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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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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于
:%$#

年
'

月
:"

日
EG

月
:%

日选用
"

种典型药剂与
:

种助剂对长沙县郭公渡成片发生区旺盛期加拿大一

枝黄花进行了物理法联合化学法防除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割除保留
$%,9

茬
:>7

后喷施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G'=!%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G%%=!#

?

(

-9

:

R:%;

草

铵膦
/J!#G=&%

?

(

-9

:

&

:";

环嗪酮
JD&#'="%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与割除保留
:%,9

茬
:>7

后

喷施
:";

环嗪酮
JD&#'="%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环嗪酮
JD&#'="%

?

(

-9

:

R

乙基化和

甲基化植物油
$#%%=%%

?

(

-9

: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最佳$施药后
>!7

株防效均达到
$%%;

$地上与地下鲜重防

效分别在
'#;

&

'";

以上$且完全根腐$用药剂量也少%而
>%

组药剂中除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G'=!%

?

(

-9

:

&

:%;

氯氟吡氧乙酸
PM&%=%%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G%%=!#

?

(

-9

:

R

:%;

草铵膦
/J!#G=&%

?

(

-9

:三组低剂量药剂处理外$其他药剂的低剂量处理对留茬
>%

&

!%

&

"%,9

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防除均不能达到根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施药天数&施药剂量与施药后样方内腐烂株数呈正相关$而与施

药后样方内植株平均地上&地下鲜重均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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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枝黄花
6&'/21

(

&+101250*/*D=

为桔

梗目菊科多年生植物%靠种子和地下根状茎繁殖%有

长根状茎"

$

#

$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北美%于
:%

世纪

>%

年代作为庭院花卉引入中国上海+南京等地%随

后逸生至野外%成为恶性杂草$该草主要分布于中

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对入侵地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极易成为入侵

地唯一存在的植物"

:

#

$为解决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

的危害%许多研究者开展了该杂草的防控研究$董

梅等"

>

#提出可人工铲除小面积加拿大一枝黄花&沈

国辉等"

!

#提出机械耕翻结合复种可根除大面积加拿

大一枝黄花$但以上物理防除法费时+费力%受限制

的因素多$唐伟等"

"

#则从生物防治角度开展了利用

致病菌株防控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研究%首次报道了

引起加拿大一枝黄花病害的齐整小核菌
6+'5,&3/)-

,&'

7

*//

菌株
JM&!

%但仅停留于试验阶段$为克服成

片发生区加拿大一枝黄花物理法及生物法防治的不

足%周治明等"

&$$

#开展了单一药剂对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化学防除研究%筛选获得了防除效果较好的药

剂%但存在用药剂量大%且防效慢的问题"

$:

#

$为弥

补单一药剂防效的不足%提高防除效率%苏庆桂

等"

$>$"

#开展了不同药剂组合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研究%得出草甘膦
R

三氯吡氧乙酸
R

有机硅+氯氟吡

氧乙酸
R

二甲四氯和草甘膦
R

氯氟吡氧乙酸等组合

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优于单一药剂%但未明确最

佳防治时间和具体施药方法$同时%虽然上述某些

药剂组合的防效好%但高剂量用药带来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

$&$#

#

$尤其对旺盛期加拿大一枝黄花%盲目

滥用+大量或超量使用各种除草剂的问题比较突出%

危害较大$为有效提高对加拿大一枝黄花旺盛期

)夏季*的用药效果%降低药剂成本和药剂对环境的

危害%确保农产品产地安全%本研究在前期对加拿大

一枝黄花化学防除药剂筛选及其应用效能研究的基

础上%开展了物理法联合化学法防控旺盛期加拿大

一枝黄花的大田试验研究$探明了不同药剂及其组

合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效果%为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高效环保防控提供新的思路和技

术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仪器及试验材料

试验除草剂为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美国

孟山都公司*+

:";

环嗪酮
JD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四

川科尔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

氯氟吡氧乙酸
PM

)河北万全力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草铵膦
/J

)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试验助剂为农用有机硅增效剂)浙江省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维多利亚

化妆品公司*$

试验所用仪器为
DBgC(/:$%!]

电子分析天

平+

"%%9D

小型喷雾器$

!"#

!

