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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除草剂对遍地黄金草坪杂草的控制

效果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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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筛选出可用于防除遍地黄金草坪杂草的除草剂配方，经室内盆栽法测定不同除草剂茎叶处理对马唐、香

附子、红花酢浆草的抑制效果及对遍地黄金的安全性后，进行药剂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对总

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达到７８．１％和８０．５％，显著高于其他单剂处理的防效；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对阔叶杂

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８５．４％和８５．７％，高于其他单剂处理的防效；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对禾本科

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可达９２．２％和９２．６％，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的防效；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６％

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剂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８８．２％和９１．１％，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

效分别为７５．３％和７８．２％，但对莎草科杂草的防效低；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混剂对

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较好，分别可达到８５．４％和８７．４％，对莎草科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

７１．９％和７７．６％，但对阔叶杂草防效较低；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混剂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

和鲜重防效分别可达到８５．５％和９０．３％，对莎草科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９２．１％和９６．４％，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的防效，但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差；２５％啶嘧磺隆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

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８９．５％和９３．１％，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８５．５％和９０．８％，对莎草科杂草的

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分别为９０．５％和９２．５％，优于其他处理的防效，在生产上可以推广使用。当遍地黄金草坪以

禾本科杂草为主时，可以用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来控草；若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混合发生严重，可以

采用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剂防除；当禾本科杂草和莎草科杂草发生严重时采用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混剂防控。

关键词　杂草防除；　草坪；　遍地黄金；　除草剂；　防效；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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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野花生、美洲花生藤、满地黄金等，原产巴西，

是一种匍匐型、蔓生性热带多年生草本豆科植物［１］。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于１９９０年由澳大利亚引入进行

适应性观察研究，现已应用于红壤山地生态果园和

观光果园套种［２４］。遍地黄金建植速度较快，草被紧

贴地面，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四季常绿，花期长，美观

实用，已成为一种新的观赏性草坪草种［５７］。因此开

展除草剂对遍地黄金安全性及防除杂草效果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试验旨在研究不同除草剂对

遍地黄金的安全性及对杂草的控制效果，以期为遍

地黄金作为园林地被绿化植物中除草剂的应用提供

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

４％烟嘧磺隆悬浮剂（南京第一农药厂），２５％啶

嘧磺隆水分散粒剂（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２０％噻吩磺隆可湿性粉剂（北京中农科美化工有限

公司），１５％乙氧磺隆水分散粒剂（拜耳作物科学公

司），７５％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江苏省农用激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１０％苄嘧磺隆可湿性

粉剂（浙江天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１０％苯磺隆可

湿性粉剂（吉林八达农药有限公司），２０％醚磺隆水

分散粒剂（瑞士诺华公司），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可分

散油悬浮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８０％唑嘧磺草胺

水分散粒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３８％莠去津悬浮

剂（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５０％扑草净可湿性粉

剂（昆明农药有限公司），７２％２，４滴丁酯乳油（江苏

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５６％２甲４氯钠盐可

溶粉剂（佳木斯黑龙农药有限公司），３３％二甲戊灵

乳油（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４８％仲丁

灵乳油（张野市大工农化有限公司），１０８ｇ／Ｌ高效

氟吡甲禾灵乳油（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５％咪唑乙烟

酸水剂（吉林八达农药有限公司），１％嗪草酮乳油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２５％辛酰溴苯腈乳油

