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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常规管理条件下对广东稻田杂草的控制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于２０１５年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及珠江

三角洲的早、晚季稻田杂草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在常规控制措施下稻田中综合草害指数与水稻产量呈负相

关，推荐剂量的除草剂不能有效控制稻田杂草的危害，特别是在早季需要辅以人工措施对稻田杂草进行管理。稻田

杂草对除草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化学除草剂成本低，水稻种植者目前仍可以通过更换除草剂品种和加大

剂量对杂草进行控制。化感抑草品种的推广需要在品质和产量上进一步满足生产的需要。在杂草耐药性增加、环

境和政策要求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的双重压力下，选育具有化感抑草效果的水稻品种，结合农艺措施，应该成为今

后稻田控草的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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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是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水稻作为

广东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每年稻谷产量占粮食作

物产量的比例平均保持在７６％以上
［１２］。杂草是影

响水稻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种植制度和除草

方式的变化，杂草种类及分布也在变化［３］。近１０年

来，除个别关于广东省稻田杂草危害的文献报道

外［４５］，还缺乏对广东省稻田常规控制条件下杂草种

类及危害的调查。掌握稻田杂草及危害的变化是科

学合理防治杂草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文对２０１５

年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粤西４个区域的稻田杂

草控制效果的调查、访问的结果进行分析，为探明广

东稻田杂草发生、危害的变化规律和有效控制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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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提供依据，为探索进一步在生态友好条件下控

制稻田杂草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全境位于北纬

２０°０９′～２５°３１′和东经１０９°４５′～１１７°２０′之间。陆地

总面积为１７．８５万ｋｍ２。广东省从北向南分别为中

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气候，是全国光、热和水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年平均气温为１９～２４℃，１月平

均气温为１６～１９℃，７月平均气温为２８～２９℃；年平

均降水量为１３００～２５００ｍｍ，全省平均１７７７ｍｍ。

广东省的水稻种植区划属于华南双季稻稻作区，种

植制度为一年两熟制。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水稻灌浆期到乳熟期［２０１５年６月（早稻）和

１０月（晚稻）］分别对粤东地区（汕头、梅州）、珠江三

角洲（广州、江门、肇庆）、粤西地区（茂名、云浮）、粤

北地区（韶关）的８个市区的稻田进行调查，调查点

基本信息如表１。每个点随机选取３块面积不小于

６６７ｍ２的田块作为样地，每个样地随机选取３块面积

为１ｍ２的地块作为样点，调查杂草的种类、数量、盖

度，根据七级目测法分级标准（表２）测定每种杂草

的相对盖度、多度和相对高度［６］，确定其优势度。

相对盖度是某一种杂草植株的垂直投影面积与定点

样方投影面积之比；相对高度是指某一种杂草的平

均高度与水稻高度之比。向稻田责任人了解调查田

块的前茬作物、水稻品种、种植方式、除草方式及除

草剂使用情况。

表１　调查地的地理位置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狌狉狏犲狔狊犻狋犲

区域

Ａｒｅａ

地点

Ｓｉｔｅ

经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粤东地区

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汕头市溪南镇银北村 １１６°７７′Ｅ，２３°４８′Ｎ

梅州市平远县

仁居镇井下村
１１５°８８′Ｅ，２４°５７′Ｎ

珠江三角洲地区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ａ

肇庆市四会县罗屋村 １１２°６８′Ｅ，２３°３３′Ｎ

江门市新会区张村 １１３°０３′Ｅ，２２°４７′Ｎ

广州市从化市鳌头镇桥头村１１３°５８′Ｅ，２３°５５′Ｎ

粤西地区

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茂名市信宜县红旗村 １１０°９５′Ｅ，２２°３５′Ｎ

云浮市罗定市素龙县太平镇１１１°５７′Ｅ，２２°７７′Ｎ

粤北地区

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韶关市乳源县上桂村 １１３°２７′Ｅ，２４°７８′Ｎ

表２　杂草群落优势度七级目测分级标准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狊犲狏犲狀狏犻狊狌犪犾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