研究地概况及试验时间

试验地设在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郭公渡)

:#=:'n]

%

$$>=:%nP

*%属于抛荒耕地%为
&

年生加拿大一枝黄

花成片集中发生区%发生面积为
:%-9

:

%其中有
>

块地已形成优势种群%面积约
:"%%9

:

$研究区周

边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水稻+大豆等$研究区加拿

大一枝黄花生境内仅长有零星杂草%分别为蒿子草+

空心莲子草和绿狗尾草等%且杂草种群结构单一%丰

度极低$

试验时间分别为
:%$#

年
'

月
:"

日和
#

月
$'E

$G

日$

'

月
:"

日对试验区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

进行割除%分别保留
$%

+

:%

+

>%

+

!%

+

"%,9

的茬$

#

月

$'E$G

日进行施药处理%施药时天气为多云%气温

:&

!

>%F

%西北风
>

级%空气湿度
'#;

%降水量为
%

%

适宜杂草施药$

!"$

!

试验设计及方法

!=$=!

!

预试验设计

:%$#

年
!

月在田间进行了预试验$结合文

献"

$&

#的研究结果%以内吸性除草剂
:%;

氯氟吡氧乙

酸
PM

+

:";

环嗪酮
JD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

-



!"

卷第
!

期 金红玉等!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和触杀型除草剂

:%;

草铵膦
/J

为药剂%选用农用有机硅增效剂+乙

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十八烯酸植物油为助剂进行

田间试验$试验分别设单一药剂处理组+单一药剂

R

助剂处理组+混合药剂处理组+内吸
R

触杀药剂处

理组%每种处理设置
"

个浓度梯度%

>

次重复$预试验

结果发现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环嗪酮
JD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等
$%

种药剂或药剂组合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最佳%能

彻底根除加拿大一枝黄花$本试验根据以上预试验

获得的药剂及其最佳施药剂量%开展物理法联合化学

法防除中晚期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田间试验$

!=$=#

!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药剂及其剂量为春季预试验中筛选的药剂

及其最佳剂量+最佳剂量的
&%;

与
!%;

$试验选用

助剂分别为农用有机硅增效剂和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

油%助剂用量)体积分数*为有机硅类
%=$;

+植物油类

%=>;

$各处理小区面积
"9

:

%药剂兑水量
&%9D

,

9

:

%

采用
"%%9D

小型喷雾器人工施药%每个处理重复

>

次$施药前先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分

别保留距地面
$%

+

:%

+

>%

+

!%

+

"%,9

的茬%待留茬的

加拿大一枝黄花每株长出
"

!

$%

片新叶之后再喷

药$喷完一种药剂后清洗喷壶%再配制其他药剂)具

体试验设计见表
$

*$

表
!

!

'

组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的药剂处理一览表!

$

+,-./!

!

*0;486B/2-0703/42/,4(/14;68260>/

)

28A

9

;86!&#(74

.

&"4/47$/,(,

9

.,14;:04B3066/2/14;4A--./B/0

)

B4;

药剂名称

I*._1,17*

有效剂量
$

,

?

-)

-9

:

*

E$

P88*,+1Z*7<0*$

有效剂量
:

,

?

-)

-9

:

*

E$

P88*,+1Z*7<0*:

有效剂量
>

,

?

-)

-9

:

*

E$

P88*,+1Z*7<0*>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65

-<02+*C10<

5

.<

56

)299<3149!$; /J

$%G'=!%

!!!!!

$&!&=$%

!!!!!

:'!>="%

!!!!!

:";

环嗪酮
JD-*W2i13<3*:";JD &#'="% $%>$=%%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65

-<02+*C10<

5

.<

56

)299<3149!$; /JR

2

?

.1,4)+4.2)<.

?

231,01)1,<3*0

6

3*.

?

10+1,2

?

*3+

$%G'=!%R&%%=%% $&!&=$%R&%%=%% :'!>="%R&%%=%%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65

-<02+*C10<

5

.<

56

)299<3149!$; /JR

*+-

6

)2+1<32379*+-

6

)2+1<3<8Z*

?

*+2_)*<1)0

$%G'=!%R$#%%=%% $&!&=$%R$#%%=%% :'!>="%R$#%%=%%

:";

环嗪酮
JD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W2i13<3*:";JDR2

?

