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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恶性杂草野燕麦的萌发特性和化学防除技术，采用培养皿与盆栽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温度、光照、水

势、盐胁迫、ｐＨ、土层深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并评价麦田常用除草剂对野燕麦的除草活性。结果表明，野燕麦种子

最适发芽温度为１５～２０℃。对光周期不敏感，全黑、全光照条件下均可正常萌发。当水势为－０．２～０ＭＰａ时，发

芽率可达８０％左右，当水势降低至－０．８ＭＰａ时，不能萌发。覆盖２～１５ｃｍ的土层均可萌发，其中２～１０ｃｍ土层

中发芽率最高。适宜ｐＨ 范围较广，在ｐＨ５～９范围内，发芽率大于７０％。耐盐胁迫能力较强，ＮａＣｌ浓度

１６０ｍｍｏｌ／Ｌ时，发芽率大于５０％。除草活性评价结果表明，炔草酯、唑啉草酯、精唑禾草灵、甲基二磺隆、氟唑磺

隆、啶磺草胺对４～６叶期野燕麦均有较好防效，供试药剂防效高低排序为：炔草酯、唑啉草酯＞精唑禾草灵＞甲

基二磺隆＞氟唑磺隆、啶磺草胺＞异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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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常年播种面积

２亿多ｈｍ２，总产近７亿ｔ，全世界３５％～４０％的人

口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为世界人口提供１／５的热

量［１］。小麦也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重

要的商品粮和战略性粮食储备品种，小麦生产直接

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小麦产区的农业增效与农

民增收［２］。近年来，随着免耕等农业耕作制度的推

广以及化学除草剂的连年使用，我国冬小麦田杂草

种群和群落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野燕麦逐渐成

为小麦田的主要危害杂草［３４］。



２０１８

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犳犪狋狌犪Ｌ．，英文名ｗｉｌｄｏａｔ，又名

燕麦草、铃铛麦，为燕麦属禾本科杂草，是我国麦田主

要危害杂草，遍布各地麦区。野燕麦形态与小麦极为

相似，难以辨认，其分蘖力强，长势旺盛，严重影响小

麦产量和品质［５］。全国统计危害面积达５００万ｈｍ２，

损失粮食１７．５亿ｋｇ，近年在一些省份仍在蔓延，成

为麦田危害最严重的恶性杂草之一［６］。

温度、水分、光照、土壤酸碱度、盐浓度等环

境因子均可影响杂草种子的萌发，开展野燕麦种

子适宜萌发条件研究，有利于掌握野燕麦的分布

和危害。野燕麦的化学防除主要集中在新燕灵、

野燕畏、燕麦敌、野燕枯、燕麦酯、磺酰磺隆等老

除草剂品种上［６］，上述产品大部分已停止生产，

市场上很难购得。随着除草剂工业的发展，新除

草剂品种层出不穷，如甲基二磺隆、唑啉草酯、啶

磺草胺、炔草酯、氟唑磺隆等，对这些除草剂防除

野燕麦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温度、水分、光照、覆土深

度、土壤酸碱度、盐浓度等环境因子对野燕麦种子萌

发特性的影响，并评价麦田常用茎叶处理除草剂对

野燕麦的除草活性，为野燕麦的综合治理提供理论

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种子

野燕麦种子，２０１６年４月采于上海市崇明区长

江农场小麦田，室内晾干后，装袋，置于４℃冰箱内

保存，备用。２０１７年３月选取籽粒饱满、大小均一

的野燕麦种子进行发芽试验。

１．２　供试药剂

选择当前小麦田常用的对禾本科杂草防效较好

的除草剂品种开展评价试验。１５％炔草酯可湿性粉

剂（ＷＰ）、５％唑啉草酯乳油（ＥＣ），瑞士先正达作物

保护有限公司生产；７０％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

（ＷＧ），爱利思达生物化学品北美有限公司生产；

３０ｇ／Ｌ甲基二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ＯＤ）＋专用助剂

ＢＩＯＰＯＷＥＲ，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６９ｇ／Ｌ精

唑禾草灵悬浮剂（ＳＣ），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

公司生产；５０％异丙隆可湿性粉剂（ＷＰ），江苏快达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４％啶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