狑犲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犱狅犿犻狀犪狀犮犲

优势度级别

（危害度级别）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

相对盖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相对高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ｅｉｇｈｔ

５

＞２５

＞５０

＞９５

多至很多

很多

很多

上层

中层

下层

４

１０～２５

２５～５０

５０～９５

较多

多

很多

上层

中层

下层

３

５～１０

１０～２５

２５～５０

较少

较多

多

上层

中层

下层

２

２～５

５～１０

１０～２５

少

较少

较多

上层

中层

下层

１

１～２

２～５

５～１０

很少

少

较少

上层

中层

下层

Ｔ

＜１

１～２

２～５

偶见

很少

少

上层

中层

下层

０

＜０．１

＜１

＜２

１～３株

偶见

很少

上层

中层

下层

１．３　量化参数计算方法

为量化调查结果，在对样方取样数据进行处理

时运用了田间均度、田间密度、田间频率、相对多度、

综合草害指数５个参数
［７］。

田间均度（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Ｕ）：某种杂草在所调查

田块中出现的样方数占总调查样方数的百分比。田

间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Ｄ）：某种杂草在各调查田块的平均

密度（株／ｍ２）之和与总调查田块数之比。田间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某种杂草出现的田块数占总调查田

块数的百分比。

相对均度（ＲＵ）、相对密度（ＲＤ）、相对频率

（ＲＦ）计算公式
［７］如下：

ＲＵ（％）＝
某种杂草的田间均度

各种杂草的田间均度之和×１００
；

ＲＤ（％）＝
某种杂草的田间密度

各种杂草的田间密度之和×１００
；

ＲＦ（％）＝
某种杂草的田间频率

各种杂草的田间频率之和×１００
；

相对多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ＲＡ）＝ＲＦ＋ＲＵ＋

ＲＤ，它反映了某种杂草在杂草群落中所占的比重，

是从杂草发生数量上衡量杂草危害的重要指标。

综合草害指数（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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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Ｉ）是反映某种杂草在一个类型群落中优势度高低

的指标，是从杂草的长相和长势来反映农田杂草危

害程度的指标。指数高即可确定为该群落的优势杂

草种群。其计算公式［６］如下：

ＣＩＩ＝
∑（其级别出现的样方数×该级代表值）

该地区样方总数×５
，

式中，代表值为表２中优势度级别，其中Ｔ级赋

值０．５，０级赋值０．１。

１．４　杂草危害、防治措施和防治意愿访查方法

对广东省水稻种植者这个大规模总体来说，

９０％的精度即可满足要求，经计算其保守样本容量

为１００
［８］。每个调查区域随机选取３５名水稻种植者

（共计１４０名）进行口头访查，调查内容包括：稻田草

害是否严重、除草方式、除草剂用量、除草剂的成本、

对抗草品种的态度。统计各选项的种植者人数。由

访问者填写表格，统计各选项的种植者人数。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各地区杂草相对多度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区早、晚两季稻田杂草的田