.1,4)+4.2)<.

?

231,

01)1,<3*0

6

3*.

?

10+1,2

?

*3+

&#'="%R&%%=%% $%>$=%%R&%%=%% $'$#="%R&%%=%%

:";

环嗪酮
JD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W2i13<3*:";JDR*+-

6

)2+1<32379*+-

6

)2+1<3<8Z*

?

*+2_)*<1)0

&#'="%R$#%%=%% $%>$=%%R$#%%=%% $'$#="%R$#%%=%%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65

-<02+*C10<

5

.<

56

)299<3149!$; /JR

+.1,)<

56

.C_4+<+

6

)!#;PM

$%G'=!%R$:%%=!# $&!&=$%R$#%%=!# :'!>="%R>%%%=G&

:%;

氯氟吡氧乙酸
PMR:%;

草铵膦
/J

8)4.<W

656

.:%;PMR

?

)48<0132+*299<3149:%; /J

&%=%%R!$G=#% G%=%%R&:G=&% $"%=%%R$%!G=!%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R:%;

草铵膦
/J

+.1,)<

56

.C_4+<+

6

)!#;PMR

?

)48<0132+*

299<3149:%; /J

G%%=!#R!#G=&% $>"%=:!R'>!=&% ::"%=':R$::!=:%

:";

环嗪酮
JDR:%;

草铵膦
/J

-*W2i13<3*:";JDR

?

)48<0132+*299<3149:%; /J

&#'="%R&:G=!% $%>$=%%RG!!=:% $'$#="%R$"'>=&%

空白对照)仅割除地上部分加拿大一枝黄花%不喷药剂*

MV

)

6&'/21

(

&+101250*/* 1̂+-+-*2_<Z*

?

.<437

5

2.+

_*13

?

,4+<88237 1̂+-<4+0

5

.2

6

13

?

-*._1,17*0

*

%=%% %=%% %=%%

!

$

*表中
:%;

草铵膦
/J

为广谱触杀性除草剂%当其分别与
:%;

氯氟吡氧乙酸
PM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环嗪酮
JD>

种内

吸性除草剂组合施用时%先喷施内吸性除草剂%隔
:7

之后再喷施
:%;

草铵膦
/J

$

/00-<̂ 313+-*+2_)*

%

?

)48<0132+*299<3149:%;/J102,<3+2,+-*._1,17*=@-*32

55

)1*713,<9_132+1<3 1̂+-+-.**0

6

0+*91,-*._1,17*0

%

8)4.<W

656

.:%;PM

%

+.1,)<

56

.C_4+<+

6

)!#;PM237-*W2i13<3*:";JD

%

+-*0

6

0+*91,-*._1,17* 2̂00

5

.2

6

*781.0+

%

237+-*3

?

)48<0132+*29C

9<3149:%; /J 2̂00

5

.2

6

*728+*.+̂<72

6

0=

-

>':

-



:%$G

!"%

!

调查方法及药效计算方法

分别于施药后
$>

+

:>

+

>!7

观察加拿大一枝黄

花根+茎+叶等的变化%统计各样方加拿大一枝黄花

植株数)以叶片枯死%茎秆腐烂为判断植株死亡的依

据*%计算株防效$施药后
>!7

%割取植株地上部分

)茎叶*%称重%计算地上部鲜重防效&细致掘取植株

地下部分)根和地下茎*%清洗后阴晾
>-

%称重%计算

地下部鲜重防效$

株防效
U

)对照区株数
E

施药区株数*,对照区

株数
Q$%%;

&

鲜重防效
U

)对照区鲜重
E

施药区鲜重*,对照

区鲜重
Q$%%;

"

$G:$

#

$

!"'

!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利用
PW,*):%$%

+

BOJ'=%"

和

JOJJ:$=%

软件进行处理%利用
B43,23

氏新复极差

法分析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得到物理法联合化学法

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最佳处理方式$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药剂对留茬
!&7(

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防效

!!

由表
:

可知%留茬
$%,9

组中
$%

种药剂或药剂

组合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均较好%施药后
>!7

%除

:";

环嗪酮
JD

)

&#'="%

?

,

-9

:和
$%>$=%%

?

