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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除草剂对１１种冬小麦田阔叶杂草的

防除效果比较

孙兰兰，　杨慕菡，　苏旺苍，　徐洪乐，　薛　飞，　鲁传涛，　吴仁海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河南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重点实验室，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　小麦田除草剂的长期使用，造成麦田杂草群落发生变化。为建立不同区域优势杂草种类的化学防除技术，本

研究采用室内盆栽法测定了１４种除草剂对１１种冬小麦田阔叶杂草的防除效果。结果表明，灭草松可以较好地防

除冬小麦田野老鹳草、牛繁缕、大巢菜、紫堇、小藜、阿拉伯婆婆纳、播娘蒿、猪殃殃、麦家公等阔叶杂草；吡草醚对野

老鹳草、牛繁缕、小藜、阿拉伯婆婆纳、播娘蒿、猪殃殃、麦家公、荠菜等８种杂草防效突出。辛酰溴苯腈可很好地防

除牛繁缕、大巢菜、小藜、阿拉伯婆婆纳、播娘蒿、麦家公等６种阔叶杂草；唑草酮对野老鹳草、牛繁缕、阿拉伯婆婆

纳、播娘蒿、猪殃殃等５种杂草防效突出。这４种除草剂及其适用浓度与其他供试药剂相比杀草谱更为广泛，对阔

叶杂草防效较好。根据不同区域优势杂草种类，合理选用高效除草剂进行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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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而河南省是我

国最大的小麦生产区，２０１９年小麦种植面积达

５７０．６万ｈｍ２，总产量达３７４２万ｔ，占全国小麦产量

的２８％
［１］。麦田杂草是造成小麦产量损失的重要

因素之一，我国麦田杂草种类有２００多种，草害面

积约占小麦种植面积的３０％以上，损失约占小麦



２０２２

总产的１５％，达１００亿ｋｇ
［２］。河南省小麦田主要

杂草有１７种，其中禾本科杂草４种，阔叶杂草１３

种，阔叶杂草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荠菜犆犪狆狊犲犾

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牛繁缕犕狔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播娘

蒿犇犲狊犮狌狉犪犻狀犻犪狊狅狆犺犻犪、泽漆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犺犲犾犻狅狊犮狅狆犻犪、

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狅犾犻狋犪、野老鹳草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犮犪狉狅

犾犻狀犻犪狀狌犿、大巢菜（大野豌豆）犞犻犮犻犪狊犻狀狅犵犻犵犪狀狋犲犪在

河南省发生较为普遍，成为小麦田恶性阔叶杂

草［３５］。河南省由于不同区域气候、海拔以及种植

习惯的差别，冬小麦田杂草种类、数量和分布等也

存在很大差别。另外由于用药历史不同，杂草对除

草剂的抗性存在差异，除草剂防效也会呈现地域化

的差异［６］。如何选择适宜的除草剂，对小麦生产尤

为重要。

登记防治麦田阔叶杂草的除草剂有氯氟吡氧

乙酸异辛酯、唑草酮、２，４滴异辛酯、双氟磺草胺、

双唑草酮、麦草畏等３０余种，苯磺隆和双氟磺草胺

是小麦田应用最广的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随着

用药时间的延长，效果逐渐下降，用药量逐渐加

大，杂草抗药性逐年加重。已有报道小麦田播娘蒿

犇犲狊犮狌狉犪犻狀犻犪狊狅狆犺犻犪
［７８］、荠菜［９１０］、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