间均度、密度、频率和相对多度有明显的差异（表

３）。从田间均度来看，在早季稻田中，珠江三角洲地

区和粤北地区的稗草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Ｌ．）

Ｂｅａｕｖ及空心莲子草犃犾狋犲狉狀犪狀狋犺犲狉犪狆犺犻犾狅狓犲狉狅犻犱犲狊

（Ｍａｒｔ．）Ｇｒｉｓｅｂ．，粤西地区稗草和千金子犔犲狆狋狅犮犺

犾狅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Ｌ．）Ｎｅｅｓ均超过５０％，粤东地区的稗

草和丁香蓼犔狌犱狑犻犵犻犪狆狉狅狊狋狉犪狋犪Ｒｏｘｂ，珠江三角洲地

区的鸭舌草犕狅狀狅犮犺狅狉犻犪狏犪犵犻狀犪犾犻狊（Ｂｕｒｍ．ｆ．）Ｐｒｅｓｌｅｘ

Ｋｕｎｔｈ、丁香蓼和千金子，粤西地区的鸭舌草均达到

３０％以上；在晚季田中只有粤东和粤西地区的千金

子，珠江三角洲的稗草，粤北地区的稗草、千金子与鸭

舌草的均度达到了３０％，其他杂草都低于３０％。

从田间密度来看，在早季稻田中，珠江三角洲地

区的稗草和千金子的密度均超过４．０株／ｍ２，稗草

的密度达到了７．４４株／ｍ２，密度大于２．０株／ｍ２的

还有空心莲子草、丁香蓼和异型莎草犆狔狆犲狉狌狊犱犻犳

犳狅狉犿犻狊Ｌ．，粤北地区的稗草密度达到了４．３株／ｍ２，

其他地区的杂草密度均低于２．０株／ｍ２；在晚季稻

田中各地区杂草密度均未超过１．０株／ｍ２。

从田间频率来看，早季稻田中，粤东地区的丁香

蓼、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空心莲子草、粤西地区的稗草

和千金子及粤北地区的稗草和空心莲子草的频率均

超过了３０％，频率达到２０％以上的还有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稗草、鸭舌草、千金子和丁香蓼，其他杂草的频

率均低于２０％；晚季稻田中粤东的千金子和粤北的稗

草、千金子和鸭舌草的田间频率都达到了１００％，粤东

的稗草和粤西的稗草、空心莲子草和千金子的频率也

达到了５０％，珠江三角洲的稗草、千金子、鸭舌草和异

型莎草的频率都达到了３０％，其他均为０。

从相对多度来看，早季稻田中，粤东地区的稗草

和丁香蓼的相对多度达到８０％以上，千金子在６０％

以上，空心莲子草在４０％以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早

稻田的杂草相对多度均低于８０％，只有稗草超过了

６０％，空心莲子草、千金子和丁香蓼相对多度在

４０％～６０％之间，其他均低于４０％；粤西地区的稗

草和千金子相对多度达到８０％以上，稗草甚至达到

了１１３．７％，空心莲子草和鸭舌草在４０％～６０％之

间；粤北地区的稗草和空心莲子草的相对多度均超

过８０％，二者分别高达１８１．１３％和１１８．８７％，但其

他杂草均为０。晚季稻田中，粤东和粤西的稗草和千

金子、珠江三角洲的稗草和异型莎草、粤北的稗草、千

金子和鸭舌草的相对多度达到８０％以上，其中粤东的

千金子相对多度达到了２０７％。粤西的空心莲子草达

到了７２．９％，珠江三角洲的千金子和鸭舌草也达到了

４０％以上，其他杂草的相对多度均为０。

２．２　各地区杂草综合草害指数比较

表４表明各地区的杂草优势度均不同。依据综

合草害指数，将各地区稻田杂草分为四类：优势杂

草、局部优势杂草、次要杂草和一般性杂草［３］。早季

稻粤东地区的稗草综合草害指数最高，是局部优势

杂草（０．１２≤ＣＩＩ＜０．２５）；次要杂草（０．０５≤ＣＩＩ＜

０．１２）是千金子和丁香蓼；一般性杂草（ＣＩＩ＜０．０５）

是空心莲子草。珠江三角洲地区以稗草和空心莲子

草的综合草害指数最高，是本地区的优势杂草（ＣＩＩ

≥０．２５），鸭舌草、千金子、丁香蓼和异型莎草等为局

部优势杂草，荩草为次要杂草。

粤西地区的稗草和千金子的综合草害指数最

高，是该地区的优势杂草，鸭舌草是局部优势杂草，

空心莲子草是一般性杂草。粤北地区的优势杂草为

稗草，次要杂草是空心莲子草。

晚季稻各区均未出现优势杂草和局部优势杂

草，只有珠江三角洲的稗草和粤北地区的稗草、空心

莲子草和千金子为次要杂草，其他地区出现的杂草

均为一般性杂草。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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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２．３　各地区的水稻种植及田间管理情况