（吉林八达农药有限公司），２４％烯草酮乳油（大连松

辽化工有限公司）。

１．２　供试植物

供试杂草：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Ｌ．）

Ｓｃｏｐ．；香附子犆狔狆犲狉狌狊狉狅狋狌狀犱狌狊Ｌ．；红花酢浆草

犗狓犪犾犻狊犮狅狉狔犿犫狅狊犪ＤＣ。供试的马唐种子和香附子

的块茎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武鸣里建科

技示范基地甘蔗田；红花酢浆草块茎采自广西壮族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苗圃基地。

供试草坪：遍地黄金犃狉犪犮犺犻狊狆犻狀狋狅犻‘Ａｍａｒｉｌｌｏ’。

·０７３·



４８卷第３期 马永林等：不同除草剂对遍地黄金草坪杂草的控制效果及安全性

１．３　试验方法

温室试验：瓷盆直径２２ｃｍ，高１８ｃｍ，试验定

量装土至盆钵４／５处，从盆底部渗灌，使土壤全湿

润至饱和状态后，选择大小均匀的预处理供试杂草

种子（马唐４０粒、香附子和红花酢浆草块茎各

４０粒）分别撒播于不同瓷盆土表后覆盖１．５ｃｍ左

右的细土，移入温室培养，等杂草生长至４～５叶期

进行定苗，每盆保留大小和密度相对均匀一致的植

株（马唐和香附子各３５株，红花酢浆草３０株）。培

养土壤为没有受到除草剂污染的广西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育种基地稻田土，ｐＨ６．４；土壤有机质含量

２８．０ｇ／ｋｇ，速效氮１６５．０ｍｇ／ｋｇ，速效磷１９．０ｍｇ／ｋｇ，

速效钾４１ｍｇ／ｋｇ。用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行走式喷雾塔进行茎叶喷雾（ＴＰＶ９５０１Ｅ

ｆｌａｔｆａｎｎｏｚｚｌｅ，６７５Ｌ／ｈｍ２，０．４ＭＰａ）
［１０１１］，兑水

量为４５Ｌ／６６７ｍ２，每处理重复４次，以清水处理作

对照。药后１、７、１０、１５ｄ和３０ｄ分别调查记录供试

杂草的中毒症状，药后３０ｄ分别记录每个处理的株

数和鲜重（记录每盆存活的杂草株数并剪去地上部

分称量鲜重，分别计算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

供试草坪遍地黄金于２０１９年２月从南宁绿化

工程管理处基地移栽到和杂草种植规格相同的瓷盆

中培养，试验时遍地黄金生长正常，施药与供试杂草

同步进行，药后３０ｄ测定遍地黄金芽长，计算抑制

率（每盆测量１５株）。试验开始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

日，其间南宁市最高温度３６℃，最低温度２０℃，平均

温度２６．８６℃。

田间试验方法：试验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在广西南宁

市园林绿化工程管理处的基地进行，遍地黄金草坪

种植３年，盖度８５％左右；试验地位于东经１０８°２２′，

北纬２２°４９′；施药日期为９月２７日，施药当天多云，

温度２３～３４℃，相对湿度６０％，试验期内平均气温

约２６．７℃，最高气温３５℃，最低气温２０℃，施药前

３日无降雨，药后７日内无降雨。施药工具为利农

“ＪａｃｔｏＨＤ４００”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扇形喷头，压

力４５Ｐａ，兑水量６７５Ｌ／ｈｍ２。

土壤为红壤土、养分含量偏低。田间禾本科杂

草主要有铺地黍犘犪狀犻犮狌犿狉犲狆犲狀狊Ｌ．、马唐、稗草

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Ｌ．）Ｂｅａｕｖ等；阔叶杂草主

要有胜红蓟犃犵犲狉犪狋狌犿犮狅狀狔狕狅犻犱犲狊Ｌ、鬼针草犅犻犱犲狀狊

狆犻犾狅狊犪Ｌ．、红花酢浆草等；莎草科杂草主要为香附

子。根据常用除草剂对目标杂草的室内敏感性和遍

地黄金的室内安全性试验结果，选用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

灵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单剂及混剂按照推荐

剂量进行田间试验。另设清水对照，共９个处理，每

个处理３次重复，小区面积为５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

施药后１５ｄ和３０ｄ目测各除草剂处理对遍地黄金

是否有药害，施药后３０ｄ调查杂草株数和鲜重，调

查时每小区随机取４点，每点面积为０．２５ｍ２，记录

杂草的种类、株数并剪去地上部分称量鲜重，分别计

算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和香附子株防效和鲜重

防效。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参照赵善欢的方法，分别计算杂草的株防效和

鲜重防效，并用ＤＭＲＴ法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各处

理之间防治效果的差异［８９］。

杂草防除效果＝（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处

理区杂草株数或鲜重）／ 对照杂草株数或鲜重

×１００％。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各处理遍地黄金的芽长生

长抑制率。

遍地黄金抑制率＝（对照区遍地黄金芽长－处

理区遍地黄金芽长）／对照区遍地黄金芽长×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除草剂对杂草的控制效果

