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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除草剂对恶性杂草野艾蒿的防除效果及

对胡麻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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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田间试验的方法，测定了几种除草剂单剂和混用配方对胡麻田恶性杂草野艾蒿的防除效果及对胡麻生

长发育的影响。结果显示，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 ＷＧ混

配、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单剂对野艾蒿的株防效、地上部鲜重防效、地下部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９３．２４％～９７．４６％、

９４．６９％～９６．７７％和９０．１３％～９６．４０％，对靶标杂草野艾蒿防除效果明显且对胡麻无药害，胡麻产量较空白对照分别

增加３６．５９％、４．１４％和２０．８６％。４８％灭草松ＡＳ虽对野艾蒿的综合防效较低，但其对胡麻无药害且胡麻蒴果数、千

粒重较大，胡麻产量较空白对照增长６１．２７％。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２０％氯氟吡氧乙酸

ＥＣ、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２０％敌草快ＡＳ５种除草剂对胡麻安全性低，不宜应用于胡麻田野艾蒿的防治。结合各

除草剂处理后胡麻的药害、经济性状、生物产量、籽粒产量以及对野艾蒿的防除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胡麻田野艾蒿防除

除草剂选择适宜度依次为：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４８％灭草松ＡＳ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混配。本文为胡麻田恶性杂草野艾蒿的化学防除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除草剂；　野艾蒿；　混配；　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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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１期 柳建伟等：几种除草剂对恶性杂草野艾蒿的防除效果及对胡麻生长发育的影响

　　野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犾犪狏犪狀犱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ＤＣ为多年

生草本菊科恶性杂草，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

区［１］，主要以地下根茎繁殖，其根茎具有许多潜伏

芽，每个潜伏芽都能发出新株，新株再生长出新的

根茎，在生产实践中单靠人工中耕不但很难达到理

想的防除效果，而且地下根茎被截断后扩散，进一

步危害作物生长［２］。胡麻犔犻狀狌犿狌狊犻狋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犿Ｌ．

即油用亚麻，其具有耐瘠薄、喜阴凉、耐旱、耐寒等

特点，是我国西北、华北等年降水量为３００～５００

ｍｍ旱作农业区最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３５］。近年

来，由于胡麻连作普遍、土壤耕作次数减少且无防

除野艾蒿的特效药剂，胡麻田野艾蒿的危害日趋严

重。本研究选用不同类型的９种除草剂并进行合

理混配，综合分析各除草剂单剂及混配配方对野艾

蒿的防除效果、对胡麻的药害及经济性状和产量的

影响，筛选出可高效防除胡麻田野艾蒿的除草剂单

剂和混配配方，为胡麻田恶性杂草野艾蒿的化学防

除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平凉市农业科学院高平试验站，该

站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南部塬区，属典型的旱作农业

区，海拔１３２０ｍ，春季至初夏干旱多风，秋季多雨，

冬季干燥，全年累计日照时数２４２４．８ｈ，年均气温

９．２℃，年降水量５８３．５ｍｍ，年蒸发量１３８４ｍｍ，７

－９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６０％左右。本试验所选

地块平整，土层深厚，前茬作物为玉米，田间野艾蒿

发生数量大且分布均匀。

１．２　供试除草剂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乳油（ＥＣ），美国陶氏益农公

司；７０．５％２甲·唑草酮水分散粒剂（ＷＧ），苏州富

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９０％２甲·草甘膦可溶

粉剂（ＳＰ），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７５％二氯吡啶

酸可溶粒剂（ＳＧ），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９０％莠去津

水分散粒剂（ＷＧ），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敌草快水剂（ＡＳ），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５６％２甲４氯钠盐可溶粉剂（ＳＰ），江苏健

谷化工有限公司；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ＡＳ），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４８％灭草松水剂

（ＡＳ），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１１个处理，包括７个除草剂单剂处

理、２个混剂处理、人工除草对照（ＣＫ１）和空白对照

（ＣＫ２）。除草剂施用量详见表１。各处理小区随机

区组排布，每处理重复３次，小区面积为１２ｍ２。

表１　试验处理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除草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施用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ｓ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　ＭＣＰＡ·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７０．５％ 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　ＭＣＰＡ·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９０％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２０％敌草快ＡＳ　ｄｉｇｕａｔ２０％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８２％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４８％灭草松ＡＳ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９０％ 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ＭＣＰＡＮａ５６％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１．４　田间实施方法