狊狆狌狉犻狌犿
［１１１２］、麦 家 公 （田 紫 草）犔犻狋犺狅狊狆犲狉犿狌犿

犪狉狏犲狀狊犲
［１３１４］、牛繁缕（鹅肠菜）犕狔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

狌犿
［１５］等阔叶杂草对苯磺隆产生抗性。播娘蒿［１６］、

猪殃殃［１７］对双氟磺草胺也产生了抗性。有关除草

剂防除小麦田阔叶杂草的研究较多。路兴涛等［１８］

的研究表明，播娘蒿、荠菜、猪殃殃３种杂草对同种

除草剂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唑草酮处理后３０ｄ对播

娘蒿和荠菜的鲜重防效均在９４％以上，氯氟吡氧乙

酸异辛酯和双氟磺草胺处理后３０ｄ对猪殃殃的鲜

重防效在９７％以上，而二氯吡啶酸对播娘蒿、荠菜、

猪殃殃的防效均较差。朱文达等［１９］研究认为氯氟

吡氧乙酸异辛酯处理后６０ｄ对牛繁缕、猪殃殃、大

巢菜的鲜重防效均在９８％以上。国内报道大多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普遍应用的苯磺隆、唑草酮等除

草剂的防除效果研究，并且研究的除草剂种类和杂

草种类比较单一，缺乏系统的筛选。由于现代农业

中免耕技术的推广和单一除草剂的连续使用，造成

麦田杂草群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针对不同区

域的优势杂草种类，筛选适当的除草剂是非常必

要的。

猪殃殃、播娘蒿、麦家公、牛繁缕、大巢菜、阿拉

伯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野老鹳草、小藜犆犺犲

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犳犻犮犻犳狅犾犻狌犿、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紫堇犆狅狉狔犱犪犾犻狊犲犱狌犾犻狊是河南省不同区域冬小麦田

常见的阔叶杂草，本研究选择唑草酮、吡草醚、啶磺

草胺、氯吡嘧磺隆等１４种除草剂开展室内筛选试

验，以期筛选出对每种麦田阔叶杂草防效较好的药

剂，为河南省冬小麦田阔叶杂草的防除及合理轮换

使用除草剂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１．１．１　供试杂草

供试杂草均是２０１８年在河南省境内的小麦田

采集自然成熟的种子，播娘蒿采自驻马店市平舆县

老王岗乡孙坡村；猪殃殃、麦家公采自商丘市民权县

伯党乡刘林村；牛繁缕采自驻马店市驿城区八里刘

村；大巢菜、野老鹳草采自驻马店市确山县申河村；

阿拉伯婆婆纳采自驻马店市正阳县王楼村；蓄、小

藜采自新乡市原阳县平原新区；紫堇采自南阳市镇

平县；荠菜采自项城市郑郭乡米庄村。

１．１．２　供试药剂及仪器设备

药剂：５６％２甲４氯钠可溶粉剂（ＳＰ），河南远

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

酯乳油（ＥＣ），吉林金秋农药有限公司；１０％唑草酮

可湿性粉剂（ＷＰ）、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悬浮剂（ＳＣ），

河南锦绣之星作物保护有限公司；２％吡草醚悬浮剂

（ＳＣ），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０％苯磺隆可

湿性粉剂（ＷＰ），南京保丰农药有限公司；７５％氯吡

嘧磺隆水分散粒剂（ＷＧ）、４８０ｇ／Ｌ灭草松水剂

（ＡＳ），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３０％辛酰溴苯

腈乳油（ＥＣ），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啶磺草胺水分散粒剂（ＷＧ），科迪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５０％异丙隆可湿性粉剂（ＷＰ），江苏

富田农化有限公司；４８０ｇ／Ｌ麦草畏水剂（ＡＳ），侨昌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１０％苄嘧磺隆可湿性粉剂

（ＷＰ），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７０％氟唑

磺隆水分散粒剂（ＷＧ），爱利思达生物化学品北美

有限公司。

仪器设备：３ＷＰ２０００型行走式生测喷雾塔，农

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生产，主轴转动速度

９６ｍｍ／ｒ，喷雾高度３００ｍｍ，喷头有效喷幅３５０ｍｍ，

喷头流量３９０ｍＬ／ｍｉｎ，行走距离１３４０ｍｍ，喷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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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卷第３期 孙兰兰等：不同除草剂对１１种冬小麦田阔叶杂草的防除效果比较