,

-9

:

*

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

-9

:

*组合分

别喷施与
:";

环嗪酮
JD

喷施
&#'="%

?

,

-9

:对加拿

大一枝黄花的株防效低于
G%;

外%其余药剂处理的株

防效均达到
G%;

以上$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G'=!%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G%%=!#

?

,

-9

:

R

:%;

草铵膦
/J!#G=&%

?

,

-9

: 和
:";

环嗪酮
JD

&#'="%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三组

处理的药剂剂量最低%见效也最快%施药后
$>7

株

防效均达到
G";

以上&施药后
>!7

株防效均达到

$%%;

%地上部鲜重防效达到
'#;

以上%地下部鲜重

防效均达到
'";

%根茎完全腐烂$而
:";

环嗪酮

JD

和
:";

环嗪酮
JD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两组

处理防效较差%均不能使根茎腐烂$

#"#

!

不同药剂对留茬
#&7(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防效

!!

由表
>

可知%留茬
:%,9

组中
:";

环嗪酮
JD

&#'="%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环嗪酮
JD&#'="%

?

,

-9

:

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

-9

:和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G%%=!#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三组

药剂处理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最好%药剂剂量

最低%见效最快%施药后
:>7

株防效均达到
$%%;

%

处理小区内的植株全部枯死&施药后
>!7

根茎完全

腐烂%地上部鲜重防效均达到
#%;

以上%地下部鲜

重防效均达到
'";

以上$而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

-9

: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

!$;

草甘膦异丙铵盐
/J$&!&=$%

?

,

-9

:

R!#;

三氯吡

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9

:和
:";

环嗪

酮
JD$%>$=%%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

!

组药剂处理虽均可达到根除效果%但见效慢%

用药剂量也更高%施药后
>!7

株防效均达到
$%%;

%

地上鲜重防效达到
#%;

以上%地下部鲜重防效达到

'%;

以上%根茎完全腐烂$

:";

环嗪酮
JD

+

!$;

草甘

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和
:%;

氯氟吡氧

乙酸
PMR:%;

草铵膦
/J

%高剂量药剂分别处理的防

效均低于低剂量药剂处理的防效$此结果说明施用

除草剂剂量越高的防除效果不一定越好%采用最佳施

药剂量即可$试验还发现%相同除草剂及其剂量对

留茬
:%,9

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效果缓于留茬

$%,9

%且达到根除效果所需药剂剂量也高$

#"$

!

不同药剂对留茬
$&7(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防效

!!

由表
!

可知%留茬
>%,9

组中
:";

环嗪酮
JD

$'$#="%

?

,

-9

: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R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G&

?

,

-9

:

和
:";

环嗪酮
JD$'$#="%

?

,

-9

:

R:%;

草铵膦

/J$"'>=&%

?

,

-9

:三组处理见效最快%防效最好%

施药后
:>7

试验小区内植株全部枯死%株防效均达

到
$%%;

&施药后
>!7

%试验小区地上部鲜重防效达

到
#%;

以上%地下部鲜重防效达到
'%;

以上%根茎

完全腐烂$而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草甘

膦异丙胺盐
/JR!#;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R:%;

草铵

膦
/J

和
:";

环嗪酮
JDR:%;

草铵膦
/J

四组处理

在施药后见效慢于上述三组药剂处理%施药后
>!7

的

防效才达到最佳$具体表现为!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G'=!%

?

,

-9

:施药后
>!7

%植株全枯死%根茎完

全腐烂%株防效达到
$%%;

%地上部和地下部鲜重防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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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金红玉等!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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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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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金红玉等!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分别为
#!=!!;

+

'"=%%;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

-9

:

R!#;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9

:和
:";

环嗪酮
JD$%>$=%%

?

,

-9

:

R

:%;

草铵膦
/JG!!=:%

?

,

-9

:两组药剂施药后
>!7

%

植株全枯死%株防效达到
$%%;

%地上部鲜重防效均

达到
#!;

以上&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

-9

:

R:%;

草铵膦
/J$::!=:%

?

,

-9

:

施药后
>!7

%植株全枯死%株防效达到
$%%;

%地上部+

地下部鲜重防效分别为
#&=&';

+

'#="';

$留茬

>%,9

组剩余药剂处理中%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环嗪酮
JD$%>$=%%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

剂
&%%=%%

?

