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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典型化学药剂的

筛选及其应用效能

金红玉１，　肖顺勇２，　游　芳２，　许云海１，

刘亚宾１，　陈　蔚１，　毛友纯３，　杨海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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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防除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最佳除草剂及其剂量，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２１日在湖南省长沙县郭公

渡加拿大一枝黄花集中暴发地，选用２０１７年７月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试验中效果最佳的４种典型内吸性除草

剂、１种触杀性除草剂和３种助剂开展了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化学防除试验。结果表明，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

ＡＳ１７５６．５０ｇ／ｈｍ２、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７１８．５０ｇ／ｈｍ２、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７６９．２０ｇ／ｈｍ２＋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农用有机硅增效剂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２７４３．５０ｇ／ｈｍ２＋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

乙酯ＥＣ３０００．９６ｇ／ｈｍ２和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１５０．００ｇ／ｈｍ２＋２０％草铵膦ＡＳ１０４９．４０ｇ／ｈｍ２７组药剂处理

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佳，且用药量少。施药后３０ｄ，试验小区内植株均出现根腐株，防效均达到１００％，

地上和地下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７８％、６８％以上。这７组药剂组合可作为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的典型药剂进行推

广。与２０１７年夏季我们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化学药剂筛选结果相比，不仅提高了防效，还减少了用药量加拿大一

枝黄花化学防治的最佳时期为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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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一枝黄花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Ｌ．已列

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二批），为桔梗目菊

科植物，有长根状茎。其主要生长在河滩、荒地、公

路旁、农田边、农村住宅四周，靠种子、根状茎进行繁

殖，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１］。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入侵地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对生物

多样性的严重威胁［２］。加拿大一枝黄花极易导致本

土物种受到毁灭性损害，而成为入侵地唯一存在的

植物。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一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

物种的有效防除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因其超

强的繁殖能力和生长竞争优势，对其开展的生物防

治研究仅停留在试验阶段，未见应用；人工物理防控

手段成本高，防除不彻底，更无法适应成片暴发的加

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化学防除虽然存在环境污

染，但防治效果明显，是当前解决入侵地成片暴发加

拿大一枝黄花危害的最有效方式。针对加拿大一枝

黄花的严重危害，研究者［３１１］筛选出了一些对加拿

大一枝黄花效果较好的药剂，如氯氟吡氧乙酸、二甲

四氯钠、草甘膦、麦草畏、草甘·三氯吡、甲嘧磺隆、

环嗪酮等，但同时也存在见效慢，药剂用量大的缺

点。为克服单一药剂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不足，

研究者开展了药剂混用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试验

研究，并获得了草甘膦＋三氯吡氧乙酸＋有机硅、草

甘膦＋甲磺隆、氯氟吡氧乙酸＋二甲四氯钠和草甘

膦＋氯氟吡氧乙酸等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效果优

于单一药剂的药剂组合［１２１５］。但以上研究未明确防

治时间和具体药剂施药方法，导致防除高成本、高风

险，防效也得不到保障。由此，为了切实解决入侵地

成片暴发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同时降低化学药

剂施用量，做到科学选药与施药，我们根据２０１７年

７月在长沙县黄花镇郭公渡开展的加拿大一枝黄花

化学防除试验结果［１６］，采用筛选获得的４种内吸性

除草剂和１种触杀性除草剂，并以农用有机硅增效

剂、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十八烯酸植物油为助

剂，开展了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典型药剂的筛选及

其效能研究，旨在为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高效防

控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仪器及相关试验材料

１．１．１　试剂

内吸性除草剂［１６］：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河北

万全力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２５％环嗪酮ＳＬ，江苏

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

ＡＳ，美国孟山都公司；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

酯ＥＣ，四川科尔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触杀性除草剂［１６］：２０％草铵膦ＡＳ，苏州佳辉化

工有限公司。

试验助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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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烯酸植物油，中美诺威特生物营养有限

公司。

１．１．２　仪器与其他材料

ＬＤＸＦＡ２１０４Ｎ电子分析天平、５００ｍＬ小型喷

雾器１５个。

１．２　试验地概况及施药时天气

试验地设在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郭公渡（２８．２７°Ｎ，

１１３．２０°Ｅ），为５年生加拿大一枝黄花成片集中暴发区，区

域内加拿大一枝黄花分布面积为２０ｈｍ２，其中有３块地

形成了优势种群，发生面积约２５００ｍ２。研究区周

边种植有水稻、玉米、大豆等。研究区加拿大一枝黄

花生境内生有零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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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蓬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犮犪狀犪

犱犲狀狊犻狊（Ｌ．）Ｃｒｏｎｑ．和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Ｌ．）

Ｂｅａｕｖ．等，且杂草种群结构单一，丰度极低。

施药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２１日，晴天，气温

２０～３０℃，东南风１～２级，降水量为０，空气质量

良，适宜施药防除杂草。

１．３　试验设计及方法

采用２０１７年７月在长沙县黄花镇郭公渡开展

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化学防除试验［１６］中筛选获得的

４种内吸性除草剂和１种触杀性除草剂，以农用有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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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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典型药剂的筛

