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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我国长江流域冬小麦田杂草发生情况，采用倒置“Ｗ”方法取样对江苏、安徽和湖北省９４５个冬小麦田

杂草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冬小麦田共发现杂草９３种（变种），隶属于２８科７２属，其中禾本科杂草

最多，有１５种；其次是菊科杂草有１２种；蓼科杂草９种；十字花科７种；豆科和车前科各６种；石竹科５种。其中优

势杂草有猪殃殃、日本看麦娘、看麦娘、?草、野老鹳草、牛繁缕６种；区域性优势杂草有１７种，常见杂草有１２种，一

般杂草有５８种。根据物种多样性指数、辛普森指数及均匀度指数分析，孝感、阜阳、襄阳和宿州地区小麦田杂草群

落的物种多样性较高，宣城地区多样性最低。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ｓ相似度指数聚类结果发现，江苏北部地区麦区杂草组成与

安徽北部相似。各地小麦田杂草群落结构与组成的差异与气候条件、种植模式及除草剂应用等有关。

关键词　小麦；　杂草群落；　优势度；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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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小麦是我国第三大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和

水稻。江苏、安徽和湖北省是长江中下游小麦种植面

积最大的区域，常年播种面积在６００万ｈｍ２左右
［１］，

是长江流域冬季主要作物之一。然而小麦田杂草一

直是制约小麦丰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与小麦争夺

营养、光照和水分，还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近年来

随着耕种模式及除草剂的应用推广，小麦田杂草的种

群组成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据报道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长江中下游流域麦田主要优势杂草以阔叶类杂

草为主，禾本科杂草相对较少，主要优势种为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犪犲狇狌犪犾犻狊Ｓｏｂｏｌ．，牛繁缕（鹅肠菜）犕狔狅狊狅狋狅狀

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 （Ｌ．）Ｍｏｅｎｃｈ，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Ｌ．，

田紫草犔犻狋犺狅狊狆犲狉犿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Ｌ．，野燕麦犃狏犲狀犪犳犪狋狌犪

Ｌ．，大巢菜犞犻犮犻犪狊犪狋犻狏犪Ｌ．
［２７］。而随着麦田化学除草

剂的使用及免耕少耕技术的推广，小麦田杂草的群落

组成与结构也逐渐发生演替，阔叶杂草得到控制而呈

下降趋势，禾本科杂草群落逐渐上升成为优势种。９０

年代中后期，新型除草剂精唑禾草灵的广泛应用更

加剧了麦田难防禾本科杂草的演替，其中日本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Ｓｔｅｕｄ．，看麦娘，?草犅犲犮犽犿犪狀

狀犻犪狊狔狕犻犵犪犮犺狀犲（Ｓｔｅｕｄ．）Ｆｅｒｎ．等已经成为优势种，局

部地区硬草犛犮犾犲狉狅犮犺犾狅犪犱狌狉犪（Ｌ．）Ｂｅａｕｖ．和棒头草

犘狅犾狔狆狅犵狅狀犳狌犵犪狓Ｎｅｅｓ犲狓Ｓｔｅｕｄ．发生也较重
［８２１］。

近年来，稻茬麦田?草、日本看麦娘和硬草种群对

ＡＬＳ或ＡＣＣａｓｅ抑制剂等产生抗药性
［２２２７］，旱茬麦田

恶性杂草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狋犪狌狊犮犺犻犻Ｃｏｓｓ．、大穗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犿狔狅狊狌狉狅犻犱犲狊Ｈｕｄｓ．的发生面积不断扩大，

