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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种稻田除草剂对丁香蓼的室内生物活性

田志慧，　袁国徽，　沈国辉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上海　２０１４０３）

摘要　采用室内盆栽试验方法开展了１１种稻田常用除草剂对丁香蓼生物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丁香蓼芽前使

用１０％吡嘧磺隆ＷＰ、４０％苄嘧·丙草胺ＷＰ，０～２叶期使用１９％氟酮磺草胺ＳＣ、１２０ｇ／Ｌ草酮ＥＣ，２～４叶期

使用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ＥＣ、３％氯氟吡啶酯ＥＣ、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１００ｇ／Ｌ双草醚ＳＣ和４～６叶期使

用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松ＡＳ，对丁香蓼的ＥＤ９０分别为４．１８、１０．３０，１．６１、２４１．６０，７．３１、９．７４、１１．８３、２８．９６

和１１７．７３ｇ／ｈｍ２，ＥＤ９０均低于供试药剂的田间常用推荐剂量，证明丁香蓼对上述药剂敏感，可作为生产上防

除丁香蓼的候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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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蓼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多分枝，株高可

达１００ｃｍ，适生于稻田、渠边及沼泽地
［１２］。近年

来，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少耕、免耕等水稻栽培

制度的发展以及长期使用酰胺类和磺酰脲类除草

剂，稻田杂草的种类、分布和危害程度均发生了变

化。丁香蓼在稻田逐渐上升为主要杂草，其发生面

积大、危害程度重。任永发等对杭州市直播稻田杂

草种类及优势种的调查发现，丁香蓼已上升为杭州

市稻田的优势杂草，其相对多度可达３５．２
［３］。２０１６

年和２０１７年丁香蓼在江苏高邮稻田的查见率分别

为７７．６７％和８３．９５％，平均密度为０．３７和０．４６

株／ｍ２，呈逐年上升趋势
［４］；袁树忠等的调查发现，

在扬州的沿江农区、丘陵农区和里下河农区的稻田

里，丁香蓼均为优势种［５］；在上海，虽然目前丁香蓼

仅在部分水稻田发生，综合优势度较小［６］，但有些田

块危害程度很高，且其发生与为害有逐渐蔓延和上

升的趋势。除草剂是防除稻田杂草的重要手段［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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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前稻田常用的除草剂品种中，哪些药剂可以有

效防除丁香蓼尚未见详细报道。为此，本研究通过

室内盆栽试验，评价了１１种稻田常用除草剂对丁香

蓼的生物活性，以期为该杂草的田间化学防除提供

技术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靶标

供试靶标为丁香蓼，其种子于２０１７年度采集于

上海市水稻田。种子经扬净、风干、去除杂质和空瘪

粒后，埋藏于野外４０ｃｍ土层下，２０１８年春季取出

种子，冲洗干净并风干后置于４℃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　供试药剂

从已登记的水稻田除草剂中，针对性地选择了

用于杂草不同叶龄的１１种除草剂产品，分别为

４０％苄嘧·丙草胺可湿性粉剂（ＷＰ），浙江天一农

化有限公司；１０％吡嘧磺隆可湿性粉剂（ＷＰ），日

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１９％氟酮磺草胺悬浮剂

（ＳＣ），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２％双唑草腈颗粒

剂（ＧＲ），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１２０ｇ／Ｌ

草酮乳油（ＥＣ），江苏省南通同济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ｇ／Ｌ双草醚悬浮剂（ＳＣ），日本组合化学工业株

式会社；７５％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ＷＧ），日本

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乳

油（ＥＣ），３％氯氟吡啶酯乳油（ＥＣ），２５ｇ／Ｌ五氟磺

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ＯＤ），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松水剂（ＡＳ），巴斯夫植物保护