剂（ＯＤ）＋专用助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产。除草

剂均从市场购得。

１．３　种子萌发特性研究

１．３．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选取直径１０ｃｍ的黑色塑料盆钵，内置消毒土，

每盆接种野燕麦种子１５粒，覆土０．５～１ｃｍ，分别置

于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的智能人工气候箱

（ＳＡＮＹＯＭＬＲ３５２Ｈ）中培养，光周期Ｌ∥Ｄ＝１２ｈ∥

１２ｈ，相对湿度７５％，从底部补充种子萌发所需的水

分，重复４次，１４ｄ后调查种子发芽数，计算发芽率，

并量取发芽植株的株高和地上部鲜重，计算平均值。

１．３．２　土层深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采用透明一次性杯子（口径１０ｃｍ，高３０ｃｍ，底部

打孔），装入５ｃｍ深消毒土，每个杯子播种１５粒种子，

分别覆盖０、２、４、６、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２０ｃｍ消毒

土，置于智能人工气候箱中培养（恒温２０℃，相对湿度

７５％，光周期Ｌ∥Ｄ＝１２ｈ∥１２ｈ），每处理重复４次，每

天从底部补充种子发芽所需的水分，１４ｄ后记录野燕

麦发芽数，以种子顶出土面为发芽标准，计算发芽率。

１．３．３　水势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采用培养皿法进行试验，用分子量为６０００的聚

乙二醇（ＰＥＧ）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４１．２、６７．２、

１０５．６、１６１．３、２４１．０、３５４．４ｇ／Ｌ的溶液，与之相对

应的溶液水势为－０．０５、－０．１、－０．２、－０．４、－０．８

和－１．６ＭＰａ
［７］。在铺有双层滤纸直径９ｃｍ的培

养皿中加入８ｍＬ待测液，每个培养皿播种野燕麦

种子１５粒，用保鲜膜封口，然后置于智能人工气候

箱中培养，以去离子水为对照，重复４次。培养条件

和调查方法同１．３．２。

１．３．４　ｐＨ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将野燕麦种子置于ｐＨ为４、６、８、１０的缓冲液中，

以去离子水（ｐＨ７．０６）为对照，重复４次。用１ｍｏｌ／Ｌ

的ＨＣｌ配制ｐＨ为４的２ｍｍｏｌ／Ｌ邻苯二甲酸氢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缓冲液；用１ｍｏｌ／Ｌ

的ＮａＯＨ配制ｐＨ 为６的２ｍｍｏｌ／Ｌ２（犖吗啉

代）乙基磺酸（ＭＥＳ）缓冲液；使用１ｍｏｌ／Ｌ 的

ＮａＯＨ配制ｐＨ为８的２ｍｍｏｌ／Ｌ犖２羟乙基哌嗪

基Ｎ２乙基磺酸（ＨＥＰＥＳ）缓冲液；用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配制ｐＨ 为１０的２ｍｍｏｌ／Ｌ犖［Ｔｒｉｓ（羟甲

基）甲基］甘氨酸（ｔｒｉｃｉｎｅ）缓冲液。培养条件和调查

方法同１．３．２。

１．３．５　盐胁迫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将种子置于ＮａＣｌ浓度为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１６０和

３２０ｍｍｏｌ／Ｌ的待测液中，以去离子水为对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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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调查方法同１．３．２。

１．３．６　光照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将种子置于０ｈ∥２４ｈ、１２ｈ∥１２ｈ、２４ｈ∥０ｈ

（光照∥黑暗）的智能人工气候箱中培养，其他培养

条件和调查方法同１．３．２。

１．４　麦田常用除草剂对野燕麦的除草活性测定

采用温室盆栽法开展评价试验［８］。在口径９ｃｍ

的黑色塑料盆钵内装入５ｃｍ深的消毒土，然后放入

装有水的搪瓷盘中，让水逐渐渗入，每盆播种野燕麦

１５粒，覆土０．５～１ｃｍ，置于温室内培养，温度１５～

２０℃，相对湿度６５％～８５％，待野燕麦长至４～５叶

期，间去弱小苗，每钵定苗至１０株，进行茎叶喷雾处理。

喷药工具为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生产的ＡＳＳ４

型自动控制喷雾台，扇形喷头，流量为８００ｍＬ／ｍｉｎ，喷

雾压力０．４ｋＰａ，喷液量４５０Ｌ／ｈｍ２，将待处理的野

燕麦均匀排列在喷雾台上，调整喷头距离杂草顶端

５０ｃｍ，按照供试药剂及剂量均匀喷雾处理，试验设

计见表１，每处理重复４次。喷药后详细记录野燕

麦的受害症状，如生长抑制、失绿、畸形等。药后

１５、３０ｄ调查残存野燕麦株数，计算株防效，药后

３０ｄ调查残存野燕麦株数的同时测定残存野燕麦地

上部分鲜重，计算鲜重防效。

表１　供试药剂及剂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狊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犪狀犱犱狅狊犪犵犲狊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供试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１５％炔草酯ＷＰ

