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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室内配方筛选及田间小区对比试验，初步明确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组分

配比和杀草谱，对水稻田常发生的稗草、异型莎草、牛毛毡、雨久花、鸭舌草、野慈菇、泽泻、萤蔺、

眼子菜等禾本科、阔叶及莎草科杂草有特效，综和防效在 +,#以上。在单子叶杂草较多的田块使

用量（有效成分）为 (", - . /0*，否则 !1* - . /0* 即可，施药时期应掌握在水稻返青后的杂草萌动

期，可混拌过筛细沙、细土或化肥均匀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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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由乙酰苯胺和磺酰脲类除草剂按一定比例，经过化学工艺复

配而成的一次性化学除草剂，能被杂草的根、茎、叶吸收，抑制支链氨基酸生物合成及细胞生

长和分裂，致使杂草生长受到抑制而死亡。*))" 年经过室内配方筛选后，在吉林省和黑龙江

省移栽稻田进行了小区登记药效试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药剂（中文通用名）

苯噻酰·吡 !"# 45（吉农高新股份公司农药一公司产品）；苯噻酰草胺 ,)# 45（河

北宣化农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马歇特 ()# 67（美国孟山都公司产品）；草克星 ")# 45
（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产品）。

!+( 试验作物及防除对象

试验作物为移栽田水稻。

试验地设在吉林省农业大学实验站和黑龙江省农科院植保所实验站的老稻田区，土质

较肥沃，有机质含量在 *&1# 8 ’&,#，9: 值中性，水源充足，杂草种类较多，发生数量中等偏

上。试验地秋翻春打埂。试验地主要杂草有：稗草 $!"#$%&"#’&( ")*+,(’’$ ;<=>?%、雨久花

$-&%&"#&)$( .&)+(.&/$$ @<-<A <B C==DE%、异型莎草 $0123)*+ 4$55&)6$+ F&%、扁秆藨草$7"$)2*+
2’(%$"*’6$+ GH& 2D/0IJB%、野慈菇$7(,$88()$( +(,$88$5&’$( F&%、狼巴草$9$43%+ 8)$2()8$83 F&%和眼子菜

$:&8(6&,38&% 4$+8$%"8*+ 3&;<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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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 配方筛选试验

根据当前吉林省水稻田稗草密度大、防除药剂单一的问题，选择了丁草胺、二氯喹啉酸

和苯噻酰草胺 ! 种除稗剂与防除三棱草、牛毛草、眼子菜等阔叶杂草的药剂吡嘧磺隆、苄嘧

磺隆进行交叉配伍，每个药剂处理小区面积 !" "#，! 次重复，在水稻移栽 $ % 后，稗草 # 叶 &
心之前、阔叶草及莎草刚刚萌动时，制成母液后混拌过筛细沙，均匀撒施，药后 ’( % 调查株

数防效及水稻株高与分蘖，计算防治效果，主要筛选组合见表 &。

!"#"$ 联合作用类型试验

在明确有效成分之后，利用温室盆栽生测的方法，将定量的稗草、狼巴草种子播于口径

为 &( )"、深度为 &# )" 的小花盆中，每盆播 &( 粒发芽的种子，覆土压平，淋水后放置温室

中培养，定期观察试材生长情况，#( % 后称量各处理地上部分杂草鲜重，计算抑制百分率，用

*+,-./ 法评价二者混用对稗草、狼巴草的联合作用类型。

!"#"# 田间药效试验

’&0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试验 共 设 1
个处理，& 个空白对照（表 #），’ 次重复，随机

区组排列，试验共设 !# 个小区，每小区净面

积为 #( "#（’ " 2 3 "）。小区间有埂，单排单

灌，缺水补水。施药时保水 ! 4 3 )"，持续 1 %
左右，只灌不排。施返青肥、分蘖肥及穗肥。

3 月下旬施药，白天最高气温 #56左右，

最低气温 &36，晴转多云，偏西风 & 4 # 级，

水深 ’ 4 1 )"，水温 #$ 4 #56。施药时稗草 &73 叶以下，多年生三棱草 ! 4 ’ 叶期，雨久花、慈

菇及一年生莎草萌动期，水稻 ! 4 ’ 叶，株高 &8 )" 左右。

!"#"% 除草效果调查方法

在 ’&0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施药后 ! 4 3 % 目测水稻及杂草药害情况。药后 &3 %、!( %
和 ’3 % 时调查残存杂草株数和种类 （第二次调查时称量杂草鲜重），每小区对角线 ! 点取