表５显示人工移栽方式仍是主流，也有少部分

地区部分种植者采用免耕直播、机械插秧和抛秧方

式。不同调查地块的前茬作物地区间有差异，早季

稻前茬作物以水稻为主，粤西、粤北地区调查田块为

旱作和休耕；晚季稻前茬也多是水稻，只有粤北调查

田块前茬是花生。

表６显示调查地区间水稻品种、密度差别较

大，早、晚季调查点的水稻密度差值最大分别达

到了１３．７万穴／ｈｍ２和１２．５万穴／ｈｍ２。由于水

稻种植品种和密度的差别，早、晚季茎蘖数的差

值最大分别达到１６２万个／ｈｍ２和３０９万个／ｈｍ２，

株高的最大差值分别达４２．４ｃｍ和１３．７ｃｍ。粤

东地区和粤西地区的早季稻产量明显高于粤北

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而晚季产量各地区差别

不大。

表５　各地区田间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犳犻犲犾犱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狊狌狉狏犲狔狊犻狋犲狊

区域

Ａｒｅａ

地点

Ｓｉｔｅ

移栽方式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前茬作物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ｃｒｏｐ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粤东地区

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汕头 人工移栽 人工移栽 水稻 水稻

梅州 抛秧 人工移栽 水稻 水稻

珠江三角洲地区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ａ

肇庆 人工移栽 人工移栽 水稻 水稻

江门 机械插秧 机械插秧 水稻 水稻

广州 免耕直播 人工移栽 马铃薯 水稻

粤西地区

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茂名 人工移栽 人工移栽 － 水稻

云浮 免耕直播 免耕直播 马铃薯 水稻

粤北地区

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韶关 抛秧 人工移栽 烟草 花生

表６　各地区产量及种植品种１
）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犻犮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狊狌狉狏犲狔狊犻狋犲狊

区域

Ａｒｅａ

地点

Ｓｉｔ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密度／万穴·（ｈｍ２）－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茎蘖数／万个·（ｈｍ２）－１

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株高／ｃｍ

Ｈｅｉｇｈｔ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产量／ｔ·（ｈ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粤东地区

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汕头 汕优６３ 汕优６３ ２４．５ ２４．５ ３７４．９ ３７４．９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３ ８．０ ６．０

梅州 深优９７０８ 深优９７０８ ２８．６ ２６．０ ３５１．８ ２９１．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７ ７．５ ６．８

珠江三角洲地区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ａ

肇庆 杂优 杂优 ２５．０ ２５．０ ４３５．０ ４０５．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７ ３．０ ４．５

江门 五星丝苗 五星丝苗 ３１．０ ２１．０ ３９３．７ ２９６．１ １０２．０ １０４．６ ５．３ ６．８

广州 象牙香占 象牙香占 ２１．７ ３０．０ ３６２．４ ５１９．０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７ － ５．４

粤西地区

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茂名 汕优６３ 杂优 １７．３ ２２．０ ２６３．０ ２７９．４ １１２．７ １１８．１ ７．２ ６．０

云浮 美香占 美香占 ２５．０ ２５．０ ４０５．０ ４０５．０ １１７．６ １１７．６ － ５．３

粤北地区

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韶关 琶江占 米香粘 ２７．０ １７．５ ４１０．４ ２１０．０ ７５．９ １０４．９ ６．０ ６．０

　１）表中“－”表示该地区该项事件未发生。下同。

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ｎｏ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４　各地区的稻田杂草防除情况