ｃｌｏｄｉｎａｆｏｐｐｒｏｐａｒｇｙｌ１５％ ＷＰ
３３．７５

７０％氟唑磺隆ＷＧ

ｆｌｕｃａｒｂａｚ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７０％ ＷＧ
３１．５

５％唑啉草酯ＥＣ

ｐｉｎｏｘａｄｅｎ５％ＥＣ
４５

３０ｇ／Ｌ甲基二磺隆ＯＤ＋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ｍｅｓ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３０ｇ／ＬＯＤ＋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９＋２２５０

６９ｇ／Ｌ精唑禾草灵ＳＣ

ｆｅｎｏｘａｐｒｏｐＰｅｔｈｙｌ６９ｇ／ＬＳＣ
５１．７５

５０％异丙隆ＷＰ

ｉｓｏｐｒｏｔｕｒｏｎ５０％ ＷＰ
１１２５

４％啶磺草胺ＯＤ＋专用助剂

ｐｙｒｏｘｓｕｌａｍ４％ＯＤ＋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１２＋４５０

空白对照

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１．５　数据处理方法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

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性分析。发芽率、株防效和鲜重

防效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发芽率＝
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总数×１００％

；

株防效＝
对照区株数－处理区株数

对照区株数 ×１００％；

鲜重防效＝

对照区地上部分鲜重－处理区地上部分鲜重
对照区地上部分鲜重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是调节杂草发生消长的主要因素。野燕麦

种子在１０～３５℃的条件下均可萌发，其中以１５～

２０℃时的发芽率最高，为７５％～８５％，低于１５℃或

高于２０℃时，发芽率显著下降，１０、２５和３０℃的发

芽率分别为４７．５％、５５％和４７．５％，３５℃仅有零星

的野燕麦种子可以发芽，发芽率为２．５％，低于５℃

或高于４０℃时，野燕麦种子不能萌发（图１）。株高

和地上部分鲜重测定结果表明，虽然野燕麦在１５～

２０℃时具有最高的发芽率，但野燕麦出苗后，在２５

～３０℃条件下，植株长得更高、更壮，说明野燕麦对

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图２～３）。

图１　温度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图２　温度对野燕麦株高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狆犾犪狀狋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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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温度对野燕麦地上部分鲜重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犪犫狅狏犲犵狉狅狌狀犱

犳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２．２　土层深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野燕麦种子具有较强的顶土能力，覆盖２～１５ｃｍ

的土层，野燕麦种子均能萌发，覆盖２～１０ｃｍ土层

的发芽率最高，覆土深度大于１０ｃｍ，随着覆土深度

的增加，野燕麦种子发芽率逐渐降低，当覆土达到

２０ｃｍ时，虽有极少数的野燕麦种子发芽，但是无法

长出土面，多扭曲死于土中，不能出苗，撒于土表的

野燕麦种子不能萌发（图４）。

图４　覆土深度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犫狌狉犻犪犾犱犲狆狋犺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２．３　水势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的影响

野燕麦种子发芽率随着水势的降低而降低。当

水势为－０．０５ＭＰａ和－０．１ＭＰａ时，野燕麦种子发

芽率大于８０％，与对照发芽率（８４．４４％）无显著差

异，之后随着水势降低，野燕麦种子发芽率逐渐下

降，当水势降低至－０．８ＭＰａ时，野燕麦种子不能萌

发（图５）。

２．４　狆犎对野燕麦种子萌发的影响

野燕麦种子萌发受ｐＨ影响不大，在ｐＨ４～１０

的范围内均可以萌发。当ｐＨ为５、６、７、８、９时，发

芽率均大于７０％，与去离子水处理（ｐＨ为７．０６）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野燕麦种子对土壤酸碱度具

