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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明确近年来安徽省麦田杂草种类组成及群落结构变化情况$本研究采用倒置+

]

,取样法对安徽省麦田杂

草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麦田杂草有
%#

科
<)

种$其中禾本科'菊科'蓼科种类最多%优势杂草有节

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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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区域性优势杂草有
*

种$常见杂草有
$

种$一般杂草有
*.

种%此

外$不同地区优势杂草存在差异$淮北草害区是以猪殃殃
j

节节麦
j

野燕麦为主的杂草群落&江淮丘陵草害区为日

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猪殃殃
j

?草&江南草害区为日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草%从杂草的分布来看$江淮丘陵草害

区的杂草群落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最高$杂草有
*"

种$香农指数最高$为
)8.!

&江南草害区杂草群落物种丰富度最

低$有
%<

种杂草$辛普森指数最高$为
&8&.<

$均匀度指数也较低$为
&8)#

$优势杂草突出&从相似性指数来看$安徽

省三大草害区之间的相似性指数都小于等于
&8*

$差异性较大%同时$安徽省麦田杂草入侵问题严重$节节麦甚至

已经成为某些地区的优势杂草之一$而大穗看麦娘
>D*

0

(1/'(+7)1

在安徽省局部地区也多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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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韩云静等!安徽省麦田杂草种类组成变化及群落特征分析

!!

小麦是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而安徽省

是中国小麦主产省份之一"全省耕地面积
!&$

万
'+

)

"

小麦常年种植面积
)!*

万
'+

)左右"其中以安徽北

部平原和中部丘陵地区为小麦主要种植区域$杂

草可与小麦竞争水&土&肥等营养因素"因此对小

麦产量的影响十分显著"甚至已成为小麦生产持续

发展的一大滞碍$安徽省小麦每年发生草害超过

)&&

万
'+

)

"约占种植面积的
$#8$1

"其中较重草害

面积约
%*&

万
'+

)

"可导致小麦产量损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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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重草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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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致小麦产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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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麦田杂草种类众多"主要有节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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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些年来"由于环境因素&农田耕作模式&除草剂

种类及使用剂量的变化"安徽省麦田杂草的种类和

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宋爱颖等报道安徽

省宿州市萧县麦田杂草时指出"萧县优势杂草较十

年前相比"优势阔叶杂草由泽漆&播娘蒿&荠变为婆

婆纳&猪殃殃&繁缕'鹅肠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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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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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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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

杂草野燕麦&节节麦等逐渐成为优势杂草*

)

+

$农田

耕作模式带来的杂草种类及群落变化也十分明显"

如张雪琳等报道"小麦 玉米轮作与小麦 水稻轮作

制度下"豫北麦田杂草种类及群落结构差异较大*

.

+

"

而安徽省北部正是以小麦 玉米轮作制度为主"中南

部则主要是小麦 水稻轮作制度$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对河南&山东&河北&湖北等

省份的麦田杂草种类及群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

报道"如高新菊等报道河南麦田杂草有
<<

种"以禾

本科
7FL/DLD

&菊科
20IDNL/DLD

&十字花科
5NL00,=

/L/DLD

为主*

!

+

%高兴祥等报道山东省麦田杂草有
"#

种"其中优势杂草有
%&

种*

*

+

$安徽省麦田杂草调

查则多集中在局部地区某个市县的杂草分析"如宋

爱颖等报道宿州市萧县麦田杂草有
)%

种"以阔叶

杂草为主*

)

+

"徐张芹等报道滁州天长市麦田杂草有

看麦娘&日本看麦娘&?草等禾本科杂草和猪殃

殃&婆婆纳等阔叶杂草*

"

+

$而目前尚未有关于安徽

省麦田杂草系统&全面的报道$

因此"为了及时掌握安徽省麦田杂草的分布现

状和分布规律"掌握麦田杂草种类的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为小麦田杂草的有效防治提供帮助$我们于

)&%<

年
g)&%$

年采用倒置,

]

-

#

点取样法对安徽

省
%*

个区县的麦田杂草进行了调查$

!

!

材料与方法

!"!

!

安徽省地理概况

安徽省居我国中部靠东"沿江通海"地势由平

原&丘陵&山地构成"地跨淮河&长江&钱塘江三大水

系$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年平均温度在
%!

!

%<i

之间"平均降水量
$&&

!

%$&&++

*

<

+

$

!"$

!