力０．３ＭＰａ，药液体积３０ｍＬ。

１．２　试验方法

杂草种植采用温室盆栽法。在直径为９ｃｍ的

塑料盆中装入营养土，每盆播种催芽至露白的杂草

种子８～１０粒，表层覆土０．５ｃｍ，置于温室中培养

（白天２０℃／夜晚１５℃），并保持土壤湿润。待杂草

长至２～３叶期，牛繁缕、小藜、紫堇每盆定苗至

３株，阿拉伯婆婆纳、播娘蒿每盆定苗至４株，麦家

公、猪殃殃、荠菜每盆定苗至５株，野老鹳草、蓄、

大巢菜每盆定苗至６株，定苗后３ｄ进行茎叶喷雾。

每种杂草药剂根据前期预试验结果设置处理剂量，

见表１～４，供试药剂的处理剂量均为有效成分用药

量，每处理重复３次，每次３盆，同时设置清水对照。

待药剂吸收后，置于温室中生长。野老鹳草、大巢菜

在施药后２１ｄ剪下地上部分称鲜重，牛繁缕、阿拉

伯婆婆纳、蓄、播娘蒿、荠菜、麦家公、小藜、猪殃

殃、紫堇在施药后１４ｄ剪下地上部分称鲜重，计算

鲜重抑制率：

鲜重抑制率＝（对照组草鲜重"处理组草鲜
重）／对照组草鲜重×１００％。

１．３　数据分析

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处理数据，采用

ＤＰＳ７．０５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除草剂对野老鹳草、牛繁缕、蓄的防除

效果

　　不同除草剂对野老鹳草的鲜重抑制率如表１所

表１　不同除草剂对野老鹳草、牛繁缕、蓄的鲜重抑制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犻犪狀狌犿，犕狔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犪狀犱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处理药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鲜重抑制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野老鹳草（２１ｄ）

犌犲狉犪狀犻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犻犪狀狌犿

牛繁缕（１４ｄ）

犕狔狅狊狅狋狅狀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犿

蓄（１４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 ４５０ （４８．３±５．２３）ｋ （８８．６±８．２９）ｂ （２５．１±２．６６）ｈｉｊ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６７５ （４９．０±５．５２）ｋ （９１．９±４．６８）ａｂ （３４．１±３．１１）ｇｈ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 ９０ （７９．６±１．０９）ｅｆｇ （９４．９±２．６１）ａｂ （６．３±２．６０）ｌｍ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ｍｅｐｔｙｌ２００ｇ／ＬＥＣ １８０ （８６．１±４．８７）ｃｄｅ （９１．３±１．２７）ａｂ （５７．０±９．７２）ｄ

１０％唑草酮ＷＰ １８ （９４．２±１．６９）ａｂ （８９．３±７．６７）ａｂ （５２．１±２．０２）ｄｅ

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６ （９５．２±０．３３）ａ （９４．３±１．７２）ａｂ （７５．８±８．０１）ｂｃ

２％吡草醚ＳＣ １８ （９５．８±１．０６）ａ （９３．１±４．６７）ａｂ （６７．８±４．９９）ｃ

ｐｙｒａｆｌｕｆｅｎｅｔｈｙｌ２％ＳＣ ３６ （９５．９±０．９７）ａ （９３．９±２．８１）ａｂ （８３．９±９．４２）ａｂ

１０％苯磺隆ＷＰ １８ （７７．１±１．９９）ｆｇｈｉ （６３．７±１３．４２）ｃ （４１．２±６．６０）ｆｇ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６ （７９．２±２．６２）ｆｇｈ （９１．２±３．４５）ａｂ （３３．９±４．６８）ｇｈ

１０％苄嘧磺隆ＷＰ １８ （７８．７±２．００）ｆｇｈ （９７．４±０．２７）ａｂ －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６ （８１．９±１．８５）ｃｄｅｆ （９５．７±１．６６）ａｂ －

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 ９ （７３．９±２．９６）ｇｈｉ （９４．８±２．２７）ａｂ （２３．０±３．９０）ｉｊ