样，每点调查 (7#3 "#，计算杂草株数防效、鲜重防效。水稻齐穗后进行安全性调查，秋收时考

种测产。

$ 结果与分析

$"! 配方筛选试验结果

由田间药效及对水稻生育情况调查结果看，各处理及参照药剂对各种杂草防除效果相

表 ! 混配药剂的种类及用量

序 号 药剂名称及剂量9有效成分 / : ;"#<
组合 & !(0苄嘧磺隆 => ’3 ? $(0丁草胺 @A 8((
组合 # !(0苄嘧磺隆 => ’3 ? 3(0苯噻酰草胺 => $((
组合 ! &(0吡嘧磺隆 => &3 ? $(0丁草胺 @A 8((
组合 ’ &(0吡嘧磺隆 => &3 ? 3(0苯噻酰草胺 => $((
组合 3 !(0苄嘧磺隆 => ’3 ? 3(0二氯喹啉酸 => #’173
组合 $ &(0吡嘧磺隆 => &3 ? 3(0二氯喹啉酸 => #’173
参照 & &(0草 克 星 => &3 ? $(0丁草胺 @A 8((
参照 # !(0苄嘧磺隆 => ’3 ? $(0丁草胺 @A 8((

清水对照

表 $ %!&苯噻酰·吡 ’( 防除水稻田杂草试验处理

序号 药剂名称 剂型
剂量9有效成
分 / : ;"#<

& 苯噻酰·吡 ’&0=> ’8#
# 苯噻酰·吡 ’&0=> $&3
! 苯噻酰·吡 ’&0=> 1!5
’ 苯噻酰·吡 ’&0=> # $’(
3 苯噻酰草胺 3(0=> $((
$ 草克星 &(0=> &3
1 草克星?马歇特 &(0=>?$(0@A &3?8((
5 清水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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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无明显差异，组合 ! 略高于其它处理。从对水稻有效分蘖及株高上看，含苯噻酰草胺的各

处理，水稻生长及有效分蘖均好于含丁草胺的处理，根据综合除草效果、使用成本及安全性

因素，确定最佳配方组合为吡嘧磺隆"苯噻酰草胺#表 $%。

!"! 联合作用类型试验结果

从盆栽试验可以看出，吡嘧磺隆对稗草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 &’、$( 和 !’ ) * +,- 剂

量下，对稗草鲜重防效分别为 -&.$/、!!.’/和 ’0.&/；而苯噻酰草胺对稗草则有较好的防除

效果，在 &’(、$(( 和 1(( ) * +,- 剂量下，对稗草鲜重防效分别为 20.0/、0’.-/和 3-.2/；苯

噻酰草胺和吡嘧磺隆混用后，各个混用组合对稗草均有较好的防除效果，防效幅度为 0$.-/
4 30.-/，明显高于吡嘧磺隆单用的除草效果，也比苯噻酰草胺单用的防效有所提高。在 3 个