温室试验结果（表１）表明：供试除草剂中对马

唐株防效大于７５％的除草剂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咪唑乙烟酸

ＡＳ和２４％烯草酮ＥＣ；对香附子株防效大于７５％

的药剂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５％咪唑乙烟酸ＡＳ和２５％辛酰溴苯腈ＥＣ；对

红花酢浆草株防效大于７５％的药剂有：２５％啶嘧

磺隆 ＷＧ、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１０％苯磺隆 ＷＰ、２０％醚磺隆 ＷＧ、２５ｇ／Ｌ五

氟磺草胺ＯＤ、８０％唑嘧磺草胺 ＷＧ、５０％扑草净

ＷＰ和５％咪唑乙烟酸ＡＳ；其中对３种杂草株防效

均大于７５％的药剂只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和５％

咪唑乙烟酸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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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除草剂药后３０犱对几种杂草的株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犲犲犱狀狌犿犫犲狉３０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处理

编号

Ｎｏ．

除草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株防效／％　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

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香附子

犆狔狆犲狉狌狊狉狅狋狌狀犱狌狊

红花酢浆草

犗狓犪犾犻狊犮狅狉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１ ４％烟嘧磺隆ＳＣ　ｎｉｃ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４％ＳＣ ６０．０ （６７．５±０．６）ｅ （６８．５±０．８）ｇ （７０．０±２．２）ｉ

２ ２５％啶嘧磺隆ＷＧ　ｆｌａｚａ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５％ ＷＧ ３７．５ （７７．５±１．１）ｃ （９３．０±１．２）ａ （９１．６±２．５）ａｂ

３ ２０％噻吩磺隆ＷＰｔｈｉｆ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Ｐ ３０．０ （４８．５±０．４）ｊ （５５．０±０．５）ｊ （７４．８±２．４）ｈ

４ １５％乙氧磺隆ＷＧ　ｅｔｈｏｘｙ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１５％ ＷＧ ４５．０ （２５．０±０．５）ｍ （６２．５±２．２）ｉ （６０．３±２．０）ｌ

５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５６．３ （２２．５±０．４）ｎ （９１．０±２．６）ｂ （７８．０±３．１）ｇ

６ １０％苄嘧磺隆ＷＰ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１５．０ （２０．８±０．２）ｏ （４７．５±２．１）ｌ （８０．２±２．１）ｅ

７ １０％苯磺隆ＷＰ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０．０ （４３．５±０．６）ｋ （５５．０±０．９）ｊ （８２．５±１．４）ｅ

８ ２０％醚磺隆ＷＧ　ｃｉｎ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Ｇ １８．０ （３７．５±０．９）ｌ （６２．５±１．７）ｉ （９２．３±２．３）ａ

９ 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　ｐｅｎｏｘｓｕｌａｍ２５ｇ／ＬＯＤ ２０．０ （５０．０±１．１）ｉ （７４．３±１．６）ｅ （８０．１±２．６）ｆ

１０ ８０％唑嘧磺草胺ＷＧ　ｆｌｕｍｅｔｓｕｌａｍ８０％ ＷＧ ２２．５ （６２．５±１．２）ｆ （５５．０±２．２）ｊ （９０．５±２．５）ｂ

１１ ３８％莠去津ＳＣ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３８％ＳＣ ８５０ （６０．０±１．６）ｇ （２５．０±２．３）ｏ （６３．１±２．６）ｋ

１２ ５０％扑草净ＷＰ　ｐｒｏｍｅｔｒｙｎ５０％ ＷＰ　 ７５０ （６２．５±１．８）ｆ （３７．５±０．８）ｍ （８４．３±３．６）ｄ

１３ ７２％２，４滴丁酯ＥＣ　２，４ｄｂｕｔｙｌａｔｅｔｅ７２％ＥＣ ８５０ （１２．５±０．６）ｐ （３７．５±１．０）ｍ （６０．０±１．４）ｌ

１４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５４０ （２５．０±１．２）ｍ （７２．５±２．６）ｆ （５６．３±１．４）ｍ

１５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 ９００ （５８．０±１．４）ｈ （６６．２±２．５）ｈ （６４．０±１．８）ｋ

１６ ４８％仲丁灵ＥＣ　ｂｕｔｒａｌｉｎ４８％ＥＣ ７２０ （７４．５±１．４）ｄ （３７．５±１．５）ｍ （６７．２±１．６）ｊ

１７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３７５ （８７．５±２．２）ａ （３５．０±１．９）ｎ （６０．０±０．７）ｌ