更加速了麦田杂草的演替。随着麦田杂草群落的演

替，草相发生的变化需要更精准的综合防控技术才能

达到一定的防效，而化学农药和化肥的零增长已经是

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是提高我国粮食

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要实现对小麦田杂草的科学

防控，因地制宜地制定防控策略，必须全面掌握小麦

田杂草群落组成及发生演替规律。江苏、安徽和湖北

是长江中下游小麦的主产区。本次研究针对各省不同

地区，不同轮作方式的麦田杂草进行了调查，以明确目

前麦田杂草发生危害现状、防治水平、杂草群落组成及

演替等，为建立科学麦田杂草防控技术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概况

调查样点地处东经１１１°４０′Ｅ～１１９°６０′Ｅ，北纬

２９°３９′Ｎ～３６°５０′Ｎ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最冷

月平均气温在０℃以上，年降水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ｍｍ，

小麦种植模式有稻 麦和旱 麦两种，为一年两熟作

物区。

１．２　调查方法及样地分布

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月对湖北省孝

感地区（汉川县、孝昌县、安陆县）、荆州地区（公安县、

洪湖县、监利县）和襄阳地区（宜城市、枣阳县、襄州

区）的９个县（区）２７个乡镇２４３个样地；安徽省滁州

地区（天长县、长山县、凤阳县、全椒县）、宿州地区（萧

县、泗县、維桥区）、宣城地区（宣州区、郎溪县、广德

县）、合肥地区（庐江县、肥西县、长丰县）和阜阳地区

（太和县、颍泉区、颍上县）的１６个县（区）４８个乡镇

４３２个样地；江苏省徐州地区（新沂县、贾汪区、开发

区、邳州市）、淮安地区（涟水县、金湖县、楚州县）、连

云港地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１０个县（区）３０个

乡镇的２７０个样点进行了麦田杂草调查，调查样点共

９４５个。调查方法采用倒置“Ｗ”９点取样法进行
［２８］，

样方面积为０．２５ｍ２（０．５ｍ×０．５ｍ），分别调查各

样方中的杂草种类和株数，并称量各种杂草鲜重。

１．３　数据统计及分析

根据各样地的调查数据计算杂草的相对优势

度、多样性及群落相似性。杂草多样性采用丰富度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犎′，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犇，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犑。各杂草的相对优势度犚犃＝

（犚犇＋犚犠＋犚犉）／３，其中犚犇为相对密度，即某种

杂草的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犚犠 为相对重量，即某

种杂草鲜重占样方中杂草总鲜重的比例；犚犉为相对

频度，及某种杂草出现的样方数占所有杂草出现的

总样方数的比例［２９］，计算公式如下：

犎′＝－∑犘犻·ｌｎ犘犻，犘犻＝犖犻／犖，

犇＝∑犘
２
犻，

犑＝犎′／ｌｎ犛。

　　犖犻为样方中第犻种杂草的密度，犖为样方中杂

草的总密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田杂草区系

经过调查共发现长江中下游小麦田杂草９３种

（表１），隶属于２８科７２属，其中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杂

草种类最多，有１５种，占杂草种类的１６．１％；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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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１２种，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９种、

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７种，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和车前

科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各６种，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５种，紫草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４种，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

ｌａｃｅａｅ和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各３种、蔷薇科Ｒｏｓａ

ｃｅａｅ、伞形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和桔梗科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各２种；大

麻科Ｃａｎｎａｂａｃｅａｅ、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茜草科Ｒｕ

ｂｉａｃｅａｅ、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牛儿苗科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大戟科Ｅｕ

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和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旋花科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通泉草科Ｍａｚａｃｅ

ａｅ和报春花科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各１种（表１）。其中蕨

类植物１种；单子叶植物２０种，占杂草种类２１．５％，

双子叶植物７２种，占杂草种类７７．４％。

２．２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田杂草种类

根据调查地区各种杂草的相对优势度、发生频

率以及在各地的发生危害情况，将所调查的杂草种

类分为４种类型，即优势杂草、区域性优势杂草、常

见杂草和一般杂草。优势杂草是在所有调查样地发

生优势度和频度都较高的杂草，防除较为困难。根

据综合优势度，各地区小麦田的优势杂草有猪殃殃、

看麦娘、日本看麦娘、?草、野老鹳草、牛繁缕６种。

节节麦、早熟禾、阿拉伯婆婆纳、硬草、野燕麦、雀麦、

大巢菜、棒头草、刺儿菜、卷耳、稻槎菜、婆婆纳、打碗

花、大穗看麦娘、播娘蒿、荠和藜等１７种杂草在部分

区域发生危害严重，防除较困难，对小麦生产造成危

害严重，为区域性优势杂草。通泉草、稻槎菜、蓄、

广布野豌豆、石龙芮、泽漆、泥胡菜、艾、酸模叶蓼、芥

菜、碎米荠、附地菜等１２种杂草虽然在大部分小麦

田都有发生，但优势度和频度不高，对小麦生长影响

较小，为常见杂草。有些杂草仅仅在部分区域发生，

优势度和频度较低，对小麦生长影响极小，为一般杂

草，有５８种（表１）。

表１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田杂草名录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犾犻狊狋狅犳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狑犺犲犪狋犳犻犲犾犱狊狅犳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紫草科 附地菜 犜狉犻犵狅狀狅狋犻狊狆犲犱狌狀犮狌犾犪狉犻狊（Ｔｒｅｖ．）Ｂｅｎｔｈ．犲狓Ｂａｋｅｒ犲狋Ｍｏｏｒｅ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田紫草 犔犻狋犺狅狊狆犲狉犿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Ｌ．
柔弱斑种草 犅狅狋犺狉犻狅狊狆犲狉犿狌犿狕犲狔犾犪狀犻犮狌犿 （Ｊ．Ｊａｃｑ．）Ｄｒｕｃｅ
斑种草 犅狅狋犺狉犻狅狊狆犲狉犿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Ｂｇｅ．