样点分布

根据安徽省农业区域和土壤气候特征"将安徽

省麦田杂草分为三大草害区"分别为淮北草害区&江

淮丘陵草害区和江南草害区$淮北草害区主要包括

淮河以北的区域"包括亳州市&淮北市&宿州市&阜阳

市&蚌埠市等"土壤为黄棕壤"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

候"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是安徽省小麦的主产区

之一"种植模式主要是玉米&小麦轮作$江淮丘陵草

害区主要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区域"占全省面

积约
*.8!1

"包括滁州市&合肥市&淮南市&六安市&

马鞍山市&芜湖市等"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

带上"地势多为丘陵和河谷平原"土壤为表潜灰泥

土"种植模式主要是水稻&小麦轮作或者水稻&油菜

轮作$江南草害区主要包括长江以南的区域"包括

池州市&宣城市&黄山市&铜陵市等"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地势较高"以山地为主"雨水充沛"植被的种

类&数量较多"种植模式多为水稻&油菜轮作"小麦种

植面积较少$

调查分别选择了以下地区调查杂草"淮北草害

区!阜阳市'颍泉区&太和县&颍上县(&宿州市'萧县&

泗县&維桥区(%江淮丘陵草害区!合肥市'庐江县&肥

西县&长丰县(&滁州市'天长县&凤阳县&全椒县(%江

南草害区!宣城市'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县($其中

江南草害区由于近些年耕作模式的变化"小麦种植

面积逐年减少"因此只选了
%

个市进行调查$本次

研究以每个市
.

个县"每个县
.

个镇作为代表"采用

倒置,

]

-

#

点取样法取样调查"同时结合耕作模式

进行选择$

调查田块选择!在
)&%<

年
g)&%$

年每年的
!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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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月对安徽省
*

个市
%*

个区县
!&*

个样点进行麦

田杂草的详细调查"每个样方的面积为
&8)*+

)

$

!"%

!

调查方法

杂草种类与分布调查采取倒置,

]

-

#

点取样

法*

$

+

"记载样框'样框为边长
&8*+

"面积
&8)*+

)的

正方形(内杂草种类及数量$禾本科以杂草茎秆数

为单位&其他科以杂草株数为单位$

%

(密度!单位面积内某一种杂草的株数$

"3

A

B

"式中
"

为密度'株#
+

)

(%

A

为杂草株

数%

B

为调查面积'

+

)

($

)

(频度!某一种杂草出现的田块数占调查总田

块数的百分比$

C

Q

(

,

+

Q

%

R

+

,

S

%&&1

"式中
C

为频度'

1

("

,

为调

查田块数"

R

+

为某一种杂草在调查田块
+

中出现与

否"出现即为
%

"未出现即为
&

$

.

(多度!某一种杂草总株数占调查的各种杂草

总株数的百分比$

多度
3

某一种杂草总株数#各种杂草总株数

4%&&1

$

!

(相对优势度!

K>3

KTjK"jKC

.

"其中
KT

是相对均度"即某种杂草的田间均度占所有杂草田

间均度和的比值'田间均度是某种杂草出现的样方

数占总调查样方数的比值(%

K"

是相对密度"即某

种杂草的田间密度占所有杂草密度和的比值%

KC

是相对频度"即某种杂草的田间频度占所有杂草频

度和的比值$杂草相对优势度高"则认为其为当地

主要的优势杂草$

*

(综合优势度!某种杂草的综合优势度是其在

各调查点的相对优势度的平均值*

#

+

$

"

(香农指数'

6'L--F-=],D-DN

(!

=

QU

(

!

+

K-!

+

"

辛普森指数'

6,+

J

0F-,-ODM

(!

B

Q

(

!

+

)

"其中
!

+

3

A

+

A

"

A

是样方中所有杂草的密度和"

A

+

是某种杂草
+

的

密度$均匀度指数'

7,DKF?

(!

N3= K-B

"物种丰富度

'

B

(是调查到的所有的杂草种类$如果某地区的这

些指数越高"则认为该地区的物种多样性程度

越高*

#%%

+

$

<

(索雷申'

6FND-0D-

(群落相似性系数!

2

B

3

)

P

$j?

"

P

是两个群落
>

和
#

共有的杂草种数"

$

是群

落
>

的杂草种数"

?

是群落
#

的杂草种数$若两个

群落相似性系数越高"则认为两个群落越相似*

#

+

$

$

!