３月下旬整地、施肥（尿素２０ｋｇ／６６７ｍ２、磷酸

二铵１５ｋｇ／６６７ｍ２）后播种胡麻，播量５ｋｇ／６６７ｍ２。

施药前人工拔除其他杂草，保持小区内杂草仅为野

艾蒿，待胡麻株高约５ｃｍ时施药，用水量为４５ｋｇ／

６６７ｍ２。药剂施用量配制采用二次稀释法，即用小

烧杯将药剂完全溶解并充分搅拌后定容，施药时以

小区为单位吸取所需体积。施药当天、施药后１ｄ，

以后每隔３ｄ系统观察胡麻药害症状（包括植株萎

蔫、枯死、生长发育迟缓，胡麻叶片畸形、发黄、出现

斑点等）。施药后４５ｄ全小区取样进行防效调查，

计算各药剂对野艾蒿的株防效和地上部、地下部鲜

重防效。胡麻成熟后从试验小区中分别随机选取

３０株测定植株的株高、有效分茎数、蒴果数、果粒

数，计算其３次重复的平均值。将小区内胡麻全株

收获后晒干称取胡麻生物产量，计算３次重复小区

的平均生物产量并折算成单位面积生物产量。胡麻

收获后将３次重复小区的胡麻分别脱粒，将经过干

燥和清选获得的籽粒称重，计算小区的平均产量并

折算成单位面积籽粒产量。种子晒干后取样测定３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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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复的千粒重并计算平均值。

防治效果＝（ＣＫ－犘犜）／ＣＫ×１００％，其中ＣＫ

为空白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犘犜为处理区杂

草株数（或鲜重）。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数据处理，并采用ＤＰＳ７．０５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除草剂处理后胡麻的药害症状

如表２所示，不同除草剂处理后胡麻在不同时期表

现出不同的药害症状。２０％敌草快ＡＳ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处

理１ｄ后胡麻就出现严重的药害；２０％氯氟吡氧乙酸

ＥＣ７５０ｍＬ／ｈｍ２、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７５０ｇ／ｈｍ２、

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１５００ｇ／ｈｍ２处理１２ｄ后胡麻株

高明显低于对照，且后期恢复缓慢。８２％草甘膦异丙胺

盐ＡＳ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处理３０ｄ后胡麻植株停止生长。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８０ｇ／ｈｍ２、４８％灭草松ＡＳ３０００ｍＬ／

ｈｍ２、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８０ｇ／ｈｍ２＋９０％莠去津ＷＧ

１０５０ｇ／ｈｍ２、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８０ｇ／ｈｍ２＋５６％２甲

４氯钠盐ＳＰ１０５０ｇ／ｈｍ２处理未对胡麻产生药害。

表２　不同除草剂处理后胡麻的药害症状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犺狔狋狅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狊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犳犾犪狓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药害症状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前期植株正常，施药１２ｄ后植株表现低矮，叶片边缘干枯，施药

３０ｄ后叶片呈黄色，零星植株枯死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７０．５％ 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前期植株正常，施药１２ｄ后植株表现低矮，顶部叶片大部分干

枯，施药３０ｄ后植株高度参差不齐

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９０％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前期植株正常，施药１２ｄ后植株表现低矮，顶部叶片大部分干

枯，部分叶片呈黄色或深紫色，施药３０ｄ后少量植株枯死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无症状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９０％ 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无症状

２０％敌草快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ｄｉｇｕａｔ２０％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施药１ｄ后叶片呈深绿色，部分叶片干枯，施药１２ｄ后植株大部

分枯死，成熟期推迟１０ｄ左右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ＭＣＰＡＮａ５６％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无症状

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８２％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前期植株正常，施药１２ｄ后植株部分枯死，叶片呈浅黄色，施药

３０ｄ后植株停止生长

４８％灭草松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无症状

２．２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野艾蒿的防除效果

表３表明，从株防效来看，药后４５ｄ，７５％二氯吡

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９７．４６％）、７５％二氯

吡啶酸ＳＧ（９４．０４％）和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

去津ＷＧ（９３．２４％）的防效最好，显著高于其他药剂；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的株防效最低，仅为３．５％。

从地上部鲜重防效来看，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处理（９６．７７％）、７５％二氯吡

啶酸ＳＧ处理（９５．９０％）和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９０％莠去津ＷＧ（９４．６９％）处理的防效较高，三者没

有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８９．４０％）、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 ＡＳ（８６．４６％）、