选及其效能研究。

试验分４组处理，分别为单一药剂处理组、单一

药剂＋助剂处理组、混合药剂处理组和先内吸性药

剂后触杀性药剂处理组。２０１７年７月开展的加拿

大一枝黄花化学防除试验发现，先喷施内吸性除草

剂再喷施触杀性除草剂的效果比先喷施触杀性除草

剂再喷施内吸性除草剂更好［１６］，所以本试验只做先

喷施内吸性除草剂后喷施触杀性药剂的处理，施药

时喷内吸性除草剂２ｄ后喷触杀性除草剂。单一药

剂处理组选用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２５％环嗪酮

Ｓ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

氧基乙酯ＥＣ４种内吸性除草剂；单一药剂＋助剂处

理组选用以上４种内吸性除草剂分别辅以０．１％农

用有机硅增效剂（体积分数，下同）、０．３％乙基化和

甲基化植物油和０．３％十八烯酸植物油
［１２］；混合药

剂处理组选用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４１％草甘膦

异丙铵盐ＡＳ、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４８％三氯

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４１％

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３个组合；先内吸性药剂后触杀

性药剂处理组选用４种内吸性除草剂和触杀性除草

剂２０％草铵膦ＡＳ。以上４组试验每种药剂均设５

个浓度梯度，每组设１个对照，每个处理重复３次。

１．４　试验处理与样本采集

各处理小区面积５ｍ２左右，每处理３个重复，

药剂兑水量６０ｍＬ／ｍ２，采用５００ｍＬ小型喷雾器人

工施药。前三组施药时尽量低喷，使药剂充分接触

茎秆；第４组施药时地上部分的上半部分喷触杀性

除草剂，而下半部分喷内吸传导性除草剂，喷施时尽

量低喷，使药剂充分接触茎秆。喷洒完一种药剂后，

应清洗喷壶，然后再配制其他药剂。

分别于施药后１０、２０、３０ｄ观察加拿大一枝黄

花变化情况，统计各样方加拿大一枝黄花株数（以心

叶枯死为判断植株死亡依据），计算株防效。施药后

３０ｄ，割取植株地上部分（茎叶），称重，计算地上部

分鲜重防效；细致掘取地下部分（根和地下茎），清洗

后阴晾３ｈ，称重，计算地下部分鲜重防效。

株防效＝（对照区株数－施药区株数）／对照区

株数×１００％；

鲜重防效＝（对照区鲜重－施药区鲜重）／对照

区鲜重×１００％。

１．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ＤＰＳ７．０５软

件进行处理，利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分析数据的

差异显著性，得到最优单一药剂或药剂组合。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一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效果

施药后单一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株防

效、地上和地下鲜重防效结果见表１，可知，对春季加

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好的为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和２５％环嗪酮ＳＬ，其中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１７５６．５０ｇ／ｈｍ２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７１８．５０ｇ／ｈｍ２

见效最快，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均达到１００％，地上和

地下部分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７８％、７７％以上，处理

小区内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根茎完全腐烂。其次为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以２０００．６４ｇ／ｈｍ２

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达到９０．４１％，地上和地下鲜重

防效分别达到７９．８６％和６３．３３％，试验小区内大部

分植株枯死。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对春季加拿大

一枝黄花防效最差，以最高推荐剂量２０１．００ｇ／ｈｍ２

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仅为４２．６６％，植株部分茎腐，

均未根腐。

表１　单一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狅狀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犻狀狊狆狉犻狀犵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１１Ｄ ４４．１７Ｇ ５８．２７Ｈ ６４．２９ＦＧ ０．００Ｌ

１６２．８０ １１．６２Ｇ ３２．５０Ｊ ６４．１０Ｇ ７１．７３Ｃ ５０．００Ｇ

１７５．６０ ９．９１Ｈ ５８．５３Ｄ ６４．２６Ｇ ６１．１８ＧＨ ０．００Ｌ

１８８．４０ ３．２２ＫＬ ２４．４７Ｌ ２４．６２Ｊ ２９．２１Ｌ ０．００Ｌ

２０１．００ ７．８０Ｉ ２４．６０Ｌ ４２．６６Ｉ ３０．３９Ｌ ０．００Ｌ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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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４１％ＡＳ

７６９．２０ ４．５２ＪＫ ２７．８６Ｋ ４６．５５Ｉ ５５．９８Ｊ ０．００Ｌ

１２６２．７０ ７１．１１Ａ ９７．４８Ｂ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２．９３Ｂ １５．００Ｉ

１７５６．５０ ２２．４７Ｃ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７．４７Ａ ７７．９８Ｃ

２２５０．００ ３６．１９Ｂ ５１．４８Ｅ ７２．１２Ｅ ５８．３７ＨＩＪ ５６．６７Ｆ

２７４３．５０ １５．２８Ｆ ９６．２６Ｂ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７．４０Ａ ６８．８９Ｄ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２０００．６４ ３．８４ＫＬ ３３．７１ＩＪ ９０．４１Ｃ ７９．８６Ｂ ６３．３３Ｅ