,

-9

:和
:%;

氯氟吡氧乙酸
PMG%=%%

?

,

-9

:

R

:%;

草铵膦
/J&:G=&%

?

,

-9

: 三组处理的防效较

差%施药后
>!7

的株防效在
'';

!

#";

之间%根茎

未完全腐烂%无法达到根除效果$而留茬
>%,9

组

药剂处理中%防效最差的为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

-9

:和
:";

环嗪酮
JD$'$#="%

?

,

-9

:

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

,

-9

: 两组处

理%以最高剂量施药后
>!7

%株防效仅达到
&%;

%以

上两组处理株防效均低于同种药剂及其剂量对留茬

$%,9

+

:%,9

组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株防效$

#"%

!

不同药剂对留茬
%&7(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由表
"

可知%留茬
!%,9

组中
:%;

氯氟吡氧乙酸

PM&%=%%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和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G%%=!#

?

,

-9

:

R

:%;

草铵膦
/J!#G=&%

?

,

-9

:两组药剂处理防效最

好%施药量也最少%施药后
>!7

试验小区内植株全

部枯死%根茎腐烂%株防效均达到
$%%;

%地上部鲜

重防效均达到
#%;

以上$而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

环嗪酮
JD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和
:";

环嗪酮

JDR:%;

草铵膦
/J

五组药剂处理对加拿大一枝

黄花的防效低于上述两组药剂%其中
!$;

草甘膦

异丙胺盐
/J$&!&=$%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和
:";

环嗪酮
JD$%>$=%%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两组药剂用药量

较少%施药后
>!7

%株防效达到
#%;

以上%试验小区

内植株的根茎未明显腐烂&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

物油和
:";

环嗪酮
JDR:%;

草铵膦
/J

三组药剂

用药量较大%以最高剂量施药后
>!7

%株防效才达到

#%;

以上$留茬
!%,9

组剩余三组药剂处理对加拿

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差%以最高剂量施药后
>!7

试验

小区内部分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还长出新叶$

试验还发现%留茬
!%,9

组与留茬
$%

+

:%

+

>%,9

组试验小区内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的生长特性相

比%在施药前长出的新叶更多%植株更高%生物量也

更大$从本试验化学防除留茬
!%,9

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效果看%仅
:%;

氯氟吡氧乙酸
PMR:%;

草铵

膦
/J

和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R:%;

草铵膦
/J

两组药剂处理效果最佳%究其原因可能

是
:%;

草铵膦
/J

为广谱触杀型除草剂%先杀叶%通

过植物蒸腾作用在植物体内向上传导%可防除加拿

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而
:%;

氯氟吡氧乙酸
PM

和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为两种内吸性除

草剂%具有向下内吸传导作用%可防除植株地下部

分%所以%两种不同类型的除草剂组合施用%具有明

显的增效作用$

#"'

!

不同药剂对留茬
'&7(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由表
&

可知%留茬
"%,9

组中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

+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

,

-9

:

R!#;

三氯吡

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9

:

+

:%;

氯氟吡氧

乙酸
PMG%=%%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

+

!#;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

,

-9

:

R

:%;

草铵膦
/J'>!=&%

?

,

-9

: 和
:";

环嗪酮
JD

$%>$=%%

?

,

-9

:

R:%;

草铵膦
/JG!!=:%

?

,

-9

:

五组药剂处理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最好+用药

剂量最少%施药后
>!7

植株完全枯死%茎秆腐烂%

株防效均达到
$%%;

%地上部鲜重防效均达到
#%;

以上%地下部鲜重防效均达到
'%;

以上$而另外

五组药剂对留茬
"%,9

的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较

差%以最高剂量施药后
>!7

%株防效仅达到
'#;

以

上%且试验小区内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根茎也未完

全腐烂%无法根除加拿大一枝黄花$试验还发现%

留茬
"%,9

组相比于其他组%施药前长出的新叶更

多%生物量也更大%因此达到根除效果所需要的药

剂剂量也更高$

-

'':

-



:%$G

-

#':

-



!"

卷第
!

期 金红玉等!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

G':

-



:%$G

-

%#:

-



!"

卷第
!

期 金红玉等!典型药剂对不同留茬高度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

#"H

!