４８％灭草松ＡＳ（５４．３２％）、７０．５％２甲·唑草酮 ＷＧ

（２９．４９％）和２０％敌草快ＡＳ（２．０８％）的地上部鲜

重防效；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９１．０３％）处理与７５％

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 ＷＧ、８２％草甘膦异丙

胺盐ＡＳ和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没有显著差异，

但低于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和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从地下部鲜重防效来看，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处理对野艾蒿地下部鲜

重防效最高，为９６．４％，与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９０％莠去津ＷＧ混配处理的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

于其他药剂；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

ＷＧ、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

ＡＳ、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对

野艾蒿地下部鲜重防效没有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

４８％灭草松ＡＳ、７０．５％２甲·唑草酮 ＷＧ和２０％敌

草快ＡＳ；７０．５％２甲·唑草酮 ＷＧ和２０％敌草快

ＡＳ对野艾蒿地下部鲜重防效低于５％。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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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由表４可知，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的经济性状

均有一定影响。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７０．５％２甲

·唑草酮ＷＧ、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７５％二氯吡啶

酸ＳＧ、２０％敌草快ＡＳ、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处理

后胡麻株高极显著或显著低于对照（犘＜０．０１或犘＜

０．０５），可见，这几种除草剂对胡麻株高具有强烈的抑

制作用。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７０．５％２甲·唑草

酮ＷＧ、２０％敌草快ＡＳ、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和

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处理后胡麻有效分茎数极显

著高于空白对照（犘＜０．０１），并且９０％２甲·草甘膦

ＳＰ、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处理后胡麻有效分茎数

分别达到１．１７个／株和１．０６个／株，较空白对照分别

增加１．０１个／株和０．９０个／株。由于以上除草剂对胡

麻营养生长的强烈抑制作用使得胡麻自身的生殖生长

得以加强，所以胡麻的有效分茎数显著高于空白对照。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２０％

敌草快ＡＳ、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

ＳＰ、４８％灭草松ＡＳ处理后胡麻蒴果数高于空白对照，

但除了２０％敌草快ＡＳ外与对照差异不显著，７５％二氯

吡啶酸ＳＧ处理后胡麻蒴果数最少，仅为３．２６个／株。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处理后胡麻果粒数显著高于

其他药剂处理，达到７．８６粒／果，而２０％敌草快ＡＳ处

理后胡麻果粒数最少，仅为３．７２粒／果，其他各药剂处

理后胡麻果粒数均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２０％氯氟

吡氧乙酸ＥＣ、２０％敌草快ＡＳ、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处理后胡麻千粒重极显著低于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９０％莠去津ＷＧ处理（犘＜０．０１）。２０％敌草快ＡＳ处理

后胡麻千粒重最小，为６．２９ｇ，这与该药剂严重抑制胡

麻生长、导致胡麻成熟期推迟有关。

２．４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生物产量的影响

作物生物产量受特有土壤和大气环境条件的共

同作用，除草剂的施用改变了土壤原有组分并干预土

壤生态环境，这种改变和干预常对作物的生物产量产

生一定的影响［６８］。表５表明：４８％灭草松ＡＳ处理后

胡麻折合生物产量为７２７１．３９ｋｇ／ｈｍ２，极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犘＜０．０１），较人工除草对照增加２８．１９％，

较空白对照增加７３．５８％；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和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

去津 ＷＧ混配处理后胡麻折合生物产量分别为

５００７．５０、５３５３．８９和４８１９．４４ｋｇ／ｈｍ２，较空白对照分

别增加１９．５３％、２７．８０％、１５．０５％，但较人工除草对

照分别降低１１．７２％、５．６１％和１５．０３％。７５％二氯

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处理后胡麻

折合生物产量为６０１８．０６ｋｇ／ｈｍ２，较人工除草对照和

空白对照分别增加６．１０％、４３．６６％，由此可见，施用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和４８％

灭草松ＡＳ对胡麻生物产量有一定的正效应。

表５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生物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狋犺犲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狔犻犲犾犱狅犳犳犾犪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小区生物产量／

ｋｇ·（１２ｍ２）－１

Ｐｌｏ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ｉｅｌｄ

折合生物产量／ｋｇ·（ｈｍ２）－１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ｉｅｌｄ

较ＣＫ２增加

百分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Ｋ２

较ＣＫ１增加

百分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Ｋ１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３．９２±０．１４）ｆＥ　 （３２７０．００±１１８．７０）ｆＥ　 －２１．９４ －４２．３５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７０．５％ 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６．０１±０．４５）ｄＣＤ （５００７．５０±３７１．７９）ｄＣＤ １９．５３ －１１．７２