表７显示各地区调查田块的除草措施不尽相

同，同一田块早季和晚季稻田的防除措施差别不大。

粤东地区稻田大多只采用除草剂或人工除草；珠江

三角洲地区稻田都施用除草剂，杂草严重的田辅以

人工除草；粤西地区多采用除草剂和人工除草相结

合的措施；粤北地区大多只施用除草剂。各地使用

除草剂的主要成分大都是苄嘧磺隆、丁草胺和二氯化

物等，但粤西和粤北地区使用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除草剂施用方式大都采用药肥混施，乳油状药物使用

喷雾方式。除草剂施用时间为移栽后４～７ｄ，直播田

在播前一周施用。

２．５　杂草危害程度与各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图１可以看出，早稻田杂草在当前控制水平下

综合草害指数显著高于晚稻田。早稻机械插秧和免

耕直播的田块的杂草综合草害指数显著高于人工移

栽和抛秧田，差别最大可达１．６８，晚季稻各种种植

方式的田块杂草综合草害指数差异不明显。早季水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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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株高在９０～１１０ｃｍ之间时综合草害指数较大，晚

季水稻株高与综合草害指数关系不明显。茎蘖数大

于３００万个／ｈｍ２早季稻田杂草的综合草害指数随

茎蘖数的增加而减小，变化幅度较大；晚季稻茎蘖数

与综合草害指数的关系不明显。早、晚季稻田人工

除草用时随茎蘖数的增大而缩短。

图２表明，早季稻使用以草甘膦、草氨酸和混合

药剂为主要成分的除草剂的田块，其杂草综合草害指

数显著低于使用二氯化物和丁草胺为主要成分的除

草剂的田块，而晚季稻除草剂主要成分对杂草综合草

害指数的影响差异不大。早季稻田杂草的综合草害

指数随除草剂施用量的增加有增大的趋势，这可以能

与种植者增施除草剂以应对杂草抗药性有关；晚季稻

田除草剂施用量对综合草害指数的影响差异较小。

图３显示，早、晚季稻田杂草的综合草害指数与

产量有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著。

图１　水稻移栽方式、株高、茎蘖数对综合草害指数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狉犪狀狊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犺犲犻犵犺狋，狋犻犾犾犲狉狀狌犿犫犲狉狅狀犆犐犐

表７　广东各地区的杂草防除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狑犲犲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水稻类型

Ｒｉｃｅｔｙｐｅ

区域

Ａｒｅａ

地点

Ｓｉｔｅ

除草剂使用情况Ｕ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商品名

Ｔｒａｄｅｎａｍｅ

灭草主要成分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施用量／ｋｇ·（ｈｍ２）－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施用方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施用时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其他除草措施及用工时间

Ｏｔｈｅｒｗ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ａｋｅｎ

早季稻

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晚季稻

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粤东地区

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珠江三角洲地区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ａ

粤西地区

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粤北地区

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粤东地区

Ｅａ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珠江三角洲地区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ｒｅａ

粤西地区

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粤北地区

Ｎｏｒ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汕头 － － － － －

梅州 金稻龙 ０．１％丁草胺、苄嘧磺隆 ０．３００ 撒施 抛秧后７ｄ

肇庆 抛秧净 苄嘧磺隆、异丙草胺 ０．３７５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４ｄ

江门 苄·二氯 苄嘧磺隆、二氯喹啉酸 ０．４５０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４ｄ

广州 百草枯 二氯化物 １．３５０ 喷施 直播前７ｄ

茂名 草甘膦 草甘膦 ０．７５０ 喷施 插秧前、孕穗期

云浮 丁草胺 丁草胺 ０．７５０ 肥药混施 分蘖期

韶关 苄·丁 苄嘧磺隆、丁草胺 ０．７５０ 肥药混施 抛秧后４ｄ

汕头 － － － － －

梅州 金稻龙 丁草胺、苄嘧磺隆 ０．３００ 撒施 插秧后７ｄ

肇庆 抛秧净 苄嘧磺隆、异丙草胺 ０．３７５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４ｄ

江门 吡嘧·二氯喹 吡嘧磺隆与二氯喹啉酸 ０．４５０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５ｄ