ｆｌｏｒａｓｕｌａｍ５０ｇ／ＬＳＣ １８ （８１．１±２．０１）ｄｅｆ （９６．７±１．５９）ａｂ （４５．２±５．２４）ｅｆ

７．５％啶磺草胺ＷＧ ９ （７１．０±２．７０）４ｉ （９７．５±０．６５）ａｂ （１７．７±２．６４）ｊｋ

ｐｙｒｏｘｓｕｌａｍ７．５％ ＷＧ １８ （７２．６±２．６０）ｈｉ （９６．８±２．２０）ａｂ （５０．５±７．０２）ｄｅｆ

５０％异丙隆ＷＰ １１２５ （８８．６±２．６０）ｂｃ （９７．４±０．４２）ａｂ （６７．５±７．６８）ｃ

ｉｓｏｐｒｏｔｕｒｏｎ５０％ ＷＰ １５００ （９４．６±１．５６）ａｂ （９８．３±０．４１）ａ （９３．４±２．１８）ａ

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 ４０５ （８３．２±６．３３）ｃｄｅｆ （９８．３±０．５７）ａ （８９．４±７．５２）ａ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３０％ＥＣ ５４０ （８８．２±６．６８）ｂｃ （９８．７±０．３７）ａ （８９．６±３．１５）ａ

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 ７２０ （９６．４±０．７３）ａ （９８．５±０．３４）ａ （７４．６±３．８２）ｂｃ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０ｇ／ＬＡＳ １０８０ （９６．３±０．２６）ａ （９８．１±０．１５）ａｂ （７４．４±６．８０）ｂｃ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４５ （８１．８±３．６５）ｃｄｅｆ （２０．１±０．７２）ｅｆ （１１．０±５．６７）ｋｌ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６７．５ （８６．９±６．００）ｃｄ （２３．９±８．９５）ｅ －

４８０ｇ／Ｌ麦草畏ＡＳ １８０ （４５．６±５．７８）ｋ （９１．９±１．１２）ａｂ （４９．７±３．７９）ｄｅｆ

ｄｉｃａｍｂａ４８０ｇ／ＬＡＳ ２２５ （６０．４±７．４６）ｊ （８８．３±７．２４）ｂ

７０％氟唑磺隆ＷＧ ３１．５ （３１．６±１．２９）ｌ （１５．２±６．５９）ｆ －

ｆｌｕｃａｒｂａｚｏｎｅＮａ７０％ ＷＧ ５４ （４３．５±３．１０）ｋ （３５．０±３．９４）ｄ －

ＣＫ ０ － － －

　１）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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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结果表明，药后２１ｄ，１０％唑草酮 ＷＰ、２％吡草