鸭跖草科 水竹叶 犕狌狉犱犪狀狀犻犪狋狉犻狇狌犲狋狉犪（Ｗａｌｌ．犲狓Ｃｌａｒｋｅ）Ｂｒｕｃｋｎ．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 犆狅犿犿犲犾犻狀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狊Ｌ．
旋花科 打碗花 犆犪犾狔狊狋犲犵犻犪犺犲犱犲狉犪犮犲犪Ｗａｌｌ．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车前科 水苦荬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狌狀犱狌犾犪狋犪Ｗａｌｌ．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阿拉伯婆婆纳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Ｐｏｉｒ．
蚊母草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犲犵狉犻狀犪Ｌ．
婆婆纳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狅犾犻狋犪Ｆｒｉｅｓ
北美车前 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狏犻狉犵犻狀犻犮犪Ｌ．
车前 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Ｌ．

通泉草科

Ｍａｚａｃｅａｅ

通泉草 犕犪狕狌狊狆狌犿犻犾狌狊（Ｎ．Ｌ．Ｂｕｒｍａｎ）Ｓｔｅｅｎｉｓ

苋科 喜旱莲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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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小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犳犻犮犻犳狅犾犻狌犿Ｓｍｉｔｈ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Ｌ．

石竹科 繁缕 犛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犿犲犱犻犪（Ｌ．）Ｖｉｌｌａｒｓ．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麦瓶草 犛犻犾犲狀犲犮狅狀狅犻犱犲犪Ｌ．

牛繁缕（鹅肠菜） 犕狔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 （Ｌ．）Ｍｏｅｎｃｈ

卷耳 犆犲狉犪狊狋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ｓｕｂｓｐ．狊狋狉犻犮狋狌犿Ｇａｕｄｉｎ

蚤缀 犃狉犲狀犪狉犻犪狊犲狉狆狔犾犾犻犳狅犾犻犪Ｌ．

禾本科 硬草 犛犮犾犲狉狅犮犺犾狅犪犱狌狉犪（Ｌ．）Ｂｅａｕｖ．

Ｐｏａｃｅａｅ 棒头草 犘狅犾狔狆狅犵狅狀犳狌犵犪狓Ｎｅｅｓ犲狓Ｓｔｅｕｄ．

早熟禾 犘狅犪犪狀狀狌犪Ｌ．

鬼蜡烛 犘犺犾犲狌犿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狌犿 Ｈｕｄｓ．

$草 犘犺犪犾犪狉犻狊犪狉狌狀犱犻狀犪犮犲犪Ｌ．

芦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Ｃａｖ．）Ｔｒｉｎ．犲狓Ｓｔｅｕｄ．

鹅观草 犈犾狔犿狌狊犽犪犿狅犼犻（Ｏｈｗｉ）Ｓ．Ｌ．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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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稗 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Ｌ．）Ｂｅａｕｖ．

雀麦 犅狉狅犿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Ｔｈｕｎｂ．犲狓Ｍｕｒｒ．

?草 犅犲犮犽犿犪狀狀犻犪狊狔狕犻犵犪犮犺狀犲（Ｓｔｅｕｄ．）Ｆｅｒｎ．

野燕麦 犃狏犲狀犪犳犪狋狌犪Ｌ．

大穗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犿狔狅狊狌狉狅犻犱犲狊Ｈｕｄｓ．

日本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Ｓｔｅｕｄ．

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犪犲狇狌犪犾犻狊Ｓｏｂｏｌ．

节节麦 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狋犪狌狊犮犺犻犻Ｃｏｓｓ．

天南星科 半夏 犘犻狀犲犾犾犻犪狋犲狉狀犪狋犪（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

Ａｒａｃｅａｅ

桔梗科 半边莲 犔狅犫犲犾犻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Ｌｏｕｒ．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拟鼠麴草 犘狊犲狌犱狅犵狀犪狆犺犪犾犻狌犿犪犳犳犻狀犲（Ｄ．Ｄｏｎ）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

报春花科 泽珍珠菜 犔狔狊犻犿犪犮犺犻犪犮犪狀犱犻犱犪Ｌｉｎｄｌ．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 猪殃殃 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Ｌ．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十字花科 菜 犚狅狉犻狆狆犪犻狀犱犻犮犪（Ｌ．）Ｈｉｅｒｎ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小花糖芥 犈狉狔狊犻犿狌犿犮犺犲犻狉犪狀狋犺狅犻犱犲狊Ｌ．