１８ ５％咪唑乙烟酸ＡＳ　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５％ＡＳ ７５ （８２．５±３．１）ｂ （８７．５±１．４）ｃ （８５．６±１．６）ｃ

１９ １％嗪草酮ＳＣ　ｏｘａｚｉｃｌｏｍｅｆｏｎｅ１％ＳＣ ３５ （２２．５±０．５）ｎ （３５．４±１．６）ｎ （６０．３±０．４）ｌ

２０ ２５％辛酰溴苯腈ＥＣ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２５％ＥＣ ３５０ （３７．５±０．８）ｌ （７５．８±１．３）ｄ （７０．１±２．３）ｉ

２１ ２４％烯草酮ＥＣ　ｃｌｅｔｈｏｄｉｍ２４％ＥＣ ８０ （８２．５±０．６）ｂ （５０．０±１．８）ｋ （６０．３±０．１）ｌ

２２ ＣＫ － ３５ ３５ ３０

　１）表中数值为各重复平均值±标准差；表中同列数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ｔａｂｌｅ．

　　试验结果（表２）表明：供试药剂中对马唐鲜重

防效大于７５％的除草剂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

４８％仲丁灵ＥＣ、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

咪唑乙烟酸ＡＳ和２４％烯草酮ＥＣ；对香附子鲜重

防效大于７５％的药剂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７５％

氯吡嘧磺隆 ＷＧ、２０％醚磺隆 ＷＧ、２５ｇ／Ｌ五氟磺

草胺ＯＤ、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和５％咪唑乙烟酸

ＡＳ；对红花酢浆草鲜重防效大于７５％的药剂有

４％烟嘧磺隆ＳＣ、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２０％噻吩磺

隆 ＷＰ、１５％乙氧磺隆 ＷＧ、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

１０％苄嘧磺隆 ＷＰ、１０％苯磺隆 ＷＰ、２０％醚磺隆

ＷＧ、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 ＯＤ、８０％唑嘧磺草胺

ＷＧ、７２％２，４滴丁酯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和５％咪唑乙烟酸ＡＳ；其中对３种不同杂草鲜重

防效均大于７５％的药剂只有２５％啶嘧磺隆ＷＧ和

５％咪唑乙烟酸ＡＳ。

表２　不同除草剂药后３０犱对几种杂草的鲜重防效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犳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狑犲犲犱狊３０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处理

编号

Ｎｏ．

除草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

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香附子

犆狔狆犲狉狌狊狉狅狋狌狀犱狌狊

红花酢浆草

犗狓犪犾犻狊犮狅狉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１ ４％烟嘧磺隆ＳＣ　ｎｉｃ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４％ＳＣ ６０．０ （７４．２±０．８）ｄ （６８．７±０．５）ｆ （９１．３±２．０）ｂｃ

２ ２５％啶嘧磺隆ＷＧ　ｆｌａｚａ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５％ ＷＧ ３７．５ （７８．４±１．２）ｃ （９２．１±１．２）ａ （９２．４±２．７）ｂ

３ ２０％噻吩磺隆ＷＰｔｈｉｆ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Ｐ ３０．０ （３５．６±１．５）ｉ （６１．８±１．２）ｈ （９０．０±１．４）ｃ

４ １５％乙氧磺隆ＷＧ　ｅｔｈｏｘｙ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１５％ ＷＧ ４５．０ （２８．１±１．７）ｋ （７０．８±１．４）ｅ （８３．０±２．２）ｅｆ

５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５６．３ （１９．３±１．３）ｎ （９０．８±２．３）ｂ （９０．０±３．１）ｃ

６ １０％苄嘧磺隆ＷＰ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１５．０ （２６．２±２．２）ｉ （５１．１±１．７）ｋ （８０．６±２．５）ｇ

７ １０％苯磺隆ＷＰ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０．０ （３０．３±１．１）ｊ （５５．８±０．９）ｊ （８６．７±３．１）ｄ

８ ２０％醚磺隆ＷＧ　ｃｉｎ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Ｇ １８．０ （１１．２±１．０）ｐ （７８．５±０．４）ｄ （９０．１±１．７）ｃ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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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处理