醚ＳＣ、５０％异丙隆ＷＰ、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对野老

鹳草的防除效果突出，鲜重防效为 ８８．６％ ～

９６．４％。对野老鹳草的鲜重抑制率＞７０％的除草剂

有：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１０％苯磺隆

ＷＰ、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

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７．５％啶

磺草胺ＷＧ，对野老鹳草的防除效果较好。

药后１４ｄ，对牛繁缕的防除效果突出的除草剂

有１１种，分别为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２００ｇ／Ｌ氯氟

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１０％唑草酮 ＷＰ、２％吡草醚

ＳＣ、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

７．５％啶磺草胺 ＷＧ、５０％异丙隆 ＷＰ、３０％辛酰溴

苯腈ＥＣ、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４８０ｇ／Ｌ麦草畏ＡＳ，

不同除草剂之间及同一除草剂不同剂量间均无显著

差异，鲜重抑制率为８８．３％～９８．７％。７５％氯吡嘧

磺隆 ＷＧ、７０％氟唑磺隆 ＷＧ对牛繁缕防治效果

较差。

药后１４ｄ，对蓄的防治效果较好的除草剂分

别为５０％异丙隆 ＷＰ１５００ｇ／ｈｍ２、３０％辛酰溴苯

腈ＥＣ、１０％唑草酮 ＷＰ３６ｇ／ｈｍ２、２％吡草醚ＳＣ

３６ｇ／ｈｍ２，鲜重抑制率为７５．８％～９３．４％。

２．２　不同除草剂对大巢菜、紫堇、小藜、阿拉伯婆婆

纳、猪殃殃、麦家公的防除效果

　　不同除草剂对大巢菜的鲜重抑制率如表２所

示，结果表明，药后２１ｄ，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２００ｇ／Ｌ

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３０％

辛酰溴苯腈ＥＣ对大巢菜的防治效果突出，鲜重抑

制率均在９０％以上，４种除草剂在试验剂量下对大

巢菜的鲜重抑制无显著性差异。

不同除草剂药后１４ｄ对紫堇的防除效果中

（表２），只有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１０８０ｇ／ｈｍ２对紫

堇的防除效果最为突出，鲜重抑制率达到９７．９％。

其次是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５４０ｇ／ｈｍ２、２％吡草醚

ＳＣ２７ｇ／ｈｍ２、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４５、９０ｇ／ｈｍ２、

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１８ｇ／ｈｍ２、３０％辛酰溴苯腈

ＥＣ２７０、５４０ｇ／ｈｍ２ 对紫堇的防效较好，鲜重抑制率

均在７０％～９０％之间。

药后１４ｄ，２％吡草醚ＳＣ１３．５、２７ｇ／ｈｍ２、

５０％异丙隆 ＷＰ１１２５、１５００ｇ／ｈｍ２、４８０ｇ／Ｌ灭草

松ＡＳ５４０、１０８０ｇ／ｈｍ２、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２７０、

５４０ｇ／ｈｍ２对小藜的防效最好，鲜重抑制率均为

９４％以上，且这４种除草剂间的防除效果无显著差

异。鲜重抑制率大于７０％的除草剂主要有：２００ｇ／Ｌ

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１８０ｇ／ｈｍ２、１０％唑草酮

ＷＰ１３．５、２７ｇ／ｈｍ２、１０％苯磺隆 ＷＰ２７ｇ／ｈｍ２、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９０ｇ／ｈｍ２（表２）。

药后１４ｄ，所有供试药剂在试验浓度下，对阿拉

伯婆婆纳的鲜重抑制率均在６０％以上（表２）；其中

１０％唑草酮ＷＰ１３．５、２７ｇ／ｈｍ２、２％吡草醚ＳＣ１３．５、

２７ｇ／ｈｍ２、４８０ｇ／Ｌ灭草松 ＡＳ５４０、１０８０ｇ／ｈｍ２、

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２７０、５４０ｇ／ｈｍ２的防治效果最

好，鲜重抑制率均达到１００％。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１０％苯磺隆ＷＰ、

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７．５％啶磺草胺ＷＧ、５０％异

丙隆ＷＰ、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２７ｇ／ｈｍ２对阿拉伯婆

婆纳的防除效果较好，鲜重抑制率均在７０％～９０％

之间。

药后１４ｄ，对猪殃殃的防除效果突出的除草剂

主要有１０％唑草酮 ＷＰ、２％吡草醚ＳＣ、４８０ｇ／Ｌ灭

草松ＡＳ，鲜重抑制率均在９０％以上，且３种除草剂对

猪殃殃的鲜重抑制率无显著差异。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

乙酸异辛酯ＥＣ、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５０ｇ／Ｌ双氟磺

草胺ＳＣ、７．５％啶磺草胺 ＷＧ、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

５４０ｇ／ｈｍ２、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２７ｇ／ｈｍ２对猪殃殃

的防除效果较好，鲜重抑制率在７０％～９０％之间

（表２）。

药后１４ｄ，对麦家公的防除效果突出的除草剂

有２％吡草醚ＳＣ２７ｇ／ｈｍ２、４８０ｇ／Ｌ灭草松 ＡＳ

１０８０ｇ／ｈｍ２、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２７０、５４０ｇ／ｈｍ２，

鲜重抑制率均在 ９０％ 以上。１０％ 唑草酮 ＷＰ

２７ｇ／ｈｍ２、２％吡草醚ＳＣ１３．５ｇ／ｈｍ２、５０％异丙隆

ＷＰ、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５４０ｇ／ｈｍ２对麦家公的防

除效果较好，鲜重抑制率在７０％～９０％之间（表２）。

２．３　不同除草剂对播娘蒿的防除效果

不同除草剂对播娘蒿的鲜重抑制率如表３所

示，结果表明，药后１４ｄ，除了７．５％啶磺草胺 ＷＧ、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对播娘蒿的防效较好外，其他

