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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杂草
!

草在云南的发生、危害和防除状况调查

汤东生１＃，　杨肖艳１＃，　李永川２，　肖文祥３，

顾小军１，　金鼎峻１，　李　铷１，　傅　杨１

（１．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２．云南省植保植检站，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３．云南省保山市植保植检站，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

摘要　采用倒置“Ｗ”九点取样法和５级目测法，调查了云南冬季作物田杂草!

草的发生和危害状况。结果表明，截

至２０１７年在云南有７个地州３３个区县发现有!

草危害，其中保山地区危害最为严重，占全省受害面积的９２％，其

次是大理白族自治州。
!

草在冬季作物田大麦、小麦、油菜和蚕豆田均有发生。危害的
!

草有两个种，分别是小籽

!

草犘犺犪犾犪狉犻狊犿犻狀狅狉和奇异!

草犘．狆犪狉犪犱狅狓犪。其中小籽!

草的发生较为普遍，奇异
!

草为零星发生。
!

草造成的

危害指数在６％～５０％之间，对农作物造成的产量损失在４０～１１０ｋｇ／６６７ｍ２之间。!

草的防除以化学防除为主，

人工防除为辅，但目前尚缺乏经济有效的防除农田
!

草的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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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犘犺犪犾犪狉犻狊ｓｐｐ．为禾本科一年生或多年生

草本植物，作为优质牧草在北半球温带广泛种植。

我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引种，现已分布于我国

大部分区域［１３］。如同很多禾本科牧草一样，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出现!

草入侵农田危害作物的

报道［４］。目前印度［５］、巴基斯坦［６］、尼泊尔、孟加拉

国［７］、澳大利亚［８］和美国均报道了
!

草的危害。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在云南保山地区农田发现杂草!

草，前



２０１８

期调研发现，目前
!

草主要分布于冬季作物田，以大

麦和小麦地发生较多［９］。在国外，由于长期使用除

草剂，许多地区的
!

草产生严重的抗药性，导致化学

药剂防除效果下降［１０１１］。因此，针对目前
!

草还未

造成全国性危害之前，及时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工作

意义重大。

!

草的种类较多，目前报道为农田杂草的种类

包括犘．犮犪狀犪狉犻犲狀狊犻狊
［１２］、奇异

!

草犘．狆犪狉犪犱狅狓犪
［１３］、

犘．犪狇狌犪狋犻犮犪
［１４］等，其中小籽

!

草犘．犿犻狀狅狉危害最

重、影响最大。小籽
!

草除了竞争性危害外［１５］，还

表现出对小麦、水稻较强的化感危害［１６］。从目前报

道的危害的作物类型来看，
!

草主要危害大麦和小

麦。防除方法上，除了化学防除外，也有通过提高种

植密度的农业防除［１７］，或利用化感作用进行控

制［１８１９］，利用光照加热聚乙烯膜控制种子萌发等。

报道最多的防除
!

草的药剂有异丙隆［２０２１］。
!

草

在云南发生危害已有２０多年，近年跟踪观察发现其

发生危害有扩大的趋势，然而却未有系统深入的调

查研究。本研究由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植保站联

合云南省各地市州植保系统，通过连续３年的工作，

对
!

草的危害种类、危害面积、危害作物类型、危害

地的环境状况、用药状况等方面展开系统调查研究，

旨在为
!

草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范围

在前期摸底工作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

年在云南保山市、德宏州、昭通市、临沧市、大理白族

自治州、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和玉溪市共９个地

市州的所有区县展开调查。

１．２　调查作物类型

主要调查大麦、小麦、油菜、蚕豆等云南冬季主

要作物。

１．３　杂草调查方法

分别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的２－４月调查!

草

发生危害情况。统计
!

草的种类、分布区县、危害程

度。每个区域调查７～９块地，每块农田以“Ｗ”九点

取样，每样方面积为０．５ｍ×０．５ｍ，调查样方内的

!

草类别、株数，采用目测５级法估计杂草的盖度。

按照下列方法统计计算相应参数值。

危害率＝
发生

!

草的面积
调查的总面积 ×１００％；

危害指数＝
∑级别数×该级别田块数

５×总田块数
×１００％。

１．４　化学防除措施调查

根据州（市）、县（区）植保站提供的数据，结合田

间调查，统计化学防除
!

草所用除草剂的用药水平。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

草的发生分布区域

由于前期调查显示
!

草主要分布于麦田，我们

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组织了两次全省大麦、小麦和

其他冬季作物田的
!

草发生危害状况调查，调查结

果如表１所示。在云南种植麦类作物的９个市（州）

中有７个地州发现!

草，昭通市和德宏州尚未发现

!

草的分布。
!

草分布最广的区域为保山市、大理

白族自治州和玉溪市。保山市全市５县区均有发

生。大理白族自治州除剑川县与大理市外，其他

１０县区均有发生。玉溪市除元江县和华宁县外，其

余７县均有发生。昭通市北部冷凉区域，实际上属

于麦类作物的种植区，调查中未发现
!

草。

表１　!

草在云南的分布区域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狅犳犘犺犪犾犪狉犻狊狊狆狆．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地州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县区Ｃｏｕｎｔｙ
保山Ｂａｏｓｈａｎ 隆阳、施甸县、昌宁县、腾冲、龙陵

大理Ｄａｌｉ
漾濞、祥云、宾川、南涧、巍山、

永平、弥渡、云龙、洱源、鹤庆

丽江Ｌｉｊｉａｎｇ 永胜、玉龙

德宏Ｄｅｈｏｎｇ 无

楚雄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楚雄、禄丰、武定、大姚

昆明Ｋｕｎｍｉｎｇ 禄劝、富民、宜良

昭通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无

玉溪Ｙｕｘｉ 红塔、江川、澄江、易门、通海、峨山、新平

临沧Ｌｉｎｃａｎｇ 临翔、沧源

２．２　!