编号

Ｎｏ．

除草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鲜重防效／％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

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香附子

犆狔狆犲狉狌狊狉狅狋狌狀犱狌狊

红花酢浆草

犗狓犪犾犻狊犮狅狉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９ 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　ｐｅｎｏｘｓｕｌａｍ２５ｇ／ＬＯＤ ２０．０ （６９．３±１．２）ｅ （８７．０±２．３）ｃ （８３．５±１．４）ｅ

１０ ８０％唑嘧磺草胺ＷＧ　ｆｌｕｍｅｔｓｕｌａｍ８０％ ＷＧ ２２．５ （７２．７±０．９）ｄ （６４．０±１．５）ｇ （８２．０±０．８）ｆ

１１ ３８％莠去津ＳＣ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３８％ＳＣ ８５０ （６８．１±２．１）ｆ （４．１±０．５）ｑ （６９．５±０．７）ｉ

１２ ５０％扑草净ＷＰ　ｐｒｏｍｅｔｒｙｎ５０％ ＷＰ　 ７５０ （５６．２±１．５）ｇ （３８．８±０．３）ｌ （６０．０±０．５）ｋ

１３ ７２％２，４滴丁酯ＥＣ　２，４ｄｂｕｔｙｌａｔｅｔｅ７２％ＥＣ ８５０ （２１．２±１．９）ｍ （５７．０±１．７）ｉ （８５．０±１．２）ｄ

１４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５４０ （１２．７±０．８）ｏ （７７．６±１．０）ｄ （７６．０±１．５）ｈ

１５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 ９００ （２６．２±０．５）ｌ （２４．５±１．４）ｎ （１０．０±２．２）ｏ

１６ ４８％仲丁灵ＥＣ　ｂｕｔｒａｌｉｎ４８％ＥＣ ７２０ （８５．２±２．２）ｂ （３３．０±０．４）ｍ （３２．１±１．４）ｍ

１７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３７５ （９１．０±２．３）ａ （１６．４±２．３）ｐ （２６．７±０．５）ｎ

１８ ５％咪唑乙烟酸ＡＳ　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５％ＡＳ ７５ （９０．５±１．８）ａ （９２．８±１．４）ａ （９５．８±０．８）ａ

１９ １％嗪草酮ＳＣ　ｏｘａｚｉｃｌｏｍｅｆｏｎｅ１％ＳＣ ３５ （２８．７±３．６）ｋ （３１．７±２．５）ｍ （４４．７±１．１）ｌ

２０ ２５％辛酰溴苯腈ＥＣ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２５％ＥＣ ３５０ （４２．７±１．５）ｈ （６５．８±０．８）ｇ （６３．７±０．９）ｊ

２１ ２４％烯草酮ＥＣ　ｃｌｅｔｈｏｄｉｍ２４％ＥＣ ８０ （９０．２±０．８）ａ （２１．７±２．４）ｏ （２６．７±１．４）ｎ

２２ ＣＫ － １３９．３ １１３．８ ５８．５

２．２　除草剂对满地黄金的安全性评价

试验结果表明（表３）：供试除草剂对遍地黄金

抑制率小于２．５％的有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２０％噻

吩磺隆 ＷＰ、１５％乙氧磺隆 ＷＧ、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７２％２，４滴丁酯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４８％仲丁灵ＥＣ和１０８ｇ／Ｌ高效

氟吡甲禾灵ＥＣ，在园林植被绿化中，对遍地黄金抑

制率小于２．５％的除草剂均符合园林绿化生产需

要，也属于对环境友好型的除草剂品种。

２．３　不同除草剂对田间杂草的控制效果

药后３０ｄ，初筛除草剂对遍地黄金的防效如表

４所示，２５％啶嘧磺隆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

表３　不同除草剂药后３０犱遍地黄金的芽长和生长抑制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犪狀犱狊犺狅狅狋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犃狉犪犮犺犻狊狆犻狀狋狅犻

‘犃犿犪狉犻犾犾狅’３０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处理编号

Ｎｏ．

除草剂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有效剂量／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ｄｏｓｅ

芽长／ｃｍ

Ｓｈ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１ ４％烟嘧磺隆ＳＣ　ｎｉｃ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４％ＳＣ ６０．０ ７．６１ （４．２８±０．５）ｇ