８种除草剂对播娘蒿的防除效果均更为突出，对播

娘蒿的鲜重抑制率均为９０％以上。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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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除草剂对播娘蒿的鲜重抑制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犉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犇犲狊犮狌狉犪犻狀犻犪狊狅狆犺犻犪

处理药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鲜重抑制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处理药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鲜重抑制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 ２５２ （９５．８±１．７１）ａｂｃｄｅ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１３．５ （８８．０±５．８２）ｇｈ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３７８ （９６．５±１．１４）ａｂｃｄｅ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２７ （９３．６±３．１９）ｃｄｅｆ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 ９０ （９５．９±０．６７）ａｂｃｄｅ 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 ４．５ （９３．３±０．８６）ｄｅｆ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ｍｅｐｔｙｌ２００ｇ／ＬＥＣ １８０ （９６．９±０．６２）ａｂｃｄ ｆｌｏｒａｓｕｌａｍ５０ｇ／ＬＳＣ ９ （９４．７±２．２２）ｂｃｄｅｆ

１０％唑草酮ＷＰ １３．５ （９７．４±０．６２）ａｂｃ 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 ５４０ （９７．５±１．２４）ａｂｃ

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２７ （９７．９±０．３３）ａｂ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０ｇ／ＬＡＳ １０８０ （９８．５±０．３３）ａｂ

２％吡草醚ＳＣ １３．５ （９８．２±０．１２）ａｂ 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 ２７０ （９８．６±０．１３）ａｂ

ｐｙｒａｆｌｕｆｅｎｅｔｈｙｌ２％ＳＣ ２７ （９８．４±０．０６）ａｂ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３０％ＥＣ ５４０ （９８．８±０．０６）ａ

１０％苯磺隆ＷＰ １１．２５ （９１．０±３．７２）ｆｇ ７．５％啶磺草胺 ＷＧ ９ （８６．１±１．９０）ｈ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２２．５ （９２．９±３．２４）ｅｆ ｐｙｒｏｘｓｕｌａｍ７．５％ ＷＧ １８ （８７．４±１．６０）ｈ

ＣＫ －

２．４　不同除草剂对荠菜的防除效果

不同除草剂处理对荠菜的鲜重抑制率如表４

所示，结 果 表 明，药 后 １４ｄ，２％ 吡 草 醚 ＳＣ

１８ｇ／ｈｍ２ 处理对荠菜的防除效果最好，鲜重抑制

率为８２．１％。其次防效较好的是２％吡草醚ＳＣ

９ｇ／ｈｍ２，１０％唑草酮ＷＰ９、１８ｇ／ｈｍ２，３０％辛酰溴

苯腈ＥＣ３７５ｇ／ｈｍ２，对荠菜的鲜重抑制率均在

７０％～８０％之间。

表４　不同除草剂对荠菜的鲜重抑制率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

处理药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鲜重抑制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处理药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鲜重抑制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５６％２甲４氯钠ＳＰ １２６ （１９．８±６．４９）ｄ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１３．５ （３４．８±２．２９）ｃ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２５２ （７．６±０．８３）ｅｆ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２７ （３４．０±３．６３）ｃ

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ＥＣ ６０ （１９．４±０．５７）ｄ ５０ｇ／Ｌ双氟磺草胺ＳＣ ４．５ （１９．５±０．７５）ｄ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ｍｅｐｔｙｌ２００ｇ／ＬＥＣ １２０ （２０．７±１．６１）ｄ ｆｌｏｒａｓｕｌａｍ５０ｇ／ＬＳＣ ９ （３６．７±１．５３）ｃ