混用组合中，除两个组合的实测防效与理论防效之差略小于 ( 外，其余各混用组合略大于

(，说明苯噻酰草胺和吡嘧磺隆混用后对稗草基本属于相加或略有增加作用（表 !）。

从二者混用对狼巴草的防效结果看，吡嘧磺隆对狼巴草防效较好，在&’、$(和!’ ) * +,-

剂量下，鲜重防效分别为 1&.!/、0$.&/和 3(.-/，而苯噻酰草胺对狼巴草基本无效。混用后

各组合实测防效与理论防效之差在5(.- 4 -.& 之间，基本接近于 (，说明二者混用后对狼巴

草属于相加作用#表 ’%。

综合起来看，苯噻酰草胺和吡嘧磺隆混用后，对禾本科杂草稗草基本属于相加或略有增

加作用，对阔叶杂草狼巴草属于相加作用。由于苯噻酰草胺在室内条件下对稗草活性较高，

表 # 不同配方筛选药效调查结果

处理
稗草 雨久花 野慈菇 眼子菜 狼巴草 异型莎草 扁秆藨草 有效分蘖 水稻株高

#/% #/% #/% #/% #/% #/% #/% #个 * 穴% #6,%
组合 & 02.$ 3&.$ 2’.1 3&.$ ’(.( 31.1 02.( &0.’ !-.-
组合 - 03.& 3(.! 2’.1 3(.( &((.( &((.( 3&.& -1.$ !3.&
组合 $ 3&.- 3’.1 0$.$ 03.1 &((.( &((.( 0’.! -2.& !&.0
组合 ! 3(.1 32.& 0$.$ 3’.& &((.( &((.( 3$.$ -2.! !0.!
组合 ’ 0’.( 3!.- 11.1 02.0 21.1 32.1 3(.( -’.1 ’(.$
组合 1 02.3 3’.( 2’.1 3-.& 21.1 30.$ 03.’ -1.( ’(.(
参照 & 01.$ 3$.! 23.$ 3$.$ ’(.( 33.& 01.1 &3.( !$.&
参照 - 0!.’ 3-.’ 2’.1 02.1 ’(.( 3’.! 3(.2 &0.2 !&.1

78#株 * ,-% -2.$ !$.1 &.2 $!.( -.$ -’.1 &1.$ -&.$ !0.3

表 $ 苯噻酰草胺和吡嘧磺隆混用对稗草鲜重的防效 /

处 理

#) * +,-%

苯 噻 酰 草 胺

( &’( $(( 1((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吡 ( 5 20.0 0’.- 3-.2
嘧 &’ -&.$ 01.& 0$.- 3(.- 00.! 3-.’ 3!.$
磺 $( !!.’ 3(.- 00.- 3-.2 3&.0 3$.0 3’.3
隆 !’ ’0.& 3$.’ 3&.& 3!.0 3$.0 30.- 31.3

表 % 苯噻酰草胺和吡嘧磺隆混用对狼巴草鲜重的防效 /

处 理

#) * +,-%

苯 噻 酰 草 胺

( &’( $(( 1((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实测防效 理论防效

吡 ( 5 0.1 &’.’ -&.2
嘧 &’ 1&.! 11.0 1!.2 10.1 12.! 10.2 13.0
磺 $( 0$.& 0!.! 0!.1 0’.& 0’.2 02.3 01.0
隆 !’ 3(.- 3(.’ 3&.( 3$.0 3&.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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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时应适当增加苯噻酰草胺在混剂中的比例。

!"#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 杂草对除草剂的药害反应

施药时稗草为 !"# $ %"# 叶期，扁秆藨草陆续发生，高的可达 # $ & ’(，其它杂草尚未出

土。施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各剂量区内，水稻长势良好，无药害发生，+ $ ) , 后稗草停

止生长，退绿，逐渐黄化干枯而死亡。扁秆藨草叶尖发黄，株高在 # ’( 以下的大部分枯死，#
’( 以上的逐渐恢复生长。但空白对照区内杂草基数大，品种齐全，个体生长繁茂。

!"#"! 各处理对杂草的防除效果

-"+"-"% 对稗草防除效果

药后经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对单子叶杂草中的稗草株数防

效较好，药后 %# , 调查时吉林、黑龙江两省异地试验防效为 &."/* $ 0&"#*，以黑龙江省的

防效偏高，不同剂量之间差异不明显。药后 +! , 调查时，为 &0"+* $ 0."#*。)# , 调查为

&."/* $ 00"#*，比 %# , 调查时效果略有提高。

对稗草鲜重防效也较好1为 &0"!* $ 00"&*2，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防效逐渐提高，但不

同剂量之间差异不明显。

-"+"-"- 对阔叶杂草防除效果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对阔叶草的株数及鲜重防效都很好，黑龙江省调查结果，防

效均为 %!!*。

在吉林省试验的各处理区，株数防效第一次调查时为 /0".* $ 0&"/*，第二次调查时为

/0"#* $ 0."+*，第三次调查时为 &+"&* $ 0&"&*。

鲜重防效也很明显，防效为 &#"&* $ 0/")*，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防效逐渐提高。