２２５０．７２ ２．９８Ｌ ４７．４７Ｆ ９０．９７Ｃ ５９．２８ＨＩ ２５．５６Ｈ

２５００．８０ １１．８８Ｇ ７５．７２Ｃ ８１．５９Ｄ ６２．３２ＥＦＧ ６．６７ＪＫ

２７５０．８８ ８．６３ＨＩ ４７．１０Ｆ ９５．７２Ｂ ６５．２２ＥＦ ６．６７ＪＫ

３０００．９６ ７．４８Ｉ ４０．９３Ｈ ９７．９９ＡＢ ５７．２９Ｊ ６．６７ＪＫ

２５％环嗪酮ＳＬ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１２５１．７５ ５．６６Ｊ １０．６６Ｍ ７０．９３Ｆ ３３．８５Ｋ ４．１７Ｋ

１４０７．２５ ２３．２３Ｃ ３１．４０Ｊ ９０．８９Ｃ ５６．８２ＩＪ ８．３３Ｊ

１５６３．００ １７．６０Ｅ ３５．２７Ｉ １００．００Ａ ６８．５３ＤＥ ７１．１１Ｃ

１７１８．５０ １１．８５Ｇ ３１．２８Ｊ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８．８４Ｂ ８４．７２Ａ

１８７４．００ １７．１５Ｅ ４９．４１Ｆ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１．８６Ｄ ８１．７６Ｂ

空白对照（清水处理）

ＣＫ（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００ ０．００Ｍ ０．００Ｎ ０．００Ｋ ０．００Ｍ ０．００

　１）表内数据为３次重复平均值，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ｆ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单一药剂＋助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

治效果

　　单一药剂＋助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株防

效、地上和地下鲜重防效结果见表２，可知，４１％草

甘膦异丙铵盐ＡＳ＋农用有机硅增效剂、２５％环嗪酮

ＳＬ＋农用有机硅增效剂和２５％环嗪酮ＳＬ＋乙基化和

甲基化植物油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好，且用药量

最少，其中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７６９．２０ｇ／ｈｍ２＋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施药后２０ｄ株防

效就达到了１００％，施药后３０ｄ地上和地下部分鲜重

防效分别达到８５．８９％、６８．３３％，试验小区内植株根

茎完全腐烂。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农

用有机硅增效剂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 和２５％环嗪酮ＳＬ

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１８００．００

ｇ／ｈｍ２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达到１００％，地上和地下

鲜重防效均达到８７％和６８％以上，根茎完全腐烂。

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

油和２５％环嗪酮ＳＬ＋十八烯酸植物油两组处理对

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虽能达到根除效果，但用药剂

量大，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乙基化和甲基化植

物油以最大推荐剂量２７４３．５０＋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施

药后３０ｄ株防效才达到１００％，试验小区内植株全

枯死；２５％环嗪酮ＳＬ＋十八烯酸植物油以较大剂量

１７１８．５０＋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施药后３０ｄ植株全枯死，

株防效达到１００％，地上部分鲜重防效达到８４．１７％。

在单一药剂＋助剂组剩余药剂处理中，４１％草甘膦

异丙铵盐ＡＳ２２５０．００ｇ／ｈｍ２＋十八烯酸植物油

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３０００．９６ｇ／ｈｍ２＋农用有机硅增效剂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２５００．８０ｇ／ｈｍ２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 和４８％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２０００．６４ｇ／ｈｍ２＋十八

烯酸植物油１８００．００ｇ／ｈｍ２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

防效较好，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均达到９０％以上，试

验小区内虽有大部分植株枯萎，但根茎未完全腐烂。

防效最差的为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与农用有机硅

增效剂、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和十八烯酸植物油

的复配组合，各处理的５个施药浓度均未达到根除

效果，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均在７５％以下，施药后试

验小区内仅少部分植株枯萎。

试验结果还表明，施药时分别添加本研究中的３

种助剂并不一定能促进除草剂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防除。添加农用有机硅增效剂对４１％草甘膦异丙铵

盐ＡＳ７６９．２０ｇ／ｈｍ２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

均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均达到

１００％，高于喷施单一药剂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７６９．２０ｇ／ｈｍ２ 与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

３０ｄ后的株防效４６．５５％、９０．８９％。乙基化和甲基

化植物油仅对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具有

明显增效作用。而十八烯酸植物油对２０％氯氟吡

氧乙酸ＥＣ、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２５％环嗪酮

ＳＬ和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均无明显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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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作用。单一药剂＋助剂试验组中，２０％氯氟吡

氧乙酸ＥＣ、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添加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及十八

烯酸植物油均无明显增效作用。

表２　单一药剂＋助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犿犻狓犲犱狑犻狋犺犪犱犼狌狏犪狀狋狅狀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犻狀狊狆狉犻狀犵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

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ｉｌｉｃｏｎ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

１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５．６３ＲＳＴ ２４．１１ＴＵＶＷＸ ３７．１０ＶＷ ６０．３４ＫＬＭ　 ０．００Ｗ