臭独行菜（臭荠） 犔犲狆犻犱狌犿犱犻犱狔犿狌犿Ｌ．

播娘蒿 犇犲狊犮狌狉犪犻狀犻犪狊狅狆犺犻犪（Ｌ．）Ｗｅｂｂ犲狓Ｐｒａｎｔｌ

碎米荠 犆犪狉犱犪犿犻狀犲犺犻狉狊狌狋犪Ｌ．

荠 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Ｌｉｎｎ．）Ｍｅｄｉｃ．

芥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犼狌狀犮犲犪（Ｌ．）Ｃｚｅｒｎａｊｅｗ

堇菜科 紫花地丁 犞犻狅犾犪狆犺犻犾犻狆狆犻犮犪Ｃａｖ．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伞形科 水芹 犗犲狀犪狀狋犺犲犼犪狏犪狀犻犮犪（Ｂｌ．）ＤＣ．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蛇床 犆狀犻犱犻狌犿犿狅狀狀犻犲狉犻（Ｌ．）Ｃｕｓｓ．

?牛儿苗科 野老鹳草 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犻犪狀狌犿Ｌ．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葡萄科 乌蔹莓 犆犪狔狉犪狋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Ｔｈｕｎｂ．）Ｇａｇｎｅｐ．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菊科 黄鹌菜 犢狅狌狀犵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ＤＣ．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蒲公英 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犿狅狀犵狅犾犻犮狌犿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苦苣菜 犛狅狀犮犺狌狊狅犾犲狉犪犮犲狌狊Ｌ．

稻槎菜 犔犪狆狊犪狀犪狊狋狉狌犿犪狆狅犵狅狀狅犻犱犲狊Ｍａｘｉｍ．

苦荬菜 犐狓犲狉犻狊狆狅犾狔犮犲狆犺犪犾犪Ｃａｓｓ．

剪刀股 犐狓犲狉犻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Ｂｕｒｍ．Ｆ．）Ｎａｋａｉ

泥胡菜 犎犲犿犻狊狋犲狆狋犻犪犾狔狉犪狋犪（Ｂｕｎｇ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Ｃ．Ａ．Ｍｅｙｅｒ

一年蓬 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犪狀狀狌狌狊（Ｌ．）Ｐｅｒｓ．

野塘蒿（香丝草） 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犫狅狀犪狉犻犲狀狊犻狊Ｌ．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Ｃ．Ｗｉｍｍ．犲狋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ｉ

鬼针草 犅犻犱犲狀狊狆犻犾狅狊犪Ｌ．

艾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Ｌｅｖｌ．犲狋Ｖａｎ．

唇形科 荔枝草 犛犪犾狏犻犪狆犾犲犫犲犻犪Ｒ．Ｂｒ．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宝盖草 犔犪犿犻狌犿犪犿狆犾犲狓犻犮犪狌犾犲Ｌ．

莎草科 香附子 犆狔狆犲狉狌狊狉狅狋狌狀犱狌狊Ｒｏｔｔｂ．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大麻科 草 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犱犲狀狊（Ｌｏｕｒ．）Ｍｅｒｒ．

Ｃａｎｎａｂａｃｅａｅ

石蒜科 薤白 犃犾犾犻狌犿犿犪犮狉狅狊狋犲犿狅狀Ｂｕｎｇｅ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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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蓼科 杠板归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狆犲狉犳狅犾犻犪狋狌犿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红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犲Ｌ．

酸模叶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Ｌ．

绵毛酸模叶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Ｌ．ｖａｒ．狊犪犾犻犮犻犳狅犾犻狌犿Ｓｉｂｔｈ．

叉分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犱犻狏犪狉犻犮犪狋狌犿Ｌ．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Ｌ．

卷茎蓼（蔓首乌） 犉犪犾犾狅狆犻犪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Ｌ．）Ｌｏｖｅ

齿果酸模 犚狌犿犲狓犱犲狀狋犪狋狌狊Ｌ．

粘毛蓼（香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狏犻狊犮狅狊狌犿Ｂｕｃｈ．Ｈａｍ．犲狓Ｄ．Ｄｏｎ

豆科 四籽野豌豆 犞犻犮犻犪狋犲狋狉犪狊狆犲狉犿犪（Ｌ．）Ｓｃｈｒｅｂｅｒ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救荒野豌豆 犞犻犮犻犪狊犪狋犻狏犪Ｌ．

小巢菜 犞犻犮犻犪犺犻狉狊狌狋犪（Ｌ．）Ｓ．Ｆ．Ｇｒａｙ

广布野豌豆 犞犻犮犻犪犮狉犪犮犮犪Ｌ．

南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犪Ｌ．

野大豆 犌犾狔犮犻狀犲狊狅犼犪Ｓｉｅｂ．犲狋Ｚｕｃｃ．

毛茛科 石龙芮 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狌狊狊犮犲犾犲狉犪狋狌狊Ｌ．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毛茛 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Ｔｈｕｎｂ．