广州 草甘膦 草甘膦 ０．７５０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７ｄ

茂名 草氨酸 草氨酸 ０．３００ 肥药混施 插秧后７ｄ

云浮 丁草胺 丁草胺 ０．７５０ 肥药混施 分蘖期

韶关 秧田一次清 混合药剂，成分未知 ０．７５０ 肥药混施 分蘖期

人工除草５ｈ

－

－

－

人工除草４ｈ

－

人工除草２ｈ

－

人工除草４ｈ

－

－

－

人工除草０．５ｈ

人工除草５ｈ

人工除草２ｈ

人工除草４ｈ

　１）表中带“”的数据单位为Ｌ／ｈｍ２。

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ｍｅａｎｓｕｎｉｔ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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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除草剂主要成分和用量对综合草害指数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犵狉犲犱犻犲狀狋犪狀犱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犱狅狊犪犵犲狅犳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犆犐犐

图３　综合草害指数与水稻产量的相关性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犆犐犐犪狀犱狉犻犮犲狔犻犲犾犱

２．６　杂草危害、防治措施和防控意愿

对稻田种植者调查表明（表８），８７％的种植者

认为稻田杂草发生危害严重。３２％的种植者控制

稻田杂草的方式是只用除草剂，但由于除草剂并不

能完全控制杂草，６０％的种植者需要辅以人工除

草的方式对杂草进行有效控制，７％的种植者只采

用人工措施控制杂草。访查进一步发现，水稻生产

过程中有近３４％的种植者使用除草剂超过了指导

用量。８９％种植者认为除草剂在水稻生产中所占

的成本很低。对抗草品种的态度调查显示，在品质

产量均优时，１００％的水稻种植者愿意接受优质高

产抗草品种，优质且抗草的品种接受率仍可以达到

８０％，高产且抗草品种的接受率只占１５％，对仅抗

草品种的接受率为０。

表８　杂草防治情况口头访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８　犜犺犲狏犲狉犫犪犾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狑犲犲犱犮狅狀狋狉狅犾

稻田草害

发生程度

Ｌｅｖｅｌｏｆｗｅｅｄ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除草方式

Ｗ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除草剂用量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ｄｏｓｅ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除草剂的成本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ｃｏｓｔ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对抗草品种的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ｕｔｗｅ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严重 １２２
只用除草剂 ４５ 指导用量 ９２ 高 ０ 优质高产抗草 １４０

除草剂＋人工 ８４ 高于指导用量 ４８ 中 １５ 优质抗草 １１２

不严重 １８
人工 １１ 低于指导用量 ０ 低 １２５ 高产抗草 ２１

抗草 ０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次对广东省粤东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

地区和粤北地区的８个市区的早、晚季稻田在当前

控制措施下杂草的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时间

为水稻灌浆期到乳熟期，此时杂草大都进入生殖生

长阶段，易于识别，危害程度可比性强。本试验设置

的调查点分布也较前人的均匀，调查持续时间较过

去更集中，因此本次调查结果更接近广东省稻田杂

草的发生情况。

调查区域内早季稻田比晚季稻田杂草发生严

重，控制效果较差（图１，图２）。这可能与以下几方

面的因素有关，首先，早季稻田有一个较长的休耕或

旱作期，土壤中累积了大量的杂草种子，而晚季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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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多为水稻，经过前茬水稻田的化学和人工除草，土

壤中杂草种子库相对较小；其次，早季稻移栽后气温

较低，水稻返青封行所需时间较长，而此时的环境条

件适宜杂草种子萌发生长，水稻对杂草的竞争压力

小，导致杂草控制效果相对较弱，而晚稻移栽后气温

高，返青封行时间短，水稻很快通过群体优势抑制了

杂草的生长；再次，早季稻田除草剂施用期间常常出

现雨水天气，部分除草剂可能淋失，实际起效的浓度

较低，晚季稻移栽时大多引水灌溉，除草剂被淋失的

量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省稻田杂草种群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其中稗草、空心莲子草、鸭舌草、千金