１６２．８０＋６００．００ ０．７１Ｗ ２６．４６ＲＳＴＵＶ ７３．０３Ｏ ８０．２２ＣＤＥ ２４．４４Ｏ

１７５．６０＋６００．００ ４．３１ＴＵ ２４．１８ＲＳＴＵＶＷ ４０．９０ＵＶ ６６．１３ＪＫＬＭ ３８．８９Ｋ

１８８．４０＋６００．００ ３．４２ＵＶ ３１．４４ＰＱＲＳＴＵ ５６．８９Ｒ ３９．７２ＷＸ １２．２２Ｒ

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００ ０．９８Ｗ ２１．２９ＵＶＷＸ ３３．９４Ｗ ４０．５７ＵＶＷＸ ０．００Ｗ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

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０．７１Ｗ １３．６０Ｘ １８．６３Ｘ ３９．５３ＶＷＸ ９．５２ＳＴ

１６２．８０＋１８００．００ ０．９５Ｗ １４．８３ＷＸ ３６．５５ＶＷ ５６．４１ＭＮＯＰ ２７．７８Ｎ

１７５．６０＋１８００．００ ６．９６ＯＰＱＲ ３５．４５ＯＰＱＲ ４５．０２ＴＵ ４２．７１ＴＵＶＷＸ ８．３３ＴＵ

１８８．４０＋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３０ＬＭ ４４．８６ＭＮＯ ５１．５６Ｓ ５２．７２ＰＱＲＳ ８．３３ＴＵ

２０１．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６．４２ＱＲＳＴ ３０．１８ＱＲＳＴＵＶ ３８．９４Ｖ ３９．１０ＵＶＷＸ ０．００Ｗ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十八烯酸植物油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

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８．１６ＮＯ ２８．６１ＲＳＴＵＶ ５１．５２Ｓ ４８．００ＲＳＴＵ １１．１１ＲＳ

１６２．８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１９ＵＶ １７．５４ＶＷＸ ３２．５３Ｗ ４１．７６ＵＶＷＸ １２．２２Ｒ

１７５．６０＋１８００．００ ４．３４ＴＵ ２２．２１ＳＴＵＶＷＸ ３７．１０ＶＷ ４７．５０ＲＳＴＵＶ ２４．４４Ｏ

１８８．４０＋１８００．００ ８．１６ＮＯＰ ２５．３２ＳＴＵＶＷＸ ６０．７２Ｑ ２９．０７Ｙ １０．３２ＲＳ

２０１．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１６．７２ＪＫ ３２．４７ＰＱＲＳＴＵ ４４．９１Ｔ ３６．９２Ｘ ５．５６Ｖ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ｉｌｉｃｏｎ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

７６９．２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９９ＬＭ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５．８９ＡＢＣ ６８．３３ＤＥ

１２６２．７０＋６００．００ ２５．５８Ｆ ９５．４２ＡＢ ９６．１４ＢＣＤＥ ７８．１１ＥＦＧ １９．４４Ｐ

１７５６．５０＋６００．００ ２０．４１Ｈ ９４．２８ＡＢＣＤ ９６．１９ＢＣＤＥ ８９．０６ＡＢＣ １７．７８Ｐ

２２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１８．４１ＨＩ ９７．０４ＡＢ ９８．２３ＡＢＣ ６１．６４ＬＭＮＯ １１．１１ＲＳ

２７４３．５０＋６００．００ ４９．１５Ｂ ９６．０２ＡＢ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４．７１ＢＣＤ ７０．００ＣＤ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 ＡＳ＋

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

７６９．２０＋１８００．００ ４．２８ＴＵ １０．９９Ｘ １９．５３Ｘ ２４．２１Ｙ ０．００Ｗ

１２６２．７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６．１９Ｃ ７４．１１ＥＦＧＨ ８２．３６ＬＭ ８５．４０ＡＢＣ ６３．８９Ｆ

１７５６．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１．７１Ｄ ７８．０１ＣＤＥＦ ８４．８１ＪＫＬＭ ６７．１８ＨＩＪＫＬ １１．１１ＲＳ

２２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２７．８７Ｅ ７９．３７ＣＤＥＦ ８４．８７ＪＫＬＭ ６９．０６ＦＧＨ ０．００Ｗ

２７４３．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４Ｌ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８．８７ＡＢ ６２．２２ＦＧ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十八烯酸植物油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

７６９．２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３．０９Ｄ ７１．７３ＦＧＨＩＪ ７７．３７Ｎ ６２．０２ＫＬＭ １９．４４Ｐ

１２６２．７０＋１８００．００ ５．２２ＱＲＳＴ ７９．２４ＣＤＥＦ ８４．５３ＫＬＭ ８８．６５ＡＢＣ ３６．６７Ｌ

１７５６．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１．８６Ｄ ５３．４６ＬＭＮ ５８．９２ＱＲ ５４．３２ＮＯＰＱ １５．００Ｑ

２２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Ｇ ９４．０４ＡＢ ９６．０７ＡＢＣＤ ８４．６２ＡＢＣＤ ７０．００Ｃ