不同处理方式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长特性

与部分试验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

不同处理方式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长特性与

部分试验因子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

$从表
'

可知%

施药天数+施药剂量与施药后样方内腐烂植株数呈正

相关%而与施药后样方内植株平均地上部+地下部鲜

重均呈负相关%说明施药后时间越长%施药剂量越大%

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效果越好%试验小区内腐烂

植株数也越多%植株的腐烂程度也越高&而植株平均

叶片数量+样方内植株平均株高与施药后样方内腐烂

植株数均呈负相关%与施药后样方内植株平均地上

部+地下部鲜重均呈正相关%说明施药前样方内植株

叶片数越多%植株留茬越高%防除效果越差%样方内植

株的腐烂程度越低$相关性分析结果还表明%试验

小区内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的留茬高度越低%施药

后时间越长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效果越佳$

表
R

!

不同处理方式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长特性与部分试验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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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7482;86

!&#(74

.

&"4/47$/,(,A13/23066/2/1442/,4(/14;

项目

K+*9

相关性
M<..*)2+1<3

施药天数

L.*2+9*3+72

6

0

施药剂量

B<0*

样方内植株平均叶片数量

/Z*.2

?

*)*28349_*.<8

5

)23+0

样方内植株平均株高

/Z*.2

?

*

5

)23+-*1

?

-+

施药后样方内腐烂株数

]49_*.<8.<++*3

5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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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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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后样方内植株平均地上部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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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_<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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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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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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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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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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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后样方内植株平均地下部鲜重

/Z*.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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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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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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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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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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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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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1371,2+*701

?

3181,23+,<..*)2+1<32++-*)*Z*)<8%=%$

)

_1)2+*.2)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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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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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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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入侵地加拿大一枝黄花旺盛期一般株高
%=#

!

:=&9

%茎秆粗壮%平均茎粗达到
$,9

%木质化严重%

植株生物量大%所以对旺盛期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化

学防除往往防效差%加之植株高矮不一和施药操作

难度大等问题%即使高剂量用药防效也不明显$因

此%本试验采用物理法
R

化学法联合防治加拿大一

枝黄花$对旺盛期成片发生区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

时%先割除植株地上部分%保留
$%

!

:%,9

的茬%待

每茬长出
"

!

$%

片新叶后再喷施
!$;

草甘膦异丙

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三氯吡氧乙酸丁

氧基乙酯
PMR:%;

草铵膦
/J

和
:";

环嗪酮
JDR

:%;

草铵膦
/J

+

:";

环嗪酮
JDR

农用有机硅增效

剂和
:";

环嗪酮
JDR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五组

药剂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好%且用药剂量少$

以上五组药剂用量仅为春季预试验达到根除效果所

用相同药剂剂量的
!%;

%明显降低了除草剂产生的

药害$这主要是因为化学防除割除后留茬的加拿大

一枝黄花不仅降低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物量%而

且能做到对靶标物精准施药$试验还发现本试验采

用的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防除留茬
$%

+

:%,9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剂量为金红

玉等"

$&

#

:%$'

年
'

月获得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最佳

化学药剂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农用有机硅增

效剂处理中除草剂使用剂量的
&$;

$由此%与本课

题组前期开展的研究结果相比%本试验筛选所得的

药剂防效好%用药剂量低%土壤农药残留少$另外%本

试验所用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G'=!%

?

,

-9

:

R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

?

,

-9

:处理中除草剂的

剂量仅为苏庆桂"

$>

#研究所用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R!#;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PM

剂量的

">;

%不仅达到根除效果所用除草剂的剂量更低%而

且本试验中仅用了
!$;

草甘膦异丙胺盐
/J

一种除

草剂%减少了使用除草剂的种类和土壤中农药残留的

种类$与黄文生"

$$

#的研究结果比较%本试验所用
:";

环嗪酮
JD

达到根除效果的剂量为
$%>$=%%

?

,

-9

:

%

仅为前者所用剂量的
>';

%药剂使用量大大降低%

使用除草剂带来的土壤残留也会随之减少$从防治

成本上看%本试验虽明确了部分低剂量药剂能很好

地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但前期工作量大%人工投入

成本高%需要结合机械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才能降

低前期工作强度和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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