结果与分析

$"!

!

安徽省小麦田杂草种类

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麦田杂草共有
%#

科
<)

种$其中禾本科&菊科&蓼科种类最多"禾本科杂草
%"

种"包括早熟禾
!($$,,/$>8

&野燕麦&雀麦
#'(*/1

P

$

3

(,+%/1['?-R8)-V?NN8

&节节麦&日本看麦娘&看

麦娘&?草&稗
E%5+,(%5.($%'/14

6

$..+

'

>8

(

5DL?P8

等"

占所有种数的
))8))1

%菊科杂草
%)

种"包括刺儿菜&

稻槎菜
M$

3

1$,$1&'/*$

3

(

6

(,(+7)1

'

VLM,+8

(

7Lal

Z85ND+DN

等"占所有种数的
%"8"<1

%蓼科杂草有
%&

种"包括蓄
!(.

06

(,/*$8+%/.$')>8

&西伯利亚蓼

!D1+?+'+%/*>LM+8

等"占所有种类的
%.;$#1

%其他

杂草种类较多的有十字花科&车前科&豆科等'表
%

($

$"$

!

安徽省麦田杂草类型划分

根据安徽省各地麦田杂草的发生优势度和危害

程度"将麦田杂草划分为
!

种类型"即优势杂草'

U2

)

*

(&区域性优势杂草'

.

'

U2

#

*

(&常见杂草'

%

'

U2

#

.

("一般杂草'

U2

#

%

(

*

%&

+

$由表
)

可知"节节

麦&野燕麦&日本看麦娘&看麦娘&?草&猪殃殃的综

合优势度大于
*

"对小麦的生长发育和产量有严重

影响"是安徽省麦田杂草的优势杂草$

阿拉伯婆婆纳&刺儿菜&野老鹳草&播娘蒿&打碗

花这
*

种杂草在安徽省麦田杂草中综合优势度在

.

!

*

之间或局部地区相对优势度
"

*

"对小麦产量影

响较大"耐药性强"防除困难"是区域性优势杂草$

荠&鹅肠菜&酸模叶蓼&稻槎菜&婆婆纳&早熟禾&

大野豌豆&藜这几种杂草在安徽省麦田杂草中综合

优势度在
%

!

.

之间"对作物的影响程度较低"为常

见杂草$

雀麦&匍茎通泉草&田紫草&蓄&香蓼&广布野

豌豆&大穗看麦娘等"在麦田中的综合优势度小于

%

"且发生面积少"对小麦生长发育影响很低"为一般

杂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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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安徽省小麦田杂草种类

)3?-+!

!

W++5,

;

+.'+,'1P*+3/4'+-5,'1F1*6'

;

208'1.+

科名

\L+,K

S

杂草

]DDO

种数

6

J

D/,D0

占所有种数

的比例#
1

7DN/D-IL

E

D

禾本科

7FL/DLD

节节麦
>)

6

+.(

3

1&$/1%5++YF008

&野燕麦
>8),$

:

$&/$>8

&雀麦
#'(*/1

P

$

3

(,+%/1['?-R8)-

V?NN8

&早熟禾
!($$,,/$>8

&日本看麦娘
>.(

3

)%/'/1

P

$

3

(,+%/16ID?O8

&看麦娘
>.(

3

)%/'/1$)4

@

/$.+16FRFK8

&?草
#)%G*$,,+$1

0

F+

6

$%5,)

'

6ID?O8

(

\DN-8

&碱茅
!/%%+,)..+$7+1&$,1

'

>8

(

7LNK8

&

"

草
!5$.$'+1$'/,7+,$%)$>8

&稗
E%5+,(%5.($%'/14

6

$..+

'

>8

(

5DL?P8

&假高粱
!1)/7(1('

6

5/*

:

$1%+%/.$')

'

UFMR?N

E

'

(

28YL+?0

&硬草
B%.)'(%5.($7/'$

'

>8

(

5DL?P8

&蜡烛草
!5.)/*

3

$,+%/.$4

&/* 9?O08

&芦苇
!5'$

6

*+&)1$/1&'$.+1

'

YLP8

(

[N,-8)-6ID?O8

&大穗看麦娘
>.(

3

)%/'/1*

0

(1/'4

(+7)19?O08

&棒头草
!(.