２７４３．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２８．１９ＥＦ ９４．７６ＡＢ ９６．８９ＢＣＤＥ ８８．７４ＡＢＣ ６８．３３ＤＥ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ｉｌｉｃｏｎ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

２０００．６４＋６００．００ ３．３８ＵＶ ６１．６０ＪＫＬ ７０．８３ＯＰ ５０．８４ＰＱＲＳ ０．００Ｗ

２２５０．７２＋６００．００ ６．０８ＱＲＳＴ ５４．１６ＫＬＭＮ ８１．９８ＬＭ ５４．８９ＯＰＱ ８．３３ＴＵ

２５００．８０＋６００．００ ７．９６ＯＰＱ ４３．７４ＭＮＯＰ ８７．１５ＩＪＫＬ ７０．９７ＧＨＩＪＫ １９．４４Ｐ

２７５０．８８＋６００．００ ５．０５ＳＴＵ ６４．２５ＧＨＩＪＫ ８６．４６ＧＨＩＪ ６８．０１ＦＧＨＩＪ ５０．００Ｉ

３０００．９６＋６００．００ ６．９３ＯＰＱＲ ７５．５９ＦＧＨＩＪ ９１．７９ＥＦＧＨ ６２．７１ＫＬＭ １９．４４Ｐ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

２０００．６４＋１８００．００ ３．０７ＵＶ ３０．２８ＲＳＴＵＶ ３８．８１Ｖ ５１．２４ＱＲＳＴ １９．４４Ｐ

２２５０．７２＋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４１Ｌ ４５．３２ＭＮＯＰ ８１．４２ＭＮ ６２．２１ＫＬＭＮ １９．４４Ｐ

２５００．８０＋１８００．００ ８．４７ＮＯ ７９．０１ＥＦＧＨ ９０．４９ＨＩＪＫ ５２．３８ＰＱＲ ２７．７８Ｎ

２７５０．８８＋１８００．００ ４．０３ＴＵ ６２．５９ＨＩＪＫＬ ６８．２５Ｐ ５９．４２ＭＮＯＰ ６．６７ＵＶ

３０００．９６＋１８００．００ ７．４８ＯＰＱＲ ８２．６９ＣＤＥＦ ９０．６２ＦＧＨＩ ６２．１１ＬＭＮＯ ３０．００Ｍ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十八烯酸植物油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

２０００．６４＋１８００．００ ４０．３４Ｃ ５２．８９ＬＭＮ ９０．８８ＦＧＨＩ ４４．８８ＴＵＶＷ １１．１１ＲＳ

２２５０．７２＋１８００．００ ９．７８ＭＮ ６５．０４ＧＨＩＪＫ ８１．８１Ｍ ５９．５３ＭＮＯＰ ３０．５６Ｍ

２５００．８０＋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２８ＬＭ ７３．４５ＦＧＨＩ ９０．８０ＦＧＨＩ ７３．２７ＦＧＨＩ １８．８９Ｐ

２７５０．８８＋１８００．００ ５．６３ＲＳＴ ７８．７７ＤＥＦＧ ９５．７５ＡＢＣＤＥ ４６．９７ＳＴＵＶＷ ３８．８９Ｋ

３０００．９６＋１８００．００ ４．６９ＳＴＵ ５２．３６ＬＭＮ ８１．３３ＭＮ ６４．９０ＩＪＫＬＭ １８．８９Ｐ

２５％环嗪酮ＳＬ＋农用有机硅增效剂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ｉｌｉｃｏｎ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

１２５１．７５＋６００．００ ７．８６ＯＰ ３０．２３ＲＳＴＵＶ ８１．３９Ｍ ６４．３９ＫＬＭ １９．４４Ｐ

１４０７．２５＋６００．００ ６．４７ＰＱＲＳ ２９．３２ＲＳＴＵＶ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９．６４Ａ ８６．３０Ａ

１５６３．００＋６００．００ ５．２６ＳＴＵ ５２．４３ＬＭＮ ９６．７９ＡＢＣＤ ６７．９７ＨＩＪＫＬ ４４．４４Ｊ

１７１８．５０＋６００．００ １８．１５ＩＪ ４４．９２ＮＯＰＱ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５．７１ＡＢＣ ５８．３３Ｈ

１８７４．００＋６００．００ １７．６９ＩＪ ３７．８１ＯＰＱＲ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５．４１ＡＢＣ １５．００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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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

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５％环嗪酮ＳＬ＋乙基化和甲基化植物油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

１２５１．７５＋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５ＶＷ ３３．５１ＰＱＲＳＴ ８１．９８Ｍ ７６．９８ＤＥＦ １８．８９Ｐ

１４０７．２５＋１８００．００ ２８．９０ＥＦ ９０．７６ＢＣＤＥ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７．７９ＡＢ ６８．３３Ｅ

１５６３．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３２ＵＶ ５６．２４ＫＬＭ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７．７９ＡＢ ７６．６７Ｂ

１７１８．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９．６２ＭＮ ５３．３６ＫＬＭＮ １００．００Ａ ７４．９６ＥＦＧ ６１．１１Ｇ

１８７４．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Ｈ ６１．１７ＩＪＫＬ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７．９６ＡＢ ７６．６７Ｂ

