隆复配剂防除麦田草$

三氯吡氧乙酸对草的
T8

'(

剂量为
%!*+'#

Z

-

@2

$

%

远低于该药剂登记在水稻田的用量*三氯吡氧乙酸三

乙胺盐在东北地区移栽稻田的推荐用量上限为

**(

Z

-

@2

$

+%更低于该药剂在非耕地的推荐剂量"

!

#

$在

,

")$

,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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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徐宇宽等!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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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和草甘膦对草的防除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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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防控效果不够理想%使用草甘

膦无法有效控制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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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

$(

*

*

+!

)&) )'$+

"

&

#

!

鲁传涛%吴仁海%王恒亮%等
+

农田杂草识别与防治原色图鉴

"

.

#

+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蒋易凡%陈国奇%董立尧
+

稻田马唐对稻田常用茎叶处理除草

剂的抗性水平研究"

:

#

+

杂草学报%

$(%#

%

*)

*

$

+!

"# #$+

"

%(

#

/P;OTFE

k

L

%

aNOT>L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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