１０％唑草酮ＷＰ ９ （７３．９±６．８６）ａ ４８０ｇ／Ｌ灭草松ＡＳ ３６０ （４０．７±３．９３）ｃ

ｃａｒｆｅｎｔｒａｚｏｎｅ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１８ （７６．４±６．３６）ａ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４８０ｇ／ＬＡＳ ７２０ （６０．６±５．１９）ｂ

２％吡草醚ＳＣ ９ （７８．３±６．５７）ａ ３０％辛酰溴苯腈ＥＣ １８７．５ （６１．２±５．６１）ｂ

ｐｙｒａｆｌｕｆｅｎｅｔｈｙｌ２％ＳＣ １８ （８２．１±１．７６）ａ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３０％ＥＣ ３７５ （７４．２±７．４０）ａ

１０％苯磺隆ＷＰ １１．２５ （３９．６±６．９１）ｃ ７．５％啶磺草胺ＷＧ ４．５ （２５．４±４．４４）ｄ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２２．５ （３５．４±７．７２）ｃ ｐｙｒｏｘｓｕｌａｍ７．５％ ＷＧ ９ （１０．６±０．２９）ｅ

ＣＫ ０ －

３　结论与讨论

麦田杂草因地域、播种季节和轮作方式的不同，

采用的化除策略和除草剂品种有一定差异。当前防

除小麦田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品种较多，防效差异较

大，且麦田阔叶杂草抗药性的普遍发生已严重威胁

我国小麦的生长［７１７，２０］，抗除草剂杂草已经成为制

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威胁着全世界的谷物生

产［２１２２］。因此，寻找高防效的药剂轮换使用或合理

混用，成为提高麦田阔叶杂草防效、减缓杂草抗药性

发生的有效途径。本试验中１４种除草剂对１１种麦

田阔叶杂草表现出不同的抑制作用，对５种以上杂

草防效突出（鲜重防效大于９０％）的除草剂种类有：

灭草松、吡草醚、辛酰溴苯腈、唑草酮。灭草松对野

老鹳草、牛繁缕、大巢菜、紫堇、小藜、阿拉伯婆婆纳、

播娘蒿、猪殃殃、麦家公等９种杂草防效突出。吡草

醚对野老鹳草、牛繁缕、小藜、阿拉伯婆婆纳、播娘

蒿、猪殃殃、麦家公、荠菜等８种杂草防效突出。辛

酰溴苯腈对牛繁缕、大巢菜、小藜、阿拉伯婆婆纳、播

娘蒿、麦家公６种杂草防效突出。唑草酮对野老鹳

草、牛繁缕、阿拉伯婆婆纳、播娘蒿、猪殃殃等５种杂

草防效突出。

猪殃殃、荠菜、播娘蒿、牛繁缕在小麦田发生普

遍，已成为小麦田的优势杂草［４５］。刘学等［２２］发现

茎叶处理剂草除灵（高特克）和土壤处理剂高渗异丙

隆对牛繁缕药后６０ｄ的防效仍维持在９５％以上。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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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发现５０％异丙隆 ＷＰ对牛繁缕的防治效果