２５％环嗪酮ＳＬ＋十八烯酸植物油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

１２５１．７５＋１８００．００ ０．６７Ｗ ３０．８４ＲＳＴＵＶ ６０．８６Ｑ ５８．９２ＭＮＯＰ １５．００Ｑ

１４０７．２５＋１８００．００ ０．６２Ｗ ３２．９７ＯＰＱＲ ５０．３３Ｓ ４２．７０ＵＶＷＸ ８．３３ＴＵ

１５６３．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１４．８８Ｋ ９５．６７ＡＢ ９８．８８ＡＢ ７６．５９ＥＦＧ １５．００Ｑ

１７１８．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５６．０２Ａ ８０．１１ＥＦＧＨ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４．１７ＢＣＤ ５８．３３Ｈ

１８７４．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３３．０３Ｄ ３５．６３ＯＰＱＲＳ ８０．６８ＭＮ ７４．２１ＥＦＧ １５．００Ｑ

空白对照（清水处理）

ＣＫ（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００ ０．００Ｗ ０．００Ｙ ０．００Ｙ ０．００Ｚ ０．００Ｗ

２．３　混合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效果

混合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株防效、地

上和地下鲜重防效结果见表３，可知，４１％草甘膦异

丙铵盐ＡＳ＋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对

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好，见效最快，其中

２７４３．５０＋３０００．９６ｇ／ｈｍ２施药后２０ｄ，试验小区

内植株全枯死，株防效达到１００％，施药后３０ｄ地上

和地下部分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８４．９８％、７１．６７％，

植株根茎完全腐烂。混合药剂处理组中，剩余两组

药剂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

ＡＳ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对

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较好，其中２０％氯氟吡

氧乙酸ＥＣ１６２．８０ｇ／ｈｍ２＋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

ＡＳ１２６２．７０ｇ／ｈｍ２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１２６２．７０ｇ／ｈｍ２施药后

３０ｄ，株防效均达到９２％以上，试验小区内虽有大部

分植株枯萎，但根茎未完全腐烂。试验还发现，除草

剂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与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

ＡＳ混合施用，能明显提高防除效果，其对春季加拿

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明显高于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单独施用。

表３　混合药剂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犿犻狓犲犱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狅狀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犻狀狊狆狉犻狀犵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

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１５０．００＋７６９．２０ ３２．３５Ｆ ８１．６４Ｃ ８５．７３Ｄ ７９．１９Ｃ ３１．１１Ｇ

１６２．８０＋１２６２．７０ ３８．６７Ｅ ８９．５５Ｂ ９２．１４Ｂ ７０．９４Ｄ ３１．１１Ｇ

１７５．６０＋１７５６．５０ ５９．０９Ｃ ８６．９５Ｂ ９１．３７Ｂ ５３．７０Ｇ ３３．３３Ｆ

１８８．４０＋２２５０．００ ３７．０２Ｅ ７２．７８Ｅ ９０．５９ＢＣ ６４．４８Ｆ ２７．７８Ｈ

２０１．００＋２７４３．５０ ６２．０２Ｃ ７９．９０Ｄ ８２．７０Ｄ ５５．７１Ｇ １１．１１Ｋ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７６９．２０＋２０００．６４ ５０．８１Ｄ ５５．６６Ｈ ７１．９３Ｅ ４２．４９Ｈ １７．７８ＩＪ

１２６２．７０＋２２５０．７２ ７１．３２Ｂ ７２．６２Ｅ ７４．５７Ｅ ７１．３１ＤＥ １８．８９Ｉ

１７５６．５０＋２５００．８０ ５２．６０Ｄ ５８．９４Ｇ ６２．３９Ｆ ７６．７５ＢＣ １６．６７Ｊ

２２５０．００＋２７５０．８８ ６１．８３Ｃ ８２．５０Ｃ ８７．５２ＣＤ ８５．０２Ａ ５８．３３Ｄ

２７４３．５０＋３０００．９６ ９３．２７Ｃ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４．９８ＡＢ ７１．６７Ｂ

２５％环嗪酮ＳＬ＋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１２５１．７５＋７６９．２０ １５．３３Ｇ ３３．１１Ｉ ４１．０４Ｇ ２８．７９Ｉ ０．００Ｌ

１４０７．２５＋１２６２．７０ １７．４４Ｇ ８８．６２Ｂ ９２．１４Ｂ ５１．８２Ｇ ４４．４４Ｅ

１５６３．００＋１７５６．５０ ３１．０７Ｆ ６４．６５Ｆ ９１．５３Ｂ ６５．２８ＥＦ ６１．１１Ｃ

１７１８．５０＋２２５０．００ ４．８４Ｈ ２６．７８Ｊ ９１．３２Ｂ ８５．３１Ａ ７４．４４Ａ

１８７４．００＋２７４３．５０ １７．８２Ｇ ７３．９０ＤＥ ９１．７２Ｂ ７１．３２Ｄ ６１．１１Ｃ

空白对照（清水处理）

ＣＫ（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００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Ｋ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Ｊ ０．００Ｌ