子的变化尤为明显（表３）。在以往的调查中，空心

莲子草和鸭跖草在广东省稻田发生最广、分布最普

遍，但稗草的频度在北部山区仅为３３．３３％，在珠三

角地区的广州仅为４６％
［４］，而本研究发现，稗草已

成为各地区稻田的优势杂草，而空心莲子草、千金子

等杂草的优势度有所下降，这可能与连作、休耕等种

植模式和使用单一的除草剂等有关。因此，要控制

稻田杂草还应调整种植模式［９］，可使用薯稻、烟稻

等水旱轮作模式，应用高效、广谱、安全的化学除草

剂，并研究其配套应用技术，同时可辅以人工除草等

措施，以便更加高效地防除杂草［１０］。

从杂草综合草害指数的分布区域差异看（表

４），粤东地区的稻田草害主要是稗草，其次是丁香蓼

和千金子，且杂草优势度较强，可能是该地区水稻连

作的种植模式以及不合理的田间杂草管理措施造成

的［１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草害集中在稗草和异型

莎草，其次是千金子和丁香蓼，但这一地区的杂草优

势度不强，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除了使用除草剂外，

部分田还会进行人工除草，而且还存在部分薯稻轮

作等种植模式，不同作物水旱轮作导致优势杂草危

害并不突出［１２］。粤北地区草害集中在稗草和空心

莲子草，可能是由于该地区虽然存在烟稻轮作的种

植模式，却使用单一的除草剂，且没有其他的除草措

施［１３１４］，从而导致杂草发生较多［１５］。粤西地区的稗

草和千金子危害严重，其次是鸭舌草和空心莲子草，

虽然该地区使用了除草剂和人工除草措施，但本地

区休耕直播种植模式比较常见，导致杂草优势度依

然很强［１６１７］。粤西地区的现状值得特别关注，随着

藏粮于地的措施逐步开展，粮食作物效益比较低等

原因可能会导致出现较多的休耕稻田，休耕后稻田

杂草的发展趋势需要深入研究。

本次调查表明，按除草剂推荐剂量不能有效控

制稻田杂草的危害，特别是早季稻田。调查结果显

示，广东稻区的杂草有可能不同程度上对除草剂产

生了耐药性。化学除草虽然在过去近３０年里减轻

了水稻种植的劳动强度和成本，但随着杂草耐药性

的出现，杂草有出现再猖獗的可能［１８］。因此，充分

发挥水稻自身的竞争能力，结合水肥管理等农艺措

施［１９２０］可能是未来水稻生产中实现杂草有效控制的

选择。

事实上一些水稻品种具有化感抑制作用，能够

分泌特定的生态功能分子对水稻伴生杂草产生有效

的抑制［２１２２］。前人对水稻的化感作用进行了长期大

量深入的研究，化感作用正在由理论、现象研究转向

应用研究阶段［２３２６］。本课题组选育出了具有化感抑

草能力的水稻品种‘化感３号’，通过了广东省的审

定，但推广面积非常有限。本次访查中发现有两个

因素影响目前化感品种的应用和推广，首先化学除

草剂成本低，水稻种植者仍可以通过更换除草剂品

种和加大剂量对杂草进行控制；其次，目前化感抑草

品种的品质与生产品种仍有差距，而当前稻米品质

对价格构成的影响很大，因此，优质高产抑草的品种

才有可能获得种植者的接受。另外，水稻化感作用

在大田的抑草效果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２７］，这也是

限制水稻化感品种应用推广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

到，一方面，稻田杂草耐药性增加，另一方面环境和

政策要求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在这双重压力下，选

育具有化感抑草效果的水稻品种，结合农艺措施，应

该成为今后稻田控草的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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