03

(

6

(,

:

/

6

$-HDD0)-6ID?O8

%" ))8))

菊科

20IDNL/DLD

泥胡菜
=)*+1&)

3

&+$.

0

'$&$

'

5?-

E

D

(

\,0/'DNl VD

S

DN

&刺儿菜
2+'1+/*$'8),1)PLN8+,&)

6

'+

:

(.+/*

],++)&_NLRFb0a,

&苦苣菜
B(,%5/1(.)'$%)/1>8

&稻槎菜
M$

3

1$,$1&'/*$

3

(

6

(,(+7)1

'

VLM,+8

(

7Lal

Z85ND+DN

&小蓬草
E'+

6

)'(,%$,$7),1+1>8

&鬼针草
#+7),1

3

+.(1$>8

&野艾蒿
>'&)*+1+$.$8$,7/.+

:

(.+$

YL-OFKKD

&多色苦荬
I-)'+1%5+,),1+10?R0

J

88)81+%(.('

&苦荬菜
I-)'+1

3

(.

0

%)

3

5$.$YL008

&香丝草
E'+

6

)'(,

?(,$'+),1+1>8

&一年蓬
E'+

6

)'(,$,,//1

'

>8

(

7DN08

&蒲公英
;$'$-$%/**(,

6

(.+%/* 9L-O8=VL̀̀ 8

%) %"8"<

通泉草科

VL̀L/DLD

匍茎通泉草
9$F/1*+

@

/).++VLa,-F % %8.#

车前科

7KL-IL

E

,-L/DLD

车前
!.$,&$

6

($1+$&+%$>8

&蚊母草
L)'(,+%$

3

)')

6

'+,$>8

&阿拉伯婆婆纳
L)'(,+%$

3

)'1+%$7F,N8

&

婆婆纳
L)'(,+%$

3

(.+&$\N,D0

! *8*"

大戟科

T?

J

'FNR,L/DLD

泽漆
E/

3

5('?+$5).+(1%(

3

+$>8 % %8.#

十字花科

5NL00,/L/DLD

荠
2$

3

1)..$?/'1$4

3

$1&('+1

'

>8

(

VDO,/

&播娘蒿
")1%/'$+,+$1(

3

5+$

'

>8

(

]DRR8)-7NL-IK

&碎米荠

2$'7$*+,)5+'1/&$>8

&野萝卜
K$

3

5$,/1'$

3

5$,+1&'/*>8

! *8*"

茜草科

U?R,L/DLD

猪殃殃
O$.+/*1

3

/'+/*>8 % %8.#

紫草科

5FNL

E

,-L/DLD

田紫草
M+&5(1

3

)'*/*$'8),1)>8

&附地菜
;'+

6

(,(&+1

3

)7/,%/.$'+1

'

[NDP8

(

5D-I'8)-5LaDN)&

VFFND

&柔弱斑种草
#(&5'+(1

3

)'*/*F)

0

.$,+%/*

'

A8AL/

e

?,-

(

@N?/D

. !8%<

苋科

2+LNL-I'L/DLD

喜旱莲子草
>.&)',$,&5)'$

3

5+.(-)'(+7)1

'

VLNI8

(

_N,0DR8

&藜
25),(

3

(7+/*$.?/*>8

&小藜
25)4

,(

3

(7+/*

:

+%+

:

(.+/*6+,I'

. !8%<

旋花科

YF-PFKP?KL/DLD

打碗花
2$.

0

1&)

6

+$5)7)'$%)$]LKK8

&圆叶牵牛
I

3

(*()$

3

/'

3

/')$>L+8 ) )8<$

豆科

\LRL/DLD

大野豌豆
L+%+$1+,(

6

+

6

$,&)$58A85LFl[?NKL-O

&广布野豌豆
L+%+$%'$%%$>8

&四籽野豌豆
L+%+$

&)&'$1

3

)'*$

'

>8

(

6/'NDRDN

&野大豆
O.

0

%+,)1(

P

$6,DR8)&W?//

! *8*"

蓼科

7FK

SE

F-L/DLD

蔓首乌
C$..(

3

+$%(,8(.8/./1

'

>8

(

>FPD

&蓄
!(.

06

(,/*$8+%/.$')>8

&酸模叶蓼
!(.

06

(,/*

.$

3

$&5+

:

(.+/*>8

&西伯利亚蓼
!(.

06

(,/*1+?+'+%/* >LM+8

&香蓼
!(.