有广泛的适应性，ｐＨ并不是影响野燕麦种子萌发

的限制性因素。当ｐＨ为４或１０时，野燕麦种子发

芽率降低，说明过酸或过碱的条件也会影响野燕麦

种子的发芽（图６）。

图５　水势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狑犪狋犲狉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图６　狆犎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狆犎狏犪犾狌犲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２．５　盐胁迫对野燕麦种子萌发的影响

当ＮａＣｌ浓度为１０、２０、４０ｍｍｏｌ／Ｌ时，野燕麦

种子的发芽率为８０％左右，与对照去离子水处理无

显著差异。当盐浓度大于８０ｍｍｏｌ／Ｌ时，随着盐浓

度的增加，野燕麦种子发芽率显著降低，当盐浓度达

到３２０ｍｍｏｌ／Ｌ时，野燕麦种子不能萌发（图７）。

图７　犖犪犆犾胁迫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７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犪犾狋狊狋狉犲狊狊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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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光照对野燕麦种子萌发的影响

野燕麦种子在０ｈ∥２４ｈ、１２ｈ∥１２ｈ、２４ｈ∥０ｈ

（光照∥黑暗）的光周期条件下均可萌发，并且三个

处理的发芽率无显著差异，说明野燕麦种子的萌发

对光周期不敏感（图８）。

图８　不同光照时间对野燕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犉犻犵．８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犾犻犵犺狋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犾犱狅犪狋

２．７　麦田常用除草剂对野燕麦的除草活性

除草活性测定结果表明，除５０％异丙隆ＷＰ

外，各供试药剂及剂量对４～６叶期野燕麦均有较好

的防效。药后１５ｄ调查，１５％炔草酯ＷＰ３３．７５ｇ／ｈｍ２

和５％唑啉草酯ＥＣ４５ｇ／ｈｍ２ 对野燕麦的防效最

好，株防效均为１００％，６９ｇ／Ｌ精唑禾草灵ＳＣ

５１．７５ｇ／ｈｍ２的株防效可达９０％，３０ｇ／Ｌ甲基二磺

隆ＯＤ９ｇ／ｈｍ２＋专用助剂ＢＩＯＰＯＷＥＲ处理的株

防效为７５％左右，７０％氟唑磺隆 ＷＧ３１．５ｇ／ｈｍ２

和４％啶磺草胺ＯＤ１２ｇ／ｈｍ２＋专用助剂处理作用

速度相对较慢，此时株防效仅７０％左右。药后

３０ｄ调查，炔草酯和唑啉草酯处理对野燕麦的防

效依然优秀，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为１００％，其他

药剂处理对野燕麦的防效有所提高，精唑禾草

灵处理对野燕麦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大于

９０％，甲基二磺隆处理对野燕麦的株防效接近

８０％，鲜重防效大于９０％，氟唑磺隆和啶磺草胺

处理对野燕麦的株防效均大于７０％，鲜重防效大

于８０％（表２）。

表２　麦田除草剂对野燕麦的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犘犗犛犜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犻犾犱狅犪狋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药后１５ｄ　１５ＤＡＡ

株防效／％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药后３０ｄ　３０ＤＡＡ

株防效／％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鲜重防效／％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ｉｏｍａｓｓ

１５％炔草酯ＷＰ

ｃｌｏｄｉｎａｆｏｐｐｒｏｐａｒｇｙｌ１５％ ＷＰ
３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７０％氟唑磺隆ＷＧ

ｆｌｕｃａｒｂａｚ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７０％ ＷＧ
３１．５ （６８．６２±１．５８）ｄ （７１．７９±１．６８）ｄ （８５．０４±０．９１）ｄ

５％唑啉草酯ＥＣ

ｐｉｎｏｘａｄｅｎ５％ＥＣ
４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３０ｇ／Ｌ甲基二磺隆ＯＤ＋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ｍｅｓ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３０ｇ／ＬＯＤ＋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９＋６３０ （７５．２３±１．９９）ｃ （７９．４９±２．８１）ｃ （９０．３４±０．９９）ｃ

６９ｇ／Ｌ精唑禾草灵ＳＣ

ｆｅｎｏｘａｐｒｏｐＰｅｔｈｙｌ６９ｇ／ＬＳＣ
５１．７５ （９０．０６±０．７４）ｂ （９２．３１±０．３４）ｂ （９５．２７±０．５０）ｂ

５０％异丙隆ＷＰ

ｉｓｏｐｒｏｔｕｒｏｎ５０％ ＷＰ
１１２５ （７．９０±０．９１）ｅ （１６．２０±４．４２）ｅ （３０．０９±１．０６）ｅ

４％啶磺草胺ＯＤ＋专用助剂

Ｐｙｒｏｘｓｕｌａｍ４％ＯＤ＋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１２＋２７０ （７１．４３±０．６７）ｄ （７５．９３±０．９３）ｃｄ （８３．９９±０．８６）ｄ