茴茴蒜 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Ｂｕｎｇｅ

木贼科 节节草 犈狇狌犻狊犲狋狌犿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狌犿Ｄｅｓｆ．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 泽漆 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犺犲犾犻狅狊犮狅狆犻犪Ｌ．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蔷薇科 委陵菜 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Ｓｅｒ．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蛇莓 犇狌犮犺犲狊狀犲犪犻狀犱犻犮犪（Ａｎｄｒ．）Ｆｏｃｋｅ

２．３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田杂草发生特点及群落

结构

　　根据调查发现，长江中下游麦田杂草群落组成

以猪殃殃与禾本科杂草混合发生为特点，各地区稻

茬麦田与旱茬麦田中猪殃殃种群优势度均较高；此

外日本看麦娘、看麦娘和?草在稻茬麦田中发生优

势度较高，相对旱茬麦田中发生量低。整体来看，麦

田杂草群落结构及发生特点与栽培模式有直接关

系。猪殃殃、日本看麦娘、看麦娘、?草和牛繁缕、野

燕麦、野老鹳草属于各区域普遍发生的杂草；早熟

禾、节节麦和硬草等为区域性杂草。猪殃殃在所调

查样地均有发生，综合优势度最高，达１４．６０％，其

中在湖北襄阳地区优势度高达２８．８５％；其次为日

本看麦娘、看麦娘、?草和牛繁缕，综合优势度在

７．６０％～１１．８４％之间，多数田块杂草以这几种杂草

组成为主。野老鹳草虽然综合优势度不高，但在各

地均有发生，最高发生优势度在江苏徐州和湖北襄

阳，均达到１０％以上（表２）。各调查样地小麦田杂

草群落结构组成有所差异。

湖北省小麦栽培方式有稻茬小麦和旱茬小麦两

种，调查区包括江汉平原的荆州和孝感以及鄂西北

襄阳地区。该地区小麦田杂草发生以猪殃殃和早熟

禾为主，禾本科杂草占３２．７２％，各地杂草群落组成

有所差异，其中荆州地区麦田杂草群落组成以猪殃

殃＋早熟禾＋牛繁缕＋阿拉伯婆婆纳＋棒头草（?

草）为主；襄阳地区以猪殃殃＋牛繁缕＋野燕麦＋野

老鹳草＋阿拉伯婆婆纳＋?草为主，其中宜城市日

本看麦娘发生危害严重；孝感地区麦田杂草组成以

阔叶杂草为主，群落组成为猪殃殃＋野老鹳草＋大

巢菜＋卷耳，而汉川县早熟禾发生危害较重，优势度

高达３６．９２％，安陆县日本看麦娘发生危害较重，优

势度为１５．３９％。本地区猪殃殃、早熟禾和棒头草

的优势度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草相对发生较另外

两个省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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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田主要杂草优势度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狅犳犿犪犼狅狉狑犲犲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狑犺犲犪狋犳犻犲犾犱狊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

杂草名称

Ｗｅ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优势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滁州

Ｃｈｕｚｈｏｕ

合肥

Ｈｅｆｅｉ

宣城

Ｘ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

宿州

Ｓｕｚｈｏｕ

阜阳

Ｆｕｙａｎｇ

淮安

Ｈｕａｉ’ａｎ

连云港

Ｌｉａｎｙｕｎ

ｇａｎｇ

徐州

Ｘｕｚｈｏｕ

荆州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孝感

Ｘｉａｏｇａｎ

襄阳

Ｘ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综合优

势度／％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猪殃殃 １５．１８ ６．６８ １．９３ １３．０２ １４．３４ ９．６７ １５．９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７ １４．５０ ２８．８５ １４．６０

日本看麦娘 １７．９５ ２９．９３ ３４．６２ ０．００ ２．２３ １９．５０ １３．７６ ２．３６ ０．００ ４．１７ ５．７３ １１．８４

看麦娘 １７．９９ １３．４１ １７．２８ １．０６ ７．０２ ９．３５ １４．９５ １８．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６ ０．２４ ９．２２

?草 １５．８５ ２１．１２ ２９．０９ ０．００ ４．３７ １０．９６ ２．３７ ０．６５ ４．９５ ２．３９ ５．５４ ８．８４

牛繁缕 ２．９８ ３．６５ １．４８ ０．４７ １．０４ ３０．６４ ９．０７ ９．９４ ７．５７ ４．０１ １２．７８ ７．６０

野燕麦 ３．３９ １．６８ ０．００ ２７．８６ ２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３ ７．４４ ３．８４ １１．９７ ７．０４