06

(,/*8+1%(1/* 5?/'8=

9L+8

&杠板归
!(.

06

(,/*

3

)'

:

(.+$&/* >8

&叉分蓼
!(.

06

(,/*7+8$'+%$&/* >8

&绵毛酸模叶蓼

!(.

06

(,/*.$

3

$&5+

:

(.+/* >8PLN81$.+%+

:

(.+/*6,'RI'8

&红蓼
!(.

06

(,/*('+),&$.)>8

&丛枝蓼

!(.

06

(,/*

3

(1/*?/5?/'89L+8)-@8@F-

%& %.8$#

石竹科

YLN

S

F

J

'

S

KKL/DLD

鹅肠菜
9

0

(1(&(,$

@

/$&+%/*

'

>8

(

VFD-/'

&麦瓶草
B+.),)%(,(+7)$>8

&卷耳
2)'$1&+/*$'8),1)>8 . !8%<

桔梗科

YL+

J

L-?KL/DLD

半边莲
M(?).+$%5+,),1+1>F?N8 % %8.#

大麻科

YL--LRL/DLD

草
=/*/./11%$,7),1

'

>F?N8

(

VDNN8 % %8.#

毛茛科

UL-?-/?KL/DLD

茴茴蒜
K$,/,%/./1%5+,),1+15?-

E

D % %8.#

?牛儿苗科

_DNL-,L/DLD

野老鹳草
O)'$,+/*%$'(.+,+$,/*>8 % %8.#

鸭跖草科

YF++DK,-L/DLD

水竹叶
9/'7$,,+$&'+

@

/)&'$

'

]LKK8

(

5N?/a-8

&鸭跖草
2(**).+,$%(**/,+1>8 ) )8<$

唇形科

>L+,L/DLD

宝盖草
M$*+/*$*

3

.)-+%$/.)>8

&水珍珠菜
!(

6

(1&)*(,$/'+%/.$'+/1

'

>8

(

9L00a8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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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安徽省麦田主要杂草的相对优势度!

#

)3?-+$

!

K+-3/'8+507'131.+0473'1P++5,'1P*+3/4'+-5,'1F1*6'

;

208'1.+

杂草种类

]DDO0

J

D/,D0

相对优势度
UDKLI,PDOF+,-L-/D

淮北草害区

9?L,RD,LNDL

阜阳地区

\?

S

L-

E

LNDL

宿州地区

6?̀'F?LNDL

江淮丘陵草害区

A,L-

E

'?L,',KK

S

LNDL

滁州地区

Y'?̀'F?LNDL

合肥地区

9DQD,LNDL

江南草害区

A,L-

E

-L-LNDL

宣城地区

d?L-/'D-

E

LNDL

综合优势度

GPDNLKK

OF+,-L-/D

节节麦
>)

6

+.(

3

1&$/1%5++ %%8))&) %.8$$*! & & & *8&)%%

野燕麦
>8),$

:

$&/$ #8#&<) %"8"$*. )8<&%& %8)"!! & "8%%%"

日本看麦娘
>.(

3

)%/'/1

P

$

3

(,+%/1 )8"*!* & %*8!!)% )%8)&"" )"8%&<< %.8&$))

看麦娘
>.(

3

)%/'/1$)

@

/$.+1 *8$*#$ %8%.*# %*8)$$) %)8.#<. %"8!!&" %&8))!!

?草
#)%G*$,,+$1

0

F+

6

$%5,) .8*%#* & %&8#).) %.8!!!# )%8*&)% #8$<<#

荠
2$

3

1)..$?/'1$4

3

$1&('+1 &8$&%! .8!$"& &8*"$! &8")"# & %8&#"*

播娘蒿
")1%/'$+,+$1(

3

5+$ &8$&%! $8.<#! & & & %8$."%

猪殃殃
O$.+/*1

3

/'+/* %"8.%#< %!8"$!$ %.8$&%< "8%"*! .8<)!% %&8#.#%

阿拉伯婆婆纳
L)'(,+%$

3

)'1+%$ "8#%<# #8<"$) )8.<%! )8<*%! & !8."%$

刺儿菜
2+'1+/*$'8),1)PLN8+,&)

6

'+

:

(.+/* %&8$%"" !8%)$% &8$).. & & .8%*."

打碗花
2$.