-"+"-"+ 对莎草科杂草防除效果

第一次调查时，)%*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两省试验各处理区对莎草科杂草中的扁秆藨

草株数防效为 /%"#* $ .0"#*，第二次调查时的防效为 #%"-* $ .0"0*，第三次调查时的防效

表 $ %&’苯噻酰·吡 () 防除水稻田杂草试验药效调查 1黑龙江省2

试验处理13 4 5(-2
药后 %# , 株数防效1*2 药后 +! , 株数防效1*2
稗草 扁秆藨草 狼巴草 稗草 扁秆藨草 狼巴草 雨久花

苯·吡 )0- 0-"! /%"# %!! 0+"- #%"- %!!"! %!!
苯·吡 /%# 0#"- &%"/ %!! 0)"+ //". %!!"! %!!
苯·吡 &+. 0&"+ &&"- %!! 0/"# /."0 %!!"! %!!
苯·吡 - )/! 0&"# ./". %!! 0."# &."% %!!"! %!!
苯噻酰草胺 /!! 0/"% -!"% ! 0/") %%"- )/"& #!
草克星 %# #&"0 &#"/ %!! ##"- &/"% %!!"! %!!
草克星6马歇特 %#60!! 0#"! &)"# %!! 0/") /.") %!!"! %!!
清水对照1株·3 4 (-2 +&)"! %%)"! + )/."% -.&"! &"# )

试验处理13 4 5(-2
药后 )# , 株数防效1*2 药后 )# , 鲜重防效1*2
稗草 扁秆藨草 狼巴草 雨久花 稗草 扁秆藨草 阔叶草

苯·吡 )0- 0/"% )!". %!! %!! 0&"% )."- %!!
苯·吡 /%# 0/". )."+ %!! %!! 0&"# #+"0 %!!
苯·吡 &+. 0."/ ##"% %!! %!! 00"- /%"! %!!
苯·吡 - )/! 00"# &+"! %!! %!! 00"& .!"! %!!
苯噻酰草胺 /!! 0."- +") -! #! 0."& %&". +%
草克星 %# )/") /-"+ %!! %!! )&"+ &%". .-
草克星6马歇特 %#60!! 0.") )%") %!! %!! 0."% )0"! 0!
清水对照1株·3 4 (-2 #/#"! ).-"! %! ) % !&&"! 0&&"# %)-

注：表中数据为 -!!! 年、-!!% 年平均数，78 区为每平方米杂草数或鲜重克数，阔叶草包括雨久花、狼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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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对扁秆藨草鲜重也有一定防效，效果为 !$#)% & ’*#)%。总体上也是随着施药剂量的增

加防效逐渐提高，不同剂量之间差异明显，以黑龙江省的防效偏低，因多年生恶性三棱草点

片发生，分布不均，使得防除效果规律性差。

!"#"# 安全性

施药后目测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各处理区对水稻株高、分蘖和结穗等生育性状

没有影响。秋收前考种测产结果表明：各处理区比空白对照区增产幅度在 +(#)% & ,*#*%
之间，而且，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产量逐渐提高，说明各药剂处理对水稻安全（表 $）。

表 ! "#$苯噻酰·吡 %& 防除水稻田杂草试验药效调查 -吉林省.

试验处理

-/ 0 12). 苯·吡 !’) 苯·吡 (*, 苯·吡 3+$ 苯·吡 ) !(" 苯噻酰

草胺 ("" 草克星 *,
草克星4
马歇特

*,4’""

清水对照

-株#/ 0 2).