２．４　内吸性＋触杀性药剂组合对春季加拿大一枝

黄花的防治效果

　　内吸性＋触杀性药剂组合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株防效、地上和地下鲜重防效结果见表４，由

表４可知，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２０％草铵膦ＡＳ

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最好，见效最快，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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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少。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１５０．００ｇ／ｈｍ２＋２０％

草铵膦ＡＳ１０４９．４０ｇ／ｈｍ２施药后２０ｄ，试验小区

内植株全枯死，株防效达到１００％；施药后３０ｄ地上和

地下部分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９２．１０％、６９．４４％，植株根

茎完全腐烂。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２２５０．７２ｇ／ｈｍ２＋２０％草铵膦ＡＳ１２２４．２０ｇ／ｈｍ２

和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２０％草铵膦

ＡＳ１２２４．２０ｇ／ｈｍ２两组处理施药后见效缓于２０％

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１５０．００ｇ／ｈｍ２＋２０％草铵膦ＡＳ

１０４９．４０ｇ／ｈｍ２，施药后３０ｄ株防效才达到１００％，

地上和地下部分鲜重防效均分别达到８５．０８％和

７６．６７％，试验小区内植株全枯死。而内吸性＋触杀

性药剂处理组中，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最差

的为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２０％草铵膦ＡＳ，以

最高推荐剂量２７４３．５０＋１７４８．２０ｇ／ｈｍ２ 施药后

３０ｄ，株防效仅达到９５．０８％，试验小区内还有少量

植株未枯死。试验还发现，内吸性＋触杀性药剂处

理组中，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１５０．００ｇ／ｈｍ２、４８％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２２５０．７２ｇ／ｈｍ２ 和

２５％环嗪酮ＳＬ１４０７．２５ｇ／ｈｍ２分别与２０％草铵膦

ＡＳ分阶段施用后，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效明

显高于上述三种除草剂以相同剂量单独施用，两种

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分阶段施用具有明显的增效作

用。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与２０％草铵膦ＡＳ

组合分阶段施用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除无明

显增效作用。

表４　内吸性＋触杀性药剂组合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犪狀犱犮狅狀狋犪犮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狅狀犛狅犾犻犱犪犵狅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犻狀犲犪狉犾狔狊狋犪犵犲

药剂名称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３０ｄ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地上

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２０％草铵膦ＡＳ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ＥＣ＋

ｇｌｕｆｏ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２０％ＡＳ

１５０．００＋１０４９．４０ ９５．１９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９２．１０Ａ　 ６９．４４Ｃ

１６２．８０＋１２２４．２０ ８７．８０Ｂ ９１．８０Ｃ ９３．４３ＤＥ ７４．４６Ｊ ５５．５６Ｆ

１７５．６０＋１３９８．８０ ８９．４４Ｂ ９４．０９ＢＣ ９６．７５ＡＢＣＤ ７６．６２ＩＪ ５０．００Ｇ

１８８．４０＋１５７３．６０ ５３．２１Ｆ ８０．４９ＤＥ ９１．１１ＣＤ ８３．８９ＤＥＦＧ ６１．１１Ｅ

２０１．００＋１７４８．２０ ９３．５４Ａ ９４．０７Ｃ ９６．５９ＡＢＣＤ ６７．２８Ｋ ５５．５６Ｆ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

２０％草铵膦ＡＳ

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４１％ＡＳ＋

ｇｌｕｆｏ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２０％ＡＳ

７６９．２０＋１０４９．４０ ５９．４７Ｅ ６５．１８Ｇ ６５．６３Ｇ ６４．０５ＫＬ ５０．００Ｇ

１２６２．７０＋１２２４．２０ ６０．９１Ｅ ６４．２９Ｇ ６５．２２Ｇ ６２．７９Ｌ ５０．００Ｇ

１７５６．５０＋１３９８．８０ ５２．５８Ｆ ５８．６６Ｈ ５９．３４Ｈ ５３．６７Ｍ ４３．３３Ｈ

２２５０．００＋１５７３．６０ ４９．６３Ｇ ８０．７８ＤＥ ８４．１０Ｆ ９１．４９Ａ ９０．６１Ａ

２７４３．５０＋１７４８．２０ ５９．９７Ｅ ９３．１２Ｃ ９５．０８ＢＣＤ ８３．３８ＥＦＧ ６５．０８Ｄ

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ＥＣ＋

２０％草铵膦ＡＳ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ｂｕｔｏｔｙｌ４８％ＥＣ＋

ｇｌｕｆｏ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２０％ＡＳ

２０００．６４＋１０４９．４０ ３９．１７Ｈ ８０．７３ＤＥ ８８．２１Ｅ ７９．４９ＧＨ ４４．４４Ｈ

２２５０．７２＋１２２４．２０ ９２．１８Ａ ９８．３４ＡＢ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３．３１ＤＥ ６９．４４ＣＤ