野老鹳草 ４．９４ ３．８１ ３．３２ ０．９１ ３．２７ １．１７ １．９６ １０．１５ ０．９１ ４．７１ １１．２１ ４．２１

早熟禾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３９ １７．０９ ０．００ ４．０４

阿拉伯婆婆纳 １．８５ ２．４４ ０．００ ９．６０ ７．０６ ０．３７ １．４８ １．３４ １０．９０ ０．７６ ４．７０ ３．６８

节节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６ １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９

硬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９ ０．００ ６．７１ １６．８４ ６．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７７

荠 ０．２３ ０．３６ ０．００ ２．０６ ０．２７ ３．７４ ３．８４ ４．３１ １．１１ ３．３４ １．１１ １．８５

刺儿菜 ２．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９ ８．７３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６９ １．３５ ０．５４ １．３０ １．７０

大巢菜 ０．４１ １．０９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５１ ０．６１ １．０６ ０．８７ ０．１５ ９．９８ １．９８ １．５３

播娘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８３ ０．３１ ０．２３ ２．６８ ４．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５ １．２８

雀麦 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３ １．２０

婆婆纳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９ ４．７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２ ５．１６ ０．３８ １．１８

打碗花 １．２０ ０．９８ ０．００ １．８６ ５．８１ ０．１９ ２．１４ ０．３７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１７

棒头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２７ ３．１９ １．３０ １．１２

藜 １．５０ 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５２ ３．３０ １．７６ ０．１６ ２．４２ ０．５４ ０．００ １．０６

卷耳 ０．１８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７ ７．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０

通泉草 ０．３９ １．０７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５２ ０．２２ １．１２ ５．２５ １．３９ ０．９７

大巢菜 ０．２３ ０．９５ ６．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８２

蓄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３７ ４．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５

大穗看麦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１）表格中仅列出综合优势度≥０．５的杂草种类。

Ｏｎｌｙｗｅｅｄ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０．５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安徽省小麦种植模式也有两种，皖北地区以旱

茬小麦为主，而南部主要为稻茬小麦种植方式。总

体来看，安徽省杂草群落以禾本科杂草为主，日本看

麦娘、?草、看麦娘和猪殃殃、野燕麦几种杂草为主

要优势杂草，综合优势度６５．２１％，其中日本看麦娘

种群综合优势度最高，达１７．７７％。看麦娘属杂草

综合优势度为２９．３３％，造成危害最为严重。滁州、

宣城及合肥地区小麦田杂草主要结构为日本看麦娘

＋?草＋看麦娘＋猪殃殃；宿州和阜阳地区小麦田杂

草以猪殃殃＋野燕麦＋节节麦＋阿拉伯婆婆纳群落

结构为主。宣城地区日本看麦娘和?草的发生危害

优势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阜阳地区节节麦发生最为

严重，发生频度最高，所调查区县均有发生，其中太和

县、颍上县和颍泉县节节麦的相对优势度分别为

１６．７３％、１２．６６％、１７．０９％。宿州市萧县节节麦发生

优势度高达３０．６７％，而維桥区和泗县在调查中未发

现节节麦。安徽省日本看麦娘、?草和野燕麦发生优

势度明显高于湖北省和江苏省。其中阜阳地区野燕

麦和节节麦的发生优势度最高，宣城、合肥和滁州日

本看麦娘和?草发生优势度最高。

江苏省调查区以苏北地区为主，主要耕作为稻

茬和旱茬小麦两种模式，看麦娘属杂草优势度最高，

为２６．０％，阔叶杂草牛繁缕和猪殃殃优势度次之。

小麦田杂草群落结构组成为日本看麦娘（看麦娘）＋

牛繁缕＋猪殃殃＋?草，日本看麦娘（看麦娘）＋硬

草＋猪殃殃＋牛繁缕，猪殃殃＋日本看麦娘（看麦

娘）＋野老鹳草＋牛繁缕３种类型。徐州部分地区

雀麦和节节麦发生优势度较高，危害严重。连云港

地区硬草相对优势度达１６．８４％，淮安地区牛繁缕

相对优势度高达３０．６４％，这两种杂草发生频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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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度明显高于其他两个省份。