（江苏）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温室盆栽法开展。将６０粒丁香蓼种

子点播于直径１０．６ｃｍ、高６．５ｃｍ的塑料盆钵中，

其中底土（有机质含量２．５％，ｐＨ６．８～７．１）高度为

５ｃｍ。为便于浇水，塑料盆钵中间放置直径４ｃｍ底

部有孔塑料杯。温室气温２５～３５℃，湿度大于

５０％，光照为自然光。

待丁香蓼长至试验苗龄时每盆定苗５０株进行

喷雾处理，每处理设４个重复。具体各药剂的施药

剂量（有效成分用量，下同）、施药时间及药后保水情

况见表１。用ＷＭ４无油空气压缩机通过耐压导管

连接喉头喷雾器喷头，每个药剂按由低浓度到高浓

度，分别吸取４．５ｍＬ已配制的试验药剂均匀喷洒

于放置试验杂草的０．１ｍ２的面积上。

表１　１１种除草剂对丁香蓼的室内生物活性测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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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Ｎｏ．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ｅ

使用方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１

２

４０％苄嘧·丙草胺ＷＰ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ｔｉｌａｃｈｌｏｒ４０％ ＷＰ

１０％吡嘧磺隆ＷＰ

ｐｙｒａｚ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６０、２４０、１８０、１２０、６０、３０、１５、７．５、３．７５

２２．５、１５、１１．２５、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０．９３８、０．４６９、０．２３５

杂草播种后出苗前用药，施药

后保持土壤湿润状态

３

４

５

１９％氟酮磺草胺ＳＣ

ｔｒｉａｆａｍｏｎｅ１９％ＳＣ

２％双唑草腈ＧＲ

ｐｙｒａｃｌｏｎｉｌ２％ＧＲ

１２０ｇ／Ｌ草酮ＥＣ

ｏｘａｄｉａｚｏｎ１２０ｇ／ＬＥＣ

５．７、２．８５、１．４２５、０．７１３、０．３５６、０．１７８、０．０８９、０．０４５

１２０、６０、３０、１５、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０．９３８、０．４６９

３６０、１８０、９０、４５、２２．５、１１．２５、５．６２５、２．８１３、１．４０６

杂草０～２叶期用药，施药后

保持浅水层并保水５ｄ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０ｇ／ＬＥＣ

１００ｇ／Ｌ双草醚ＳＣ

ｂｉｓｐｙｒｉｂａｃｓｏｄｉｕｍ１００ｇ／ＬＳＣ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３％氯氟吡啶酯ＥＣ

ｆｌｏｒｐｙｒａｕｘｉｆｅｎｂｅｎｚｙｌ３％ＥＣ

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

ｐｅｎｏｘｓｕｌａｍ２５ｇ／ＬＯＤ

１８０、１２０、６０、３０、１５、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０．９３８

３０、１５、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０．９３８、０．４６９、０．２３４、０．１１７

４５、２２．５、１１．２５、５．６２５、２．８１３、１．４０６、０．７０３、０．３５２、０．１７６

１８、９、４．５、２．２５、１．１２５、０．５６３、０．２８１、０．１４１、０．０７０

１５、７．５、３．７５、１．８７５、０．９３８、０．４６９、０．２３４、０．１１７、０．０５９

杂草２～４叶期用药，施药后

２４ｈ保持浅水层并保水５ｄ

１１
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松ＡＳ

ＭＣＰＡ·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６０ｇ／ＬＡＳ
１３８０、６９０、３４５、１７２．５、８６．２５、４３．１２５、２１．５６３、１０．７８１、５．３９０

杂草４～６叶期用药，施药后

２４ｈ保持浅水层并保水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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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处理