２ ２５％啶嘧磺隆ＷＧ　ｆｌａｚａ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５％ ＷＧ ３７．５ ７．７６ （２．３９±０．１）ｈ

３ ２０％噻吩磺隆ＷＰ　ｔｈｉｆ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Ｐ ３０．０ ７．８３ （１．５１±０．２）ｉ

４ １５％乙氧磺隆ＷＧ　ｅｔｈｏｘｙ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１５％ ＷＧ ４５．０ ７．８４ （１．３８±０．３）ｉ

５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５６．３ ７．８３ （１．５１±０．２）ｉ

６ １０％苄嘧磺隆ＷＰ　ｂｅｎ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１５．０ ７．５３ （５．２８±１．０）ｆ

７ １０％苯磺隆ＷＰ　ｔｒｉｂｅｎ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１０％ ＷＰ ３０．０ ７．７２ （２．８９±０．２）ｈ

８ ２０％醚磺隆ＷＧ　ｃｉｎ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０％ ＷＧ １８．０ ６．２１ （２１．８９±０．１）ｄ

９ ２５ｇ／Ｌ五氟磺草胺ＯＤ　ｐｅｎｏｘｓｕｌａｍ２５ｇ／ＬＯＤ ２０．０ ７．１０ （１０．６９±０．７）ｅ

１０ ８０％唑嘧磺草胺ＷＧ　ｆｌｕｍｅｔｓｕｌａｍ８０％ ＷＧ ２２．５ ７．７２ （２．８９±０．２）ｈ

１１ ３８％莠去津ＳＣ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３８％ＳＣ ８５０ ７．７２ （２．８９±０．０）ｈ

１２ ５０％扑草净ＷＰ　ｐｒｏｍｅｔｒｙｎ５０％ ＷＰ ７５０ ７．０５ （１１．３２±１．２）ｅ

１３ ７２％２，４滴丁酯ＥＣ　２，４ｄｂｕｔｙｌａｔｅｔｅ７２％ＥＣ ８５０ ７．８３ （１．５１±０．２）ｉ

１４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５４０ ７．８５ （１．２６±０．３）ｉ

１５ ３３％二甲戊灵ＥＣ　ｐｅｎｄｉｍｅｔｈａｌｉｎ３３％ＥＣ ９００ ７．８９ （０．７５±０．０）ｉ

１６ ４８％仲丁灵ＥＣ　ｂｕｔｒａｌｉｎ４８％ＥＣ ７２０ ７．７６ （２．３９±０．２）ｈ

１７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３７５ ７．８７ （１．０１±０．１）ｉ

１８ ５％咪唑乙烟酸ＡＳ　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５％ＡＳ ７５ ５．２２ （３４．３４±１．２）ｃ

１９ １％嗪草酮ＳＣ　ｏｘａｚｉｃｌｏｍｅｆｏｎｅ１％ＳＣ ３５ １．２２ （８４．６５±２．２）ａ

２０ ２５％辛酰溴苯腈ＥＣ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２５％ＥＣ ３５０ １．５２ （８０．８８±２．８）ｂ

２１ ２４％烯草酮ＥＣ　ｃｌｅｔｈｏｄｉｍ２４％ＥＣ ８０ ７．７１ （３．０２±０．３）ｈ

２２ ＣＫ － ７．９５ －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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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ＥＣ对总草的防效最高，与２５％啶嘧磺隆ＷＧ差异

不显著，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的防效，生产上可推广使用；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最

高，与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

ＥＣ防效无显著差异，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的防效；５６％

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混剂对阔叶杂

草和莎草科杂草的防效最高，与２５％啶嘧磺隆ＷＧ＋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防效相当，显著高于其他

处理的防效，但对禾本科杂草防效不佳；１０８ｇ／Ｌ高效

氟吡甲禾灵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剂对禾本科

和阔叶杂草的防效较好，但对莎草科杂草防效较低；大

田药效试验和室内试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药后１５ｄ和３０ｄ，目测初筛除草剂对田间遍地