　１）ＤＡＡ：药后日数。ＤＡＡ：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水分、温度、氧气、光照是种子萌发的重要外部

环境条件［９］，研究温度、水势、ｐＨ、盐胁迫、光照等外

部条件对野燕麦种子萌发的影响，可为野燕麦的农

业防除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结果表明，野燕

麦种子在１０～３５℃的条件下均可萌发，最适发芽温

度为１５～２０℃，野燕麦种子发芽后，其在２５～３０℃

条件下，植株长得更高、更壮。说明野燕麦能适应的

温度范围较广，这也是野燕麦在全世界都能造成危

害的重要原因［１０１１］。

野燕麦种子对水势较为敏感，当水势为－０．０５

和－０．１ＭＰａ时，发芽率大于８０％，当水势降低至

－０．８ＭＰａ时，野燕麦种子不再萌发。种子大小决

定了其顶土能力，杂草种子越小，贮藏的能量越小，

越难从较深的土层中出苗［１２］。

·５１１·



２０１８

野燕麦种子相对于?草、看麦娘、硬草、棒头草

等麦田杂草而言，体型要大得多，因此也决定了野燕

麦具有较强的顶土能力。覆盖２～１５ｃｍ的土层，野

燕麦种子均可以萌发，其中２～１０ｃｍ土层中发芽率

最高。试验中发现，播于土表的野燕麦种子不萌发，

与涂鹤龄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野

燕麦种子外面包裹着颖壳，使得播于土表的种子无

法从土壤中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杂草种子对ｐＨ的适应范围

较宽，在土壤ｐＨ４～１０时均可萌发
［１３］。本研究结果

表明，在ｐＨ５～９时，野燕麦发芽率均大于７０％，与去

离子水处理（ｐＨ７．０６）没有显著差异。但当野燕麦处

于过酸（ｐＨ＜４）或过碱（ｐＨ＞１０）的环境时，发芽率会

降低。我国大多数土壤ｐＨ在５～８之间
［１４］，说明ｐＨ

并不是限制野燕麦发生的主要因素。

大部分的杂草种子在盐浓度大于８０ｍｍｏｌ／Ｌ

时不能萌发［１５］。本试验中，野燕麦种子在盐浓度为

１０、２０、４０ｍｍｏｌ／Ｌ时，发芽率不受影响，当盐浓度在

８０～１６０ｍｍｏｌ／Ｌ时，发芽率虽会降低，但仍有５０％

以上的发芽率，当盐浓度达到３２０ｍｍｏｌ／Ｌ时，野燕

麦种子不能萌发。说明野燕麦具有较强的抗盐胁迫

特性。野燕麦种子对光周期不敏感，全黑、全光照条

件下均可萌发。

除草活性测定结果表明，除异丙隆外，炔草酯、

唑啉草酯、精唑禾草灵、甲基二磺隆、氟唑磺隆、啶

磺草胺对４～６叶期的野燕麦均有较好的效果，防效

高低排序为：炔草酯、唑啉草酯＞精唑禾草灵＞甲

基二磺隆＞氟唑磺隆、啶磺草胺。除草剂的长期、单

一、大量使用，容易使杂草产生抗药性。吕晓辉等研

究了野燕麦对高效氟吡甲禾灵的抗药性，郭峰研究

了野燕麦对精唑禾草灵和炔草酸的抗药性，陈保

桦研究了野燕麦对炔草酯的抗药性［１６１８］。为了延缓

野燕麦抗性种群的产生，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品种需

交替使用，本文中除草活性测定结果，为小麦田野燕

麦化学防除以及不同类型除草剂的合理交替使用提

供了理论依据。本除草剂活性测定试验中，各供试

除草剂只设置了一个常规推荐剂量，氟唑磺隆、啶磺

草胺提高使用剂量对野燕麦的效果需要进一步的试

验。本文主要评价了茎叶处理药剂对野燕麦的除草

活性，土壤封闭处理药剂对野燕麦的防除效果需要

进一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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