２．４　长江流域冬小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发现合肥、孝感、滁州、襄阳小

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较高，杂草种类为３０～４２

种，多样性香农指数在１．８３～２．６４之间，其中合肥小

麦田杂草种类最多，但香农指数较低，主要是因为该

地区日本看麦娘和?草优势度较高所致，两种杂草综

合优势度达５１．１％。从衡量物种优势度集中性的辛

普森指数来看，与香农指数一致，多样性高的地区辛

普森指数也较高。根据各地区杂草群落的均匀度指

数来看，阜阳地区和孝感地区的最高，与其他指数反

映的趋势一致。宣城地区的多样性指数和辛普森指

数以及均匀度指数均为最低，其中?草、日本看麦娘

和看麦娘综合优势度达８０．９９％，杂草种类较为集中。

表３　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小麦田杂草群落的多样性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狑犲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犻狀狑犺犲犪狋犳犻犲犾犱狊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

地区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物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香农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ｉｎｄｅｘ

辛普森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ｉｎｄｅｘ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合肥 Ｈｅｆｅｉ ４２ １．８３ ０．７３ ０．４９

宣城Ｘ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１７ １．３４ ０．６８ ０．４７

宿州Ｓｕｚｈｏｕ ２９ ２．１２ ０．８３ ０．６３

阜阳Ｆｕｙａｎｇ ２６ ２．３７ ０．８８ ０．７３

滁州Ｃｈｕｚｈｏｕ ３５ ２．０５ ０．８２ ０．５８

孝感Ｘｉａｏｇａｎ ３９ ２．６４ ０．８８ ０．７２

荆州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２７ １．９７ ０．７８ ０．６０

襄阳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３０ ２．２３ ０．８２ ０．６６

连云港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 １．８７ ０．７８ ０．６１

淮安 Ｈｕａｉ’ａｎ ２２ １．６８ ０．７６ ０．５４

徐州Ｘｕｚｈｏｕ ２８ ２．０５ ０．８１ ０．６２

２．５　各地区小麦田杂草群落的相似性

根据不同麦田杂草组成相似性来看，可以将长

江中下游地区麦田杂草发生情况划分为７个区域

（图１），Ⅰ苏北连云港、淮安、徐州以及皖北的宿州

泗县、維桥区及阜阳市的颍上县杂草区；Ⅱ阜阳市的

颍泉区、太和县及宿州市萧县杂草区；Ⅲ滁州市、宣

城市及合肥市肥西县、湖北省襄阳市杂草区；Ⅳ湖北

省安陆县和孝昌县杂草区；Ⅴ湖北省荆州和孝感市

汉川县杂草区；Ⅵ安徽省长丰县、全椒县杂草区；Ⅶ

庐江县杂草区。根据调查数据分析，主要是不同地

区的气候条件、栽培模式及土壤类型等原因造成各

地区杂草组成的差异。区域Ｉ属于稻麦两熟区，阔

叶杂草以猪殃殃和牛繁缕为主要优势杂草，发生频

度高，禾本科杂草以日本看麦娘（看麦娘）、硬草或?

草为主要优势杂草。区域Ⅱ阜阳市和宿州的萧县地

处皖西北，华北平原南端，耕种模式主要以旱茬小麦

为主，该地区节节麦发生频度高，优势度大，杂草群

落组成相似，杂草群落结构与安徽其他地区差异很

大，主要组成类型为猪殃殃＋野燕麦＋节节麦，也是

唯一发现有大穗看麦娘的区域，以喜旱杂草为主。

区域Ⅲ地处皖东、皖南地区，属于稻麦两熟区，以禾

本科杂草为主要优势群落，优势杂草为日本看麦娘

图１　长江中下游地区麦田杂草群落聚类分析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犮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犵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狑犲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犻狀狑犺犲犪狋

犳犻犲犾犱狊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

＋?草＋看麦娘。区域Ⅳ地处大别山南麓，江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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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部，杂草主要组成以阔叶杂草为主，大巢菜种群

优势度是所有地区最高的，优势杂草为大巢菜＋猪

殃殃＋野老鹳草。区域Ⅴ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杂草

群落特点为阔叶及禾本科混合发生，阔叶杂草主要

为猪殃殃、阿拉伯婆婆纳、牛繁缕，禾本科杂草以早

熟禾为代表，发生优势度最高，此外棒头草和?草发

生频度和优势度也较高，杂草群落组成相似。区域

Ⅵ地处安徽省中部，主要杂草组成以禾本科杂草和

阔叶杂草混合发生为特点，优势种群为看麦娘＋?