药后２１ｄ测量丁香蓼地上部分鲜重，计算各药

剂对丁香蓼的鲜重防效，采用ＤＰＳ软件计算药剂的

毒力基线、ＥＤ５０和ＥＤ９０及其９５％置信限、相关系数

等。鲜重防效＝（空白对照杂草鲜重 药剂处理杂草

鲜重）／空白对照杂草鲜重×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１种除草剂对丁香蓼的生物活性

试验结果表明，２个芽前处理药剂４０％苄嘧·

丙草胺可湿性粉剂和１０％吡嘧磺隆可湿性粉剂对

丁香蓼的ＥＤ５０分别为２．３０、０．３２ｇ／ｈｍ２，对丁香蓼

的ＥＤ９０分别为１０．３０、４．１８ｇ／ｈｍ２，可见，１０％吡嘧

磺隆可湿性粉剂对丁香蓼的活性＞４０％苄嘧·丙草

胺可湿性粉剂。

丁香蓼０～２叶期处理的药剂１９％氟酮磺草胺悬

浮剂、２％双唑草腈颗粒剂和１２０ｇ／Ｌ草酮乳油对丁

香蓼的ＥＤ５０分别为０．２７、１１．８２ｇ／ｈｍ２ 和１１．７６ｇ／

ｈｍ２，对丁香蓼的ＥＤ９０分别为１．６１、５０７．６１ｇ／ｈｍ２和

２４１．６０ｇ／ｈｍ２，比较活性结果，１９％氟酮磺草胺悬浮

剂＞１２０ｇ／Ｌ草酮乳油＞２％双唑草腈颗粒剂。

在２～４叶期处理的药剂中，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

乙酸乳油、１００ｇ／Ｌ双草醚悬浮剂、７５％氯吡嘧磺隆

水分散粒剂、３％氯氟吡啶酯乳油和２５ｇ／Ｌ五氟磺

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对丁香蓼的ＥＤ５０分别为０．７０、

０．２２、０．５１、０．８８ｇ／ｈｍ２和０．７７ｇ／ｈｍ２，对丁香蓼的

ＥＤ９０分别为７．３１、２８．９６、４４．０８、９．７４ｇ／ｈｍ２ 和

１１．８３ｇ／ｈｍ２。参考ＥＤ９０的情况，其活性２００ｇ／Ｌ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３％氯氟吡啶酯乳油＞２５ｇ／Ｌ

五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１００ｇ／Ｌ双草醚悬浮

剂＞７５％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

杂草４～６叶期处理的药剂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

松水剂对丁香蓼 ＥＤ５０和 ＥＤ９０分别为２１．９５和

１１７．７３ｇ／ｈｍ２（表２）。

２．２　１１种除草剂的犈犇９０与田间推荐剂量间的比较

将１１种药剂的ＥＤ９０与田间推荐剂量（图１）比

较可知，除了２％双唑草腈ＧＲ和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其他９种药剂的ＥＤ９０均低于田间推荐剂量，说

明这些药剂在田间推荐剂量条件下使用均可有效控

制丁香蓼。

表２　１１种除草剂对丁香蓼的生物活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１１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犔狌犱狑犻犵犻犪狆狉狅狊狋狉犪狋犪

编号

Ｎｏ．

供试药剂

Ｔｅｓｔｅｄ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ＥＤ５０（９５％ＣＬ）／

ｇ·（ｈｍ２）－１
ＥＤ９０（９５％ＣＬ）／

ｇ·（ｈｍ２）－１
斜率±标准误

Ｓｌｏｐｅ±ＳＥ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卡方值（自由度）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犱犳）

１
４０％苄嘧·丙草胺ＷＰ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ｔｉｌａｃｈｌｏｒ４０％ ＷＰ

２．３０

（２．０７～２．５６）
１０．３０

（９．７７～１１．３２）
１．９７±０．０８ １．００ ０．４０（７）

２
１０％吡嘧磺隆ＷＰ

ｐｙｒａｚ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０．３２

（０．２８～０．３６）
４．１８

（３．５８～４．８８）
１．１５±０．０５ ０．９９ １．１６（７）

３
１９％氟酮磺草胺ＳＣ

ｔｒｉａｆａｍｏｎｅ１９％ＳＣ

０．２７

（０．１８～０．４０）
１．６１

（１．１０～２．３６）
１．６４±０．２５ ０．４１ ７．２１（７）

４
２％双唑草腈ＧＲ

ｐｙｒａｃｌｏｎｉｌ２％ＧＲ

１１．８２

（８．６１～１６．２２）
５０７．６１

（２５１．７８～１０２３．３６）
０．７８±０．０９ ０．６８ ４．８０（７）

５
１２０ｇ／Ｌ草酮ＥＣ

ｏｘａｄｉａｚｏｎ１２０ｇ／ＬＥＣ

１１．７６

（８．０４～１７．２０）
２４１．６０

（１５７．２９～１２３．６９）
０．９８±０．１０ ０．７２ ４．５５（７）

６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ＥＣ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２００ｇ／ＬＥＣ