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９０％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２．７１±０．１５）ｇＦ （２２５７．２２±１２４．３９）ｇＦ －４６．１２ －６０．２１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６．４２±０．３７）ｃｄＢＣ （５３５３．８９±３０８．０１）ｃｄＢＣ ２７．８０ －５．６１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９０％ 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５．７８±０．３４）ｄｅＣＤ （４８１９．４４±２８２．０１）ｄｅＣＤ １５．０５ －１５．０３

２０％敌草快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ｄｉｇｕａｔ２０％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２．３８±０．２０）ｇＦ （１９８３．８９±１７０．１４）ｇＦ －５２．６４ －６５．０２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ＭＣＰＡＮａ５６％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７．２２±０．７３）ｂＢ （６０１８．０６±６０５．３５）ｂＢ ４３．６６ ６．１０

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８２％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１．２２±０．３５）ｈＧ （１０１９．７２±２９３．１３）ｈＧ －７５．６６ －８２．０２

４８％灭草松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８．７３±１．０３）ａＡ （７２７１．３９±８５９．５１）ａＡ ７３．５８ ２８．１９

人工除草对照Ｍａｎｕａｌｗｅｅｄｉｎｇ（ＣＫ１） （６．８１±０．４８）ｂｃＢＣ （５６７２．２２±３９７．５１）ｂｃＢＣ ３５．４０ —

空白对照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Ｋ２） （５．０３±０．１９）ｅＤ （４１８９．１７±１５９．４１）ｅＤ 　　— －２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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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１期 柳建伟等：几种除草剂对恶性杂草野艾蒿的防除效果及对胡麻生长发育的影响

２．５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籽粒产量的影响

表６表明，参试除草剂对胡麻产量均有一定的影

响，减产程度在不同药剂间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

由于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

２０％敌草快ＡＳ、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处理对胡麻

株高、蒴果数、果粒数等经济性状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

响，从而引起胡麻大幅减产，胡麻籽粒产量较空白对照

降低４０．２０％～８４．８５％。４８％灭草松ＡＳ处理后胡麻

籽粒产量达到１２４３．８４ｋｇ／ｈｍ２，极显著高于其他药剂

处理（犘＜０．０１），较空白对照增加了６１．２７％，该药剂对

胡麻生长发育无影响，并较人工除草对照增加了

８．５７％。除４８％灭草松ＡＳ外，其他供试药剂处理后胡

麻籽粒产量较人工除草对照均出现不同程度降低，其

中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处理后胡麻籽粒产量较人

工除草对照减产８９．８０％，减产幅度最大，７５％二氯吡

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处理后胡麻籽粒产量

较人工除草对照减产８．０５％，减产幅度最小。

表６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胡麻籽粒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６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狋犺犲狔犻犲犾犱狅犳犳犾犪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小区产量／

ｋｇ·（１２ｍ２）－１

Ｐｌｏｔｙｉｅｌｄ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１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ｙｉｅｌｄ

较ＣＫ２增加

百分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Ｋ２

较ＣＫ１增加

百分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Ｋ１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７５０ｍＬ／ｈｍ２
（０．５５±０．０３）ｆＥ （４６１．２１±２５．８２）ｆＥ －４０．２０ －５９．７４

７０．５％２甲·唑草酮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７０．５％ ＷＧ　７５０ｇ／ｈｍ２
（１．１１±０．０４）ｄＣ （９２７．２３±３０．９８）ｄＣ ２０．２２ －１９．０７

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ＭＣＰＡ·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９０％ＳＰ　１５００ｇ／ｈｍ２
（０．３５±０．０３）ｇＦ （２９０．３３±２１．２４）ｇＦ －６２．３６ －７４．６６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８０ｇ／ｈｍ２
（１．１２±０．０４）ｄＣ （９３２．１６±３５．０７）ｄＣ ２０．８６ －１８．６４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９０％ ＷＧ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０．９６±０．０６）ｅＤ （８０３．２１±４４．３８）ｅＤ ４．１４ －２９．８９

２０％敌草快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ｄｉｇｕａｔ２０％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０．２１±０．００）ｈＧ （１７６．１０±１．５７）ｈＧ －７７．１７ －８４．６３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７５％ＳＧ＋ ＭＣＰＡＮａ５６％ＳＰ　８０ｇ／ｈｍ２＋１０５０ｇ／ｈｍ２
（１．２６±０．０９）ｃＢ （１０５３．４８±７３．８７）ｃＢ ３６．５９ －８．０５