黄金的安全性（表５），药后１５ｄ，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

和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在试验剂量下，对遍地黄

金新叶有轻微的抑制，其生长受到轻微影响；３０ｄ后

抑制减小，遍地黄金生长恢复正常。药后１５ｄ，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

ＳＰ、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７５％氯吡嘧磺隆和

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在试验剂量下，对遍地黄金新叶有轻微的抑制，但其

生长不受影响，３０ｄ后恢复正常；其他药剂在试验剂

量下对遍地黄金安全，目测大田药效试验安全性和

室内试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可以推广应用。

表５　不同除草剂对遍地黄金的安全性评价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犛犪犳犲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犃狉犪犮犺犻狊狆犻狀狋狅犻‘犃犿犪狉犻犾犾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剂量／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遍地黄金　犃狉犪犮犺犻狊狆犻狀狋狅犻‘Ａｍａｒｉｌｌｏ’

１５ｄ安全性

Ｓａｆｅｔｙ１５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０ｄ安全性

Ｓａｆｅｔｙ３０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５％啶嘧磺隆ＷＧ　ｆｌａｚａ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５％ ＷＧ ３７．５ ＋＋ ＋

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５６．３ － －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３７５ － －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５４０ ＋＋ ＋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
２２５＋３００ ＋ －

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２２５＋３０ － －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７５％氯吡嘧磺隆ＷＧ

ＭＣＰＡｓｏｄｉｕｍ５６％ＳＰ＋ｈａｌｏ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ｍｅｔｈｙｌ７５％ ＷＧ
３００＋３０ ＋ －

２５％啶嘧磺隆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ｆｌａｚａ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２５％ ＷＧ＋ｈａｌｏｘｙｆｏｐ犘ｍｅｔｙｌ１０８ｇ／ＬＥＣ
２０＋１８７ ＋ －

　１）－ 表示生长正常，无药害；＋表示新叶受到轻微抑制，不影响生长；＋＋表示新叶受到轻微抑制，生长受到轻微影响；＋＋＋表示新叶受到

抑制，叶片有斑点，枯黄等症状，生长受到影响；＋＋＋＋表示新叶未长出，老叶受到抑制，老叶有斑点、枯黄等症状。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ｈａｒｍ；＋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ｎｅｗ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ａｖ

ｅｓａ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ｎｅｗ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ｈａｖｅｓｐｏｔｓ，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ｎｅｗｌｅａｖｅｓｄｏｎｏｔｇｒｏｗｏｕｔ，ｏｌｄ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ｏｌｄｌｅａｖｅｓｈａｖｅｓｐｏｔｓ，

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３　讨论与结论

近几年，遍地黄金作为南方主要绿化地被植物

广泛被城市绿化部门接受，其建植速度较快，草被紧

贴地面，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四季常绿，花期长，美观

实用，已成为一种新的观赏性草坪草种，其中在西

南、华南地区茶园、果园等套种遍地黄金可以提高不

同层次土壤含水量，有优良的保土、保水性能［２４］。

果园生草是一种优良的果园土壤管理措施，符

合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生态系统

较为脆弱的山地丘陵区，果园套种遍地黄金尤为重

要，不仅可以提高果园的养分，同时可以控制其他杂

草的发生及蔓延［１２１３］，因此研究化学除草剂对遍地

黄金草坪的安全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试验采用室内盆栽法初步测定了２１种除草

剂对几种供试杂草的活性及对遍地黄金的安全性，

且对筛选出的目标除草剂通过混配进行了田间药效

试验，试验结果有助于为南方遍地黄金草坪杂草的

防控提供参考。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供试２１种药剂中，从防效

和安全性考虑，在遍地黄金草坪中用２５％啶嘧磺隆

ＷＧ＋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可以较好地防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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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遍地黄金草坪中的大多数杂草；当草坪中有大量

的禾本科杂草时用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来

控草；当草坪中有大量的莎草科杂草发生时用７５％氯

吡嘧磺隆ＷＧ来防控；若禾本科杂草和其他阔叶杂草

均发生严重，可以采用１０８ｇ／Ｌ高效氟吡甲禾灵ＥＣ

＋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混剂来防控杂草；当莎草科

杂草和阔叶杂草发生严重时，可以用７５％氯吡嘧磺隆

ＷＧ＋５６％２甲４氯钠盐ＳＰ来达到控草的目的，总

之，草坪杂草种类繁多，不同的草相选用不同的除草

剂来防控，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减少农药的浪

费，更重要的是可以减轻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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