０．７０

（０．２５～１．９０）
７．３１

（３．９７～１３．４７）
１．２５±０．３３ ０．９５ ２．２５（７）

７
１００ｇ／Ｌ双草醚ＳＣ

ｂｉｓｐｙｒｉｂａｃｓｏｄｉｕｍ１００ｇ／ＬＳＣ

０．２２

（０．１２～０．４１）
２８．９６

（１１．９８～７０．００）
０．６１±０．０９ ０．２３ ８．１０（６）

８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０．５１

（０．２８～０．９０）
４４．０８

（１６．８１～１１５．５７）
０．６６±０．０９ ０．２９ ８．４７（７）

９
３％氯氟吡啶酯ＥＣ

ｆｌｏｒｐｙｒａｕｘｉｆｅｎｂｅｎｚｙｌ３％ＥＣ

０．８８

（０．６０～１．２８）
９．７４

（５．２６～１８．０２）
１．２３±０．１８ ０．０５ １４．３５（７）

１０
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

ｐｅｎｏｘｓｕｌａｍ２５ｇ／ＬＯＤ

０．７７

（０．４７～１．２６）
１１．８３

（４．６２～３０．２９）
１．０８±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８．７９（６）

１１
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松ＡＳ

ＭＣＰＡ·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６０ｇ／ＬＡＳ

２１．９５

（１８．８８～２５．５２）
１１７．７３

（９４．４４～１４６．７６）
１．７６±０．１１ ０．５８ ４．７６（６）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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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１种除草剂的犈犇９０和田间推荐剂量对比

犉犻犵．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犇９０狏犪犾狌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狉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犲犱犱狅狊犲狅犳１１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温室盆栽试验筛选出了对水稻田杂草

丁香蓼具有生物活性的多种除草剂，这些除草剂可分

别在丁香蓼不同发育阶段使用，能为稻田丁香蓼的防

除提供参考。丁香蓼出苗前，可使用芽前处理药剂４０％

苄嘧·丙草胺可湿性粉剂或１０％吡嘧磺隆可湿性粉剂，

丁香蓼出苗后至２叶期间，可使用１９％氟酮磺草胺悬浮

剂或１２０ｇ／Ｌ草酮乳油，丁香蓼２～４叶期可使用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乳油、３％氯氟吡啶酯乳油、２５ｇ／Ｌ

五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或１００ｇ／Ｌ双草醚悬浮剂，

丁香蓼４～６叶期可使用４６０ｇ／Ｌ２甲·灭草松水剂。

本研究中除草剂的室内毒力测定为温室盆栽试

验结果，可为丁香蓼的田间化学防除提供参考，但温

室环境与大田在湿度、温度、土壤、水浆管理等条件

上存在较大差异，各个药剂在田间的实际应用效果

有可能与温室试验结果存在差异，本盆栽试验中

３％氯氟吡啶酯乳油对丁香蓼的活性较高，但李建群

等２０１８年报道，３％氯氟吡啶酯乳油对丁香蓼防效

差［９］，因此３％氯氟吡啶酯乳油对蓼科杂草的效果

有待于田间进一步验证。此外，关于稻田杂草丁香

蓼化学防控体系的研究，除了关注对丁香蓼的防控

效果外，还应该关注和评价除草剂对不同栽培方式

下水稻生长的安全性，以及化学防控对后茬作物和

生态环境、人畜健康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

（下转２５８页）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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