草＋猪殃殃＋日本看麦娘＋野老鹳草，４种优势杂

草综合优势度６５％左右，群落组成结构相似，区域

Ⅶ为安徽省庐江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合肥市南部，杂

草群落组成为?草、看麦娘和猪殃殃３种为优势杂

草，综合优势度为５３．０２％，其他以阔叶杂草组成为

主，日本看麦娘发生频度和优势度较低。

３　讨论

农田杂草群落组成差异与各地气候、地理环境、

种植模式以及田间除草剂应用等多方面因素相关。

如节节麦、大穗看麦娘一般发生在旱茬麦田，?草一

般发生在稻茬麦田，硬草主要在江苏沿海地区发生

危害等。除草剂的应用方式也是造成杂草群落差异

以及群落演替的原因。与历史调查数据相比，可发

现各地区小麦田禾本科杂草发生面积和优势度有升

高的趋势，其中日本看麦娘、?草和节节麦扩散速度

较快，发生危害日趋严重，而播娘蒿、宝盖草、大巢

菜、荠等阔叶杂草种群数量和发生面积有所下降，部

分地区野老鹳草优势度有上升趋势。综合分析各小

麦田杂草种群演替规律，可以发现长江中下游麦田

杂草已经由阔叶杂草为优势种逐渐演替为禾本科为

主要优势种。

十几年前阜阳的水旱轮作麦田杂草以猪殃殃、

播娘蒿、遏蓝菜犜犺犾犪狊狆犻犪狉狏犲狀狊犲Ｌ．和宝盖草等阔叶

杂草为主，颍上稻茬麦以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为主，

未发现安徽有节节麦的危害［３０３２］，而此次调查结果

发现该地播娘蒿、宝盖草和遏蓝菜的种群数量下降，

不再是优势种，禾本科杂草数量有加重趋势，其中节

节麦和?草成为优势种之一。凤阳县小麦田优势杂

草由看麦娘和棒头草为优势种演替为日本看麦娘优

势度最高［３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湖北枣阳地区的麦田极少有野

老鹳草的发生，而９０年代该杂草就已经成为主要优

势种之一，本次调查发现，野老鹳草已经成为该地区

发生优势度第２位的杂草，仅次于猪殃殃；９０年代

末?草还不是枣阳地区的优势杂草［３４］，但现在已经

成为枣阳市麦田的优势杂草之一，今后还有加重的

趋势。本课题组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对江汉平原麦

田杂草进行了调查，猪殃殃和婆婆纳是优势种群［２８］，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早熟禾的综合优势度最高，成为优

势种，局部地区禾本科杂草如棒头草、?草等也发生

危害严重。荆州地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恶性杂草为看

麦娘、繁缕、猪殃殃、婆婆纳、大巢菜等［６］，本次调查猪

殃殃、婆婆纳仍然是优势杂草，看麦娘和大巢菜不再

是优势杂草；早熟禾、野燕麦、棒头草、?草种群数量

上升，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优势种群。鄂北麦田主要

杂草是野燕麦、猪殃殃、婆婆纳及繁缕等［３５］，本次调

查发现，野老鹳草的种群数量上升较多，综合优势度

达１１．９７％，?草和日本看麦娘数量也有加重的趋

势，本世纪初?草已经成为湖北省麦田优势杂

草［３６］。湖北省野老鹳草、?草和日本看麦娘已经成

为优势杂草，麦田杂草群落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江苏省麦田杂草以阔叶杂草为

主，禾本科杂草主要是看麦娘［２３］，９０年代以前野燕

麦、野老鹳草等旱茬麦田发生的杂草，已经在稻茬麦

田普遍发生［１２］，淮北地区在本世纪初发现了日本看

麦娘［３７］，沿海地区以硬草和大巢菜、猪殃殃、繁缕等

阔叶杂草为主［７，３８］，日本看麦娘、?草、硬草、棒头

草、阿拉伯婆婆纳、猪殃殃、播娘蒿和田紫草已经成

为本世纪初江苏省小麦田的优势杂草［１９，３９］，本次调

查结果发现播娘蒿和田紫草种群数量有所下降，部

分地区野老鹳草发生危害较重。

杂草群落的演替与麦田化学除草剂的广泛应用

相关，由于荠、播娘蒿、麦瓶草等对除草剂敏感的杂

草得到有效控制而种群数量下降；日本看麦娘、?

草、硬草、棒头草、猪殃殃，牛繁缕等对麦田除草剂敏

感性差一些的杂草种群上升而逐渐成为优势种；此

外小麦种子调换、免耕技术推广、跨区作业、栽培模

式变化导致一些杂草发生区域扩大，如近年在江苏

和安徽北部发现的节节麦和大穗看麦娘危害有日益

加重的趋势。

本次调查时期为小麦抽穗扬花期，反映了小麦

田杂草化学防除之后的杂草发生危害情况，由于所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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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法与之前同一地区调查方法、时期以及样地

有所差异，但优势杂草种类及群落组成情况不会因

为所用方法的不同而有影响，均能够反映该地区的

麦田杂草群落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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