２５００．８０＋１３９８．８０ ８６．５３Ｂ ９５．２６ＢＣ ９９．０７ＡＢ ８４．４５ＣＤＥ ６９．４４ＣＤ

２７５０．８８＋１５７３．６０ ３４．７７Ｉ ７２．４５Ｆ ７９．４９Ｆ ７８．８７ＦＧＨ ５０．００Ｇ

３０００．９６＋１７４８．２０ ７０．１９Ｄ ９１．６３Ｃ ９５．４０ＡＢＣＤ ８５．２１ＣＤ ４４．４４Ｈ

２５％环嗪酮ＳＬ＋２０％草铵膦ＡＳ

ｈｅｘａｚｉｎｏｎｅ２５％ＳＬ＋

ｇｌｕｆｏｓｉｎａｔｅ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２０％ＡＳ

１２５１．７５＋１０４９．４０ ９２．７２Ａ ９３．７３Ｃ ９７．２０ＡＢＣ ８７．５７ＢＣ ７６．６７Ｂ

１４０７．２５＋１２２４．２０ ７７．６７Ｃ ９７．３８ＡＢ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５．０８ＣＤＥ ７６．６７Ｂ

１５６３．００＋１３９８．８０ ４７．６３Ｇ ７９．７４Ｅ ９６．７６ＡＢＣ ７７．９４ＨＩ ５５．５６ＥＦ

１７１８．５０＋１５７３．６０ ６１．８９Ｅ ８０．０５Ｅ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３．１１ＤＥＦ ６９．４４ＣＤ

１８７４．００＋１７４８．２０ ３６．３２Ｉ ８２．２０Ｄ １００．００Ａ ８６．２９Ｂ ７０．００ＣＤ

空白对照（清水处理）

ＣＫ（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００ ０．００Ｊ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Ｎ ０．００Ｉ

３　讨论

春季（３月－５月）为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早期，

此时加拿大一枝黄花刚出齐苗，植株株高５０～８０ｃｍ，

植株幼嫩，生物量小。对春季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效

最佳的内吸性除草剂为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和

２５％环嗪酮ＳＬ，其单独施用，或辅以助剂有机硅、乙

基化和基化植物油和触杀性除草剂２０％草铵膦ＡＳ

施用，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均能达到根除效果。防除

时期不同，对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效果也会有差异。

在春季与夏季［１６］化学防除试验中，２０％氯氟吡氧乙

酸ＥＣ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在春季对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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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黄花的防效更好，用药剂量更少，其中，２０％氯

氟吡氧乙酸ＥＣ春季用药量为夏季
［１６］的８０％，而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春季用药量则为夏季
［１６］的

４６％，两者在春季施药后３０ｄ的防效均高于夏季施

药后３５ｄ防效
［１６］；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ＥＣ在春季与夏季施相同剂量，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株防效差异明显，春季的株防效为夏季的２倍；２５％

环嗪酮ＳＬ、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农用有机硅

增效剂和２０％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２０％草铵膦ＡＳ

在春季和夏季均能达到根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效

果，株防效均达到了１００％，但春季用药量低于夏

季，上述３组药剂春季用药总量分别为夏季用药总

量的８３％、６５％和６３％。与夏季除草剂筛选试验结

果［１６］相比，同一种药剂或药剂组合，在春季施药，不

仅能提高防效，还能减少用药量，原因可能是春季

加拿大一枝黄花植株生物量小，达到根除效果所需

除草剂用量也更少。另外，本试验所用４１％草甘

膦异丙铵盐ＡＳ７６９．２０ｇ／ｈｍ２＋农用有机硅增效

剂６００．００ｇ／ｈｍ２中除草剂剂量为苏庆桂
［１２］研究所

用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４８％三氯吡氧乙酸丁

氧基乙酯ＥＣ＋有机硅中混合药剂剂量的３７％，大

大降低了除草剂的用量，且春季仅用一种除草剂

４１％草甘膦异丙铵盐ＡＳ与农用有机硅增效剂混用

就能达到根除效果，减少了施用除草剂的种类，降低

了土壤农药残留。而本试验中采用４１％草甘膦异

丙铵盐ＡＳ单独施用也能达到根除效果，采用的剂

量为１７５６．５０ｇ／ｈｍ２，为苏庆桂
［１２］研究所用４１％草

甘膦异丙铵盐ＡＳ的９８％，虽所用４１％草甘膦异丙

铵盐ＡＳ剂量无显著差异，但减少了除草剂种类，同

时也无需添加助剂，大大降低了化学物质对土壤的

危害，并降低了成本。春季除草剂筛选试验中，对加

拿大一枝黄花防效较好的２５％环嗪酮ＳＬ所用剂量

１７１８．５０ｇ／ｈｍ２为黄文生
［１７］研究所用２５％环嗪酮

ＳＬ剂量的６２％，除草剂用量大大降低，成本和环境

危害也相应减少。本试验还将２５％环嗪酮ＳＬ与助

剂农用有机硅和触杀型除草剂２０％草铵膦ＡＳ组合

施用，防治效果明显增加。本试验虽筛选到了春季

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最佳药剂或药剂组合，但不

同除草剂在试验地土壤中的降解难度不同，上述最

佳药剂或药剂组合施用后的降解特性及残留还有待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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