达到９８％左右，本文结果与其研究较为一致，充分

说明异丙隆对于牛繁缕具有较好的防除效果。王勇

等［２３］发现２０％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处理对繁缕和猪

殃殃的株防效均达９０％，但是对荠菜防效较差。吴

翠霞等［２４］研究发现２００ｇ／Ｌ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和

２５％灭草松水剂对猪殃殃的鲜重抑制率均达

１００％。本试验结果也显示唑草酮、吡草醚、灭草松

对猪殃殃防治效果好。除此之外，荠菜也是影响小

麦产量的重要阔叶杂草之一，而苯磺隆是用于防除

麦田阔叶杂草的常用磺酰脲类除草剂［２５］；本研究发

现２％吡草醚ＳＣ１８ｇ／ｈｍ２处理对荠菜的防效好，

为后续麦田中荠菜的防除选择新的除草剂提供基础

数据。

大巢菜是麦田恶性杂草，严重发生田块导致麦

子成片倒伏，影响产量和品质［２６］，本研究结果表明

２甲４氯钠盐、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辛酰溴苯腈、

灭草松对大巢菜的鲜重防效均在９０％以上，防效

好。野老颧草是近年来在稻茬麦田发生日趋普遍的

一种阔叶杂草，在田间发生频度达３３．３３％～

１００％
［２７］。徐洪乐等［２８］研究表明，砜吡草唑土壤处

理对野老鹳草有较好的防效，而针对苗后茎叶处理

防除野老鹳草的研究较少。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唑草

酮、吡草醚、灭草松、异丙隆处理防除野老鹳草效果

最佳，防效均可达到９０％以上。

高兴祥等［２９］的研究表明，辛酰溴苯腈、唑草酮、

双氟磺草胺、苯磺隆等４种除草剂对麦家公均有很

好的效果。本文室内试验结果也显示辛酰溴苯腈、

灭草松、吡草醚处理对麦家公的鲜重防效最好，其次

是唑草酮和异丙隆，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但是苯磺隆和双氟磺草胺对麦家公的鲜重防效并不

佳，与前人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原因可能是不同地区

的麦家公抗药性存在差异。

目前中国小麦田登记的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

有效成分２４种，每种除草剂对同一种杂草防效差异

很大。寻找每种杂草高防效的药剂，在不同的草害

区合理混用，可以提高麦田阔叶杂草的有效防除，减

缓杂草抗药性的发生。经过本试验，从１４种除草剂

中筛选出４种除草剂：灭草松、吡草醚、辛酰溴苯腈、

唑草酮，可有效并全面地防除冬小麦麦田中常见的

阔叶杂草，杀草谱更为广泛，对阔叶杂草防效较好，

且效果稳定，建议根据小麦田优势杂草种类，合理选

用除草剂，以达到除草增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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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表３　供试种衣剂对党参种苗经济效益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犫犲狀犲犳犻狋

种衣剂

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产苗量／

ｇ·ｍ－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ｙｉｅｌｄ

增产量／

ｋｇ·（ｈｍ２）－１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经济效益／

元·（ｈｍ２）－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

药剂成本／

元·（ｈｍ２）－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ｓｔ

投入产出比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

１８％噻灵·咯·精甲ＦＳＣ

ｔｈｉａｂｅｎｄａｚｏｌｅ·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１８％ＦＳＣ
１４６９．４ ６１５６．０８ ３６９３６．５ ３００ １∶１２３．１２

８％氟环·咯菌腈ＦＳＣ

ｓｅｄａｘａｎｅ·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８％ＦＳＣ
１１９９．９ ３４５９．７３ ２０７５８．４ ４２０ １∶４９．４２

６２．５ｇ／Ｌ精甲·咯菌腈

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６２．５ｇ／ＬＦＳＣ
９９６．８ １４２７．７１ ８５６６．３ ３３０ １∶２５．９６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党参种苗根腐病存在２种类型，而

且慢性黄腐型发病率明显高于急性青枯型发病率。

３种种衣剂包衣处理后，发病率、病情指数均有所降

低，其中１８％噻灵·咯·精甲ＦＳＣ处理根腐病发病

率、病情指数均最低，防治效果显著优于８％氟环·咯

菌腈ＦＳＣ和６２．５ｇ／Ｌ精甲·咯菌腈ＦＳＣ处理。

种衣剂不仅可防治作物病虫害，还可促进作物生

长发育［９１０］。本研究表明，３种种衣剂包衣处理后，党

参种苗根长、根粗、单根鲜重较对照均有提高，以１８％

噻灵·咯·精甲ＦＳＣ处理效果最好。张军高等
［１３］的

研究表明，种衣剂可显著增加作物产量构成和产量。

本研究表明，种衣剂处理明显提高了党参种苗产苗量

和等级，增产量为１４２７．７１～６１５６．０８ｋｇ／ｈｍ２，经济

效益为８５６６．３～３６９３６．５元／ｈｍ２（常规育苗田收入

为５０００元／ｈｍ２左右），投入产出比在１∶１２３．１２～１∶

２５．９６。其中，以１８％噻灵·咯·精甲ＦＳＣ处理增产

增收最明显，投入产出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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