0

1&)

6

+$5)7)'$%)$ "8!*"< .8.<"! %8*&#< &8#%!# & )8!*%*

蔓首乌
C$..(

3

+$%(,8(.8/./1 & & & .8*<." & &8<%!<

鹅肠菜
9

0

(1(&(,$

@

/$&+%/* %8!*<* %8)$)" .8*<<< !8&*<% )8<&.* )8"%*<

酸模叶蓼
!(.

06

(,/*.$

3

$&5+

:

(.+/* & & &8*"$! %8$!)& .8<&*) %8)).%

稻槎菜
M$

3

1$,$1&'/*$

3

(

6

(,(+7)1 & & &8*$$$ %8!."# $8!*"& )8&#"!

野老鹳草
O)'$,+/*%$'(.+,+$,/* !8&&.< )8%.%# "8%"#. .8#&$* *8$*%< !8!%.&

婆婆纳
L)'(,+%$

3

(.+&$ !8"$<# )8%$.. &8**$) & & %8!$*#

柔弱斑种草
#(&5'+(1

3

)'*/*F)

0

.$,+%/* & & .8)!!* & & &8"!$#

雀麦
#'(*/1

P

$

3

(,+%/1 & %8"&$) %8)$<* & & &8*<#%

早熟禾
!($$,,/$ %8%.&% &8"%#) & %8%%&& )8$"$& %8%!**

匍茎通泉草
9$F/1*+

@

/).++ & & %8%)$% %8$<.# &8$$"$ &8<<<$

田紫草
M+&5(1

3

)'*/*$'8),1) & )8.!%% &8**$) & & &8*<##

大野豌豆
L+%+$1+,(

6

+

6

$,&)$ %8")&$ &8"%$* &8"%#! )8)&%& & %8&%%#

藜
25),(

3

(7+/*$.?/* %8")%& %8)!#* )8$!*! %8%!<# & %8.<)$

蓄
!(.

06

(,/*$8+%/.$') %8".<! & &8*<#. &8!"#" & &8*.<.

香蓼
!(.

06

(,/*8+1%(1/* & & &8*"$! &8!"#" )8$*%! &8<<<#

广布野豌豆
L+%+$%'$%%$ & %8.&!" )8$)"< & & &8$)")

大穗看麦娘
>.(

3

)%/'/1*

0

(1/'(+7)1 %8#*<< %8!%&& & & & &8"<.*

!

%

(表中所列为相对优势度在
%

以上的杂草$

]DDO0b,I'LNDKLI,PDOF+,-L-/DFPDN%LNDK,0IDO,-I'DILRKD8

$"%

!

安徽省麦田杂草发生特点及群落结构

由于安徽省各地的种植模式&地理环境&农田生

态条件等不同"麦田杂草发生种类和群落结构也有

所差别$

由安徽省麦田杂草的相对优势度数据'表
)

(可

以看出"安徽省麦田杂草分布差异较大"淮北草害区

多为小麦 玉米轮作种植模式"杂草发生种类多"密

度大"猪殃殃&节节麦&野燕麦&刺儿菜&阿拉伯婆婆

纳相对优势度高"耐药性强"在该区域形成了猪殃殃

j

节节麦
j

野燕麦
j

刺儿菜
j

阿拉伯婆婆纳
j

打碗

花
j

婆婆纳的优势群落$江淮丘陵草害区多为稻麦

轮作或小麦 玉米轮作等种植模式"日本看麦娘&看

麦娘&猪殃殃&?草相对优势度高"耐药性强"在该区

域形成了日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猪殃殃
j

?草
j

鹅

肠菜
j

野老鹳草的优势群落$江南草害区以稻麦轮

作种植模式为主"气候湿润"而小麦种植面积少"杂

草种类较少$日本看麦娘&看麦娘&?草&稻槎菜相

对优势度高"耐药性强"在该区域形成了日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草
j

稻槎菜
j

猪殃殃
j

野老鹳草的优

势群落$

$"9

!

安徽省麦田优势杂草$变化趋势及入侵杂草

据安徽省各地麦田
)&%)

年
g)&%.