草危害作物类型分析

对主要冬季作物田大麦、小麦、油菜、蚕豆及其

他作物田
!

草发生情况的统计（表２）表明，!草在

各种冬季作物田中均有危害，危害面积最大的为大

麦田，其次是蚕豆田，危害率在９％～１６％之间。!

草在保山市发生危害面积最大，约４３６２１．８ｈｍ２，占

全省
!

草危害作物面积的９２．４％，以隆阳区、昌宁县

和施甸县为主。大理白族自治州
!

草危害面积

１６８０．８ｈｍ２，占危害总面积的３．５％，主要发生区域

集中于巍山县。楚雄州危害面积约１７２０．８ｈｍ２，占

全省
!

草危害作物面积的３．６％，但危害主要集中

于禄丰县。而玉溪市虽然
!

草发生区域较广，但危

害面积较小。丽江市、昆明市和临沧市只有极少数

田块零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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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在云南的发生、危害和防除状况调查

表２　云南省!

草的发生危害状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狀犱犱犪犿犪犵犲狅犳犘犺犪犾犪狉犻狊狊狆狆．犻狀

犢狌狀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危害作物种类

Ｓｏｒｔｓ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ｄｃｒｏｐ

种植面积／ｈｍ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

危害面积／ｈｍ２

Ｄａｍａｇｅｄａｒｅａ

危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

大麦Ｂａｒｌｅｙ １１５２９７．６ １２５１２．９ １０．９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６９７５１．５ ６２０９．８ ８．９

油菜Ｒａｐｅ ８３７５５．２ ７７２３．９ ９．２

蚕豆Ｆａｂａｂｅａｎ ７５９４４．６ １００４５．０ １３．２

其他Ｏｔｈｅｒｓ ６７０００．２ １０７５８．７ １６．１

２．３　!

草危害程度分析

调查发现，危害冬季作物田的
!

草主要有两个种

即小籽
!

草和奇异
!

草。这两种
!

草在保山地区和玉

溪地区混合发生。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楚雄州以小籽
!

草为主，极少零星区域会出现奇异
!

草。其他零星发

生区域，经鉴定为小籽
!

草。综合分析大理和保山地

区的数据发现，
!

草对大麦、小麦、油菜和蚕豆的危害指

数分别为１３．０％～２７．３％、１５．２％～１６．４％、７．９％～

１３．１％、６．１％～５４．７％等。如果不进行防除，!草对大

麦、小麦、油菜和蚕豆造成的产量损失分别９００～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５０、６７５～１０５０和９００～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３　讨论

!

草在云南发生危害已经２０多年，从最初在保

山地区发现，到目前已经蔓延到７个地州３３个区县，

危害几乎遍及各种冬季作物田。此次调查研究是对

!

草全省发生危害情况的一个摸底，也是为进一步开

展
!

草防除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做前期准备。

对
!

草防除措施的前期调查表明，在
!

草大面

积发生区域，以化学防除为主，少量发生的作物田及

蔬菜地以人工拔除为主。就麦田而言，大多数麦田

以山地为主，土壤比较贫瘠，加上冬春季节干旱少

雨，收益很低，农民需要的是防治成本比较低的药

剂。目前在防除
!

草的除草剂中，唑啉草酯虽然在

云南麦田效果不错，但价格较高，农民不愿使用。而

且云南种植的麦类作物以作为饲料或其他工业用途

的大麦为主，小麦种植面积在云南呈现逐年下降的

趋势。麦田除草剂主要是针对小麦开发的，对大麦

安全性差。所以，目前的生产实际限制了精唑禾

草灵、高效氟吡甲禾灵、精喹禾草等除草剂的使用。

冬春作物在云南的种植结构中并不是主要的作物，

主要作物以后茬烤烟、玉米和蔬菜等为主。异丙隆

在麦田使用虽然价格便宜，但对后茬重要农作物烟

草有残留药害，因此限制了其使用范围。除了麦类

作物外，蚕豆和油菜地
!

草的防治尚缺少正规的药

剂试验。所以在云南这些一年之内多重轮作、种植

结构比较复杂的区域，
!

草除草剂的选用是一个急

需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云南不是我国大麦、小麦的主产区，其种植面积

在全国微乎其微，但云南特殊的地理气候特点成为许

多外来入侵杂草的寄居地［２２］。目前，还未见
!

草在其

他省份危害的报道，但是按照我们的研究结果（尚未发

表），其完全有可能入侵到其他区域的冬季作物田特别

是冬小麦作物田。
!

草在苗期与大麦、小麦极为相像，

当出现可区别的特征时，往往错过了最佳防除时期。

就云南而言，由于山地多，产量低，种植面积较

小，大麦与小麦不是主要的冬季作物；但云南蚕豆资

源丰富［２３］、营养价值高［２４］、适宜种植面积广，作为冬

季蔬菜，近年来得到很好的商业开发，经济价值较大，

种植面积仅次于四川省，位于全国第二位。从本研究

可以看出，在保山、大理和楚雄地区等云南省主要蚕

豆种植区，
!

草的危害要高于麦田，需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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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其他人为辅助措施提高药剂的选择性。

麦田一般为多种杂草混合发生，因此要求除草

剂应具有较好的广谱杀草活性。田间试验表明，氟

噻草胺与氟唑磺隆混用对多种阔叶杂草防效显著，

表明二者混用具有较好的广谱性。本研究仅在室内

及田间小区初步测定氟噻草胺与氟唑磺隆混配对麦

田杂草的防治效果，大面积使用前还需要进一步验

证其对不同杂草的防效及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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