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８２％ＡＳ　４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０．１４±０．０１）ｈＧ （１１６．８７±８．２１）ｈＧ －８４．８５ －８９．８０

４８％灭草松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ＡＳ　３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１．４９±０．０５）ａＡ （１２４３．８４±３７．６１）ａＡ ６１．２７ ８．５７

人工除草对照Ｍａｎｕａｌｗｅｅｄｉｎｇ（ＣＫ１） （１．３７±０．０９）ｂＡＢ （１１４５．６８±７０．２０）ｂＡＢ ４８．５４ —

空白对照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Ｋ２） （０．９３±０．０８）ｅＤ （７７１．３０±６４．３６）ｅＤ 　— －３２．６８

３　结论与讨论

化学除草是当前农作物田间杂草防除中最常用

的方法，其原理是化学药剂引起杂草生理异常导致

其死亡，以达到杀死杂草的目的［９］。本研究结果表

明，９０％２甲·草甘膦ＳＰ、８２％草甘膦异丙胺盐ＡＳ

对胡麻的经济性状影响不大，且对靶标杂草野艾蒿

的株防效、地上部、地下部鲜重防效均较高，但由于

其严重抑制胡麻生长，引起胡麻植株部分枯死并延

迟成熟期，导致胡麻生物产量和籽粒产量大幅下降。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对野艾蒿的株防效、地上部、

地下部鲜重防效均达到８０％以上，然而该药剂对胡

麻产生药害，致使胡麻经济性状指标值低于其他处

理，造成胡麻严重减产。７０．５％２甲·唑草酮 ＷＧ

对胡麻仅产生轻微药害，尽管该药剂对胡麻生物产

量和籽粒产量并无影响，但其对野艾蒿的株防效、地

上部、地下部鲜重防效均显著低于其他药剂处理。

２０％敌草快ＡＳ对胡麻产生严重药害，且对野艾蒿

防效甚微，导致胡麻严重减产。因此，上述５种除草

剂对胡麻的安全性低于其他药剂，不宜应用于胡麻

田野艾蒿的防治。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７５％二氯吡

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 ＷＧ混配、７５％二氯吡啶酸

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４８％灭草松ＡＳ

未对胡麻产生药害，对野艾蒿的株防效、地上部、地

下部鲜重防效、胡麻经济性状、生物产量以及籽粒产

量之间存在差异，其中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７５％二

氯吡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 ＷＧ混配、７５％二氯吡啶

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对野艾蒿的防效

均在９０％以上，４８％灭草松ＡＳ对野艾蒿的株防效、

（下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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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１期 赵建华等：玫烟色棒束孢耐热菌株的筛选及对麦长管蚜的致病力测定

稳定性的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毒力是衡量生防微生物菌种或菌株应用潜力的

重要指标，也是筛选优良生防菌株的基本依据。在

相同孢子浓度和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筛选获得的

耐热性不同的玫烟色棒束孢菌株对麦长管蚜均有一

定的致病力，不同耐热性菌株侵染致病效果不同且

差异明显。耐热性较强的玫烟色棒束孢ＩＦ９０４菌

株在较高浓度（１×１０７个／ｍＬ）时和较低浓度（１×

１０６个／ｍＬ）时，均表现出一定的致病力，且累积校正

死亡率随着孢子浓度的增加而升高。这与黄建华

等［１５］研究玫烟色棒束孢对小菜蛾致病力的研究结

果相似。表明玫烟色棒束孢ＩＦ９０４菌株是一株很

有应用潜力的生防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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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地下部鲜重防效分别为３９．９０％、５４．３２％、

６０．２４％，但其处理后胡麻生物产量和籽粒产量均最

高，这主要是由于灭草松对靶标杂草野艾蒿营养生

长的强烈抑制作用导致野艾蒿植株低矮，在与胡麻

的生长竞争中处于劣势，将野艾蒿的危害控制在胡

麻受害阈值以下所致。因此，对各除草剂处理后胡

麻的药害、经济性状、生物产量以及籽粒产量并结合

除草剂对野艾蒿的防除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胡麻田

恶性杂草野艾蒿防除除草剂选择适宜度依次为：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配＞

７５％二氯吡啶酸ＳＧ＞４８％灭草松ＡＳ＞７５％二氯吡

啶酸ＳＧ＋９０％莠去津ＷＧ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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