年的杂草调

查数据显示'未发表("阜阳市优势杂草是猪殃殃&播

娘蒿&野燕麦&刺儿菜&婆婆纳&日本看麦娘"宿州市

优势杂草是猪殃殃&播娘蒿&泽漆&刺儿菜&婆婆纳&

田紫草"滁州市优势杂草是猪殃殃&播娘蒿&小蓟'刺

儿菜(&田紫草&日本看麦娘&看麦娘&早熟禾"合肥市

优势杂草是看麦娘&日本看麦娘&?草&早熟禾&猪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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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野老鹳草"宣城市优势杂草是看麦娘&硬草&日本

看麦娘&?草&早熟禾&猪殃殃$

由以上数据对比可知"安徽三大草害区优势杂

草种群较前几年已经发生了变化"江南草害区优势

杂草种群由看麦娘&硬草&日本看麦娘转变为日本看

麦娘&?草&看麦娘"其中江南草害区?草发生严重"

已经逐渐成为当地优势杂草种群"而硬草危害得到

控制"发生频率降低%江淮丘陵草害区优势杂草种群

由看麦娘&猪殃殃&播娘蒿&日本看麦娘转变为日本

看麦娘&看麦娘&猪殃殃&?草"其中日本看麦娘在滁

州地区和合肥地区相对优势度均大于
%*

"是当地最

大优势种群"播娘蒿危害得到控制"发生频率降低%

而淮北草害区则是由猪殃殃&播娘蒿转变为猪殃殃&

节节麦&野燕麦为优势杂草种群"节节麦危害加重"

在阜阳和宿州地区相对优势度均排名前三"为当地

主要优势杂草种群之一$

节节麦是麦田恶性杂草之一"也是重要的检疫

对象"近些年它的分布正在逐年加大$在
)&%*

年之

前"有关节节麦的文献记载中安徽地区还没有发现

节节麦"而
)&%<

年于海燕等对节节麦进行的调研结

果显示"节节麦不仅在之前已经报道的地区出现"如

河南&河北等地大面积发生"而且在安徽&湖北等省

'市(亦有零星分布*

%)

+

"本研究在对安徽省麦田杂草

调查时发现"节节麦不仅在淮北草害区发生面积扩

大"而且已经成为某些地区的优势种群$

大穗看麦娘也是麦田的恶性杂草之一"且是多

个国家最严重的抗药性杂草之一$

)&%!

年"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首次报道中国大陆有大

穗看麦娘的发生"之后又先后在山东&河北&河南等

地发现大穗看麦娘*

%.

+

"本研究进行调查时发现在安

徽省宿州市&天长市也出现了大穗看麦娘$

$"#

!

安徽省麦田杂草群落的多样性

从物种丰富度比较可知"江淮丘陵草害区麦田

杂草群落物种丰富度最高"有
*"

种杂草"而江南草

害区杂草种类最少"只有
%<

种杂草%从物种多样性

来看"江淮丘陵草害区香农指数最高"为
)8.!

"江南

草害区最低"为
&8$.

$江南草害区杂草物种较少"

群落优势物种集中"辛普森指数最高"为
&8&.<

$

表
%

!

安徽省不同地区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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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4P++5.07761'/'+,3701

(

5'44+2+1/P*+3/4'+-5,'1F1*6'

;

208'1.+

区域

UD

E

,F-

物种丰富度

6

J

D/,D0N,/'-D00,-ODM

辛普森指数

6,+

J

0F-,-ODM

香农指数

6'L--F-=],D-DN,-ODM

均匀度指数

7,DKF?,-ODM

淮北草害区
9?L,RD,LNDL ." &8&&# &8#) &8)"

江淮丘陵草害区
A,L-

E

'?L,',KK

S

LNDL *" &8&." )8.! &8*$

江南草害区
A,L-

E

-L-LNDL %< &8&.< &8$. &8)#

$"O

!

安徽省麦田杂草群落的相似性

索雷申'

6FND-0D-

(群落相似性系数得出"淮北

草害区和江淮丘陵草害区杂草群落最为相似"相似

性指数为
&8*

"而淮北草害区与江南草害区相似性

指数最低"为
&8.&

$江淮丘陵草害区与江南草害区

的相似性指数介于中间"为
&8!%

$由此可见"安徽

省麦田杂草群落结构差异性很大"相似性指数都不

超过
&8*

$

表
9

!

安徽省不同地区麦田杂草群落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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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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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

'

$

(

群落
5

杂草#种数

]DDO0

J

D/,D0FQ

/F++?-,I

S

5

'

?