药后 *, 5 株数防效-%.
稗草 3$#( $$#’ ’"#$ ’!#$ ’*#) )!#* ’*#( ’!#!
扁秆藨草 3(#’ $,#, $3#" $’#, )*#+ ’"#, ’"#, ,"#,
狼巴草 3(#’ $(#, ’)#" ’3#( *,#! ’(#! ’,#* +#3
鬼针草 33#$ $’#* ’,#( ’$#( ))#) ’,#) ’$#( +#"
野慈菇 (*#’ $$#, ’*#" ’!#" *+#) ’3#! ’!#$ 3#,
泽泻 ()#, $3#, *""#" *""#" ,"#" *""#" *""#" !#"
阔叶草总计 (’#$ $$#) ’,#3 ’3#( ),#) ’3#+ ’3#*
药后 +" 5 株数防效-%.
稗草 3’#+ $$#’ ’*#" ’!#" ’*#* )(#! ’)#( ’$#(
扁秆藨草 3$#3 $(#) $$#" $’#’ )+#) ’"#) ’"#$ ,(#,
狼巴草 33#" $3#’ ’)#" ’3#, *)#" ’(#) ’!#’ +#,
鬼针草 33#$ $’#* ’!#( ’3#’ )’#+ ’(#" ’,#3 +#!
野慈菇 3+#) $$#3 ’,#+ ’3#( )"#+ ’3#( ’,#+ *#)
泽泻 ,"#" $3#, *""#" *""#" +3#, *""#" *""#" "#$
阔叶草总计 (’#, $$#+ ’,#, ’$#+ )!#$ ’3#, ’(#, ’’#"
药后 !, 5 株数防效-%.
稗草 3$#( $’#) ’*#) ’+#’ ’*#( )(#! ’)#’ ’’#"
扁秆藨草 3$#( $3#" $$#" ’"#( )!#3 $’#$ ’"#! ,$#!
狼巴草 3(#( $’#( ’,#* ’3#( *$#) ’,#* ’,#* +#$
鬼针草 3$#+ $’#’ ’,#( ’3#$ )"#( ’+#( ’,#( +#’
野慈菇 3(#( $’#" ’,#+ ’3#( )"#( ’+#( ’,#( *#+
泽泻 (+#* $(#( ’,#+ ’3#( ++#* ’3#( ’,#+ *#,
阔叶草总计 3+#3 $$#$ ’,#+ ’3#3 )+#* ’,#" ’,#!
药后 !, 5 鲜重防效-%.
稗草 3’#" ’"#) ’*#$ ’!#+ ’)#! +"#, ’+#) * ()3#"
扁秆藨草 3$#$ $$#" $’#+ ’*#) ),#$ ’"#( ’"#$ !()#,
阔叶草总计 3,#3 $$#3 ’)#" ’(#! )(#3 ’+#’ ’,#" *(*#"

注：表中数据为 )""" 年、)""* 年平均数，67 区为每平方米杂草数或鲜重克数，阔叶草包括狼巴草、野慈菇、泽

泻、鬼针草。

表 ’ 水稻生育状况及测产结果 -)""* 年黑龙江省.

处 理-/ 0 12). 穗数 0 穴 粒数 0 穗 千粒重-/. 产量-8/ 0 12). 增产率-%.
苯·吡 !’) *3#+ +3#$ )+#’ ( )"$ +(#)
苯·吡 (*, *’#! !"#$ )!#+ ( +!) +’#)
苯·吡 3+$ )"#) !*#( )!#) ( $$3 ,*#*
苯·吡 ) !(" )*#) !)#$ )!#, ( $** !’#,
苯噻酰草胺 ("" *!#( +,#) )!#* , 3"$ ),#+
草克星 *, *$#( !*#$ )!#+ , +!) *3#)
草克星4马歇特 *,4’"" *’#) !)#( )!#) ( *+) +!#,
清水对照-株#/ 0 2). **#3 +!#, )*#+ ! ,,3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 结论与评价

综合两年田间调查结果，!"#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对水稻田常发生的禾本科杂草如稗

草 、阔叶草中的鬼针草、野慈菇、泽泻、狼巴草、雨久花株数和鲜重防效较好，对莎草中的扁

秆藨草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为是复配制剂，扩大了杀草谱，效果显著。!"#苯噻酰·吡