(

群落
2j5

共有杂草#种数

]DDO0

J

D/,D0FQ

/F++?-,I

S

2l5

'

P

(

群落相似性系数

6FND-0D-/FDQQ,/,D-I

FQ0,+,KLN,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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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草害区与江淮丘陵草害区

5DIbDD-9?L,RD,LNDLL-OA,L-

E

'?L,',KK

S

LNDL

." *" ). &8*&

淮北草害区与江南草害区

5DIbDD-9?L,RD,LNDLL-OA,L-

E

-L-LNDL

." %< $ &8.&

江淮丘陵草害区与江南草害区

5DIbDD-A,L-

E

'?L,',KK

S

LNDLL-OA,L-

E

-L-LNDL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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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安徽省麦田杂草共
%#

科
<&

多种"其中禾本科&

菊科&蓼科种类最多$从杂草发生优势度来看"节节

麦&野燕麦&日本看麦娘&看麦娘&?草&猪殃殃等

"

种优势杂草在全省发生&危害严重"阿拉伯婆婆

)

*%)

)



)&)&

纳&刺儿菜&野老鹳草&播娘蒿&打碗花等
*

种区域性

杂草也是目前安徽省麦田的主要杂草$因此有效控

制这
%%

种杂草危害是目前安徽省麦田杂草防除的

重点$

与
*

年前调查数据对比显示"安徽省各地麦田

杂草群落结构发生了变化"且各地区优势杂草不同$

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可能与自然地理环境&农药使用

种类&农田耕作模式&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如江淮

丘陵草害区因为小麦种植面积大"主要为水稻&小麦

轮作种植"雨水充足"温度适宜"因此麦田杂草种类

最多"物种丰富度最高"香农指数&均匀度指数均

最高"分别为
)8.!

&

&8*$

%淮北草害区主要为小麦&

玉米轮作区"地处平原"气候较淮河以南地区干

燥"机械化管理程度高"与之具有相似种植模式的

豫南平原区"杂草种类和数量均较少"群落结构简

单"而我们调查中也发现淮北草害区的麦田杂草发

生频率处于中等水平"辛普森指数最低"香农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也较低"分别为
&8#)

&

&8)"

"群落结

构简单$江南草害区由于近些年小麦种植面积较

少"麦田杂草的种类&发生频度最低"物种丰富度

也较低$

对比调查数据可知"日本看麦娘已经成为江南

草害区和江淮丘陵草害区最大优势杂草种群"而淮

北草害区则是以猪殃殃&节节麦&野燕麦为主要优势

杂草种群$各地间优势杂草种群差异明显"淮北草

害区是以猪殃殃
j

节节麦
j

野燕麦为主的杂草群

落%江淮丘陵草害区为日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猪殃

殃
j

?草%江南草害区为日本看麦娘
j

看麦娘
j

?

草$杂草群落结构的变化主要与耕作模式"除草剂

的类型&使用方式&剂型"农业机械跨区使用"不同地

区小麦引种等有关$例如联合收割机跨地区收割小

麦时"将麦田杂草种子带入不同地区"进而发生麦田

杂草入侵问题%长期使用单一性除草剂导致靶标抗

药性或耐药性强的杂草发生面积逐步增大"进而导

致了抗药性#耐药性杂草的快速发展"加大了杂草防

除的难度$因此"今后在实际生产中"应加强监测不

同地区优势杂草种群的发生发展"采取针对性防治

措施$

另外"本次调查中发现安徽省麦田入侵杂草问

题日益严重$如节节麦在安徽北部地区发生的严重

程度正逐年上升"甚至已经成为某些区域的优势杂

草之一$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中缺乏有效的节节麦防

除措施"节节麦防除困难"其危害面积有进一步扩大

的趋势*

%!

+

$同时"本次调查中"在宿州&天长等地

出现了大穗看麦娘"它具有生命力顽强&易导致小

麦倒伏&易对药剂产生抗药性*

%.

+等特点$国内目

前关于大穗看麦娘的研究较少"对该草缺少有效&

安全的防治措施$节节麦和大穗看麦娘都属于麦

田的恶性杂草"近些年来逐渐在安徽各地发生"且

发生频率逐年加大"原因可能是受到农产品贸易&

农业机械跨区使用&麦种引种&旅游等影响"杂草

种子被带入省内$因此"安徽省农业相关各部门今

后生产中应提高对麦田入侵杂草的重视度"通过加

强种子检验检疫等措施"防止恶性杂草的进一步扩

散"同时应密切关注安徽省麦田新杂草种群发生&

危害和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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