可湿性粉剂在本试验剂量（有效成分）!$% & % !’( ) * +,% 范围内，对水稻生育性状及产量等

均无任何不良影响，增产潜力大，对水稻安全。

一般老稻田区，田间杂草基数大，可用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次低剂量，每公顷有

效成分 !$% )，在三棱草或禾本科杂草密度较大的田块，可用次高剂量，即每公顷有效成分

’"- )。

因 !"#苯噻酰·吡可湿性粉剂具有根、茎、叶吸收特性，所以，施药时期必须掌握在杂草

出土后、水稻移栽 - & . / 和稗草小于 % 叶 " 心期前，田中保水 0 & - 1,，采用毒土（沙）法均

匀撒施，施药后仍保水 0 & - 1,，持续 . / 时间左右，缺水及时补足，只灌不排，使药剂分布均

匀，以提高除草效果。

参考文献：

2"3 李 璞，等 4 高活性、低成本、一次性稻田除草混配技术研究253 4 第五次中国杂草科学学术会议文集，中国昆明，"$$! 4
2%3 王广祥，等 4 !(#旱田净乳油的药效评价及对后茬作物的敏感性研究263 4 吉林农业科学，%(("，%’（’）：0(70! 4

!"#$%&’()*#++,-,. ’,/ !-+&/ 0#’-&) "1 23+ 4,+ 53"2 6+#7-*-/+
"1 89: ;+*3’/%" -, 0#’,)<&’,2+/ =-*+ -, >"#23+’)2 ?3-,’

89:; ;<=>)7?@=>)A BC =D4
E!"#$#% &"’(")*+ ,$+ -./+0 1$#%2*34"#% "0’"((A 5+@>=F

@7)2#’*2G H<DC@7DI1=CB/ J@BD/ =>/ C+B KI@>C =1C@I> IJ C+B +BLM@1@/B 1I,M@>=C@I> IJ ,BJB>=1BC
=>/ NOL=PIQ<DJ<LI>7BC+OD CL=@DQ RBLB 1I>/<1CB/ @> %((" CI /BCBL,@>B C+B QBDB1C@S@CO =>/ RBB/ 1I>T
CLID BJJ@1=1O IJ !"# UB1+=/<I @> CL=>QND=>CB/ L@1BA C+B LBQ<DCQ RBLB =Q JIDDIRQG V?1BDDB>C RBB/
1I>CLID NBLJIL,=>1B RBLB =1+@BSB/ R+B> =NND@B/ =C C+B =MISB7,B>C@I>B/ =NND@1=C@I> C@,@>)A R@C+
=> =SBL=)B 1I>CLID NBL1B>C=)B +@)+BL C+=> W-# =)=@>QC M=L>O=L/)L=QQ =>/ =D,IQC 1I,NDBCB 1I>CLID
IJ S=L@I<Q =>><=D MLI=/DB=J RBB/Q QB/)BQ @>1D</@>) X=L>O=L/)L=QQA Y@JJIL,B/ ;=D@>)=DBA
VDBI1+=L@Q OIZIQ1B>Q@QE[L=>1+4 BC Q=SF \=>) BC 8=>)A UILQ=ZIR HI>I1+IL@= ID/RILD/ 9LLIR+B=/A
]L@B>C=D R=CBLND=>C=@>A ^<Q+7D@ZB XD<L<Q+A Y@QC@>1C _I>/RBB/A B1C !"#4 UB1+=/<I )=SB B?1BDDB>C
1LIN Q=JBCO R+B> <QB/ =C - & "( /=OQ =JCBL CL=>QND=>C@>) ( & % DB=J QC=)B IJ M=L>O=L/)L=QQ R@C+@>
!$% & ’"- )4=@4 * +,%A S=L@I<Q =NND@1=C@I> ,BC+I/ @Q =NND@1=MDBA Q<1+ =Q QI@D7M=QB/ @>QC=>C )L=><DB
,BC+I/4 [BLC@D@PBL7M=QB/ @>QC=>C )L=><DB ,BC+I/4 ‘C @Q I>B IJ C+B MBQC I>B7Q+IC L@1B +BLM@1@/BQ JIL
<Q@>) @> CL=>QND=>CB/ L@1B IJ >ILC+B=QC 5+@>=4

;+A B"#/)G 8BB/ Z@DDa UB1+=/<I !"#a 8BB/Qa 5I>CLID BJJ@1=1O

0 期 王广祥等：!"#苯噻酰·吡E客杈多F可湿性粉剂配方筛选及田间药效试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