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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 两 年 两 地 田 间 小 区 对 比 试 验 ，明 确 了 !"#灭 松·二 甲 水 剂 药 效 和 杀 草 谱 ，对

水 稻 田 多 种 恶 性 杂 草 雨 久 花 、野 慈 菇 、泽 泻 、狼 巴 草 、萤 蔺 、扁 秆 藨 草 均 有 特 效 ，除 草 效 果 稳

定 在 ,*#以 上 ，在 莎 草 科 杂 草 基 数 低 于 )* 株 - .! 的 地 块 ，每 公 顷 用 量 )/) 0$有 效 成 分 %，超

过 )* 株 的 地 块 每 公 顷 用 量 为 +*!1+/* 0$有 效 成 分 %即 可 。 施 药 时 期 为 插 秧 后 !*1(* 2$待 阔

叶 和 莎 草 科 杂 草 出 齐 至 !* 3. 以 下 %，施 药 前 排 水 ，对 水 4)* 50 - 6.!，如 田 间 后 期 有 高 龄 稗 草

需 同 时 防 治 ，可 加 二 氯 喹 啉 酸 $快 杀 稗 %一 起 喷 雾 ，可 达 到 一 次 用 药 全 田 无 杂 草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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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松·二 甲 $莎 阔 净 %水 剂 是 由 苯 氧 羧 酸 和 有 机 杂 环 类 除 草 剂 按 一 定 比 例 ，经 过

化学工艺复配而成的一次性防除阔叶和莎草科杂草的触杀型具有选择性苗后广谱混配

剂。该药剂既能通过叶面渗透又能通过根部吸收穿过角质层和细胞质膜，迅速传导到杂

草各个部位，影响核酸和蛋白质的形成，当传到生长点时，使其停止生长，幼嫩叶片不能

伸展；传到茎部，能促进茎部细胞异常分裂，根茎膨胀$大%，丧失吸收能力，当形成层膨大

成 团 状 物 时 ，韧 皮 部 破 坏 ，筛 管 堵 塞 ，强 烈 抑 制 杂 草 光 合 作 用 和 水 分 代 谢 ，造 成 营 养 饥

饿，使生理机能失调而致死。!**&1!**! 年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移栽田进行登记药效试

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药剂

!"#灭松·二甲$莎阔净%水剂$吉林省通化市农科院梅河口市农药实验厂供试样品%、
4/#灭草松水剂$江苏昆山农药厂产品%、&(#二甲四氯水剂$抚顺农药厂产品%。
!+( 试验作物及防除对象

试验作物为水稻。

试 验 地 设 在 黑 龙 江 省 农 科 院 植 保 所 实 验 站 和 吉 林 农 业 大 学 实 验 站 的 老 稻 田 区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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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较肥沃 !有机质含量在 "#$%&’#(%，)* 值 (#+&,#$，水 源 充 足 ，杂 草 种 类 较 多 。 试 验 地

主 要 杂 草 有 ：狼 巴 草 -!"#$%& ’(")*’"’*.、野 慈 菇 -+*,"’’*("* &*,"’’"-./"* /#.、雨 久 花 -0.%.12.("*
3.(&*3.4"".、泽泻-5/"&6* .("$%’*/$ -012. 3456)75. 、萤 蔺 -+1"()7& 87%1."#$& 89:;.和 扁 秆 藨 草

-+1"()7& )/*%"17/6"& .等。

!"# 试验方法

"(%灭 松·二 甲 水 剂 试 验 共 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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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2.。 小 区 间 有 埂 ，单 排 单

灌。施药前 = A 将田中水排干，施药 " A 后

可正常管理水层。

在 "(%灭松·二甲水剂施 药 后 @&, A 目 测 水 稻 及 杂 草 受 药 害 症 状 。 药 后 =@ A、’> A
和 <@ A 时调查残存杂草株 数 和 种 类 -第 " 次 调 查 时 称 杂 草 鲜 重 .，每 小 区 取 @ 点 ，每 点 =
2"，计算杂草株防效和鲜重防效，水稻收获时考种，全区收获测产。

! 结果与分析

$"! 对阔叶及莎草科杂草的防除效果

表 ! $%&灭松·二甲水剂防除稻田杂草试验处理

序号 药剂名称 剂型 剂量-B·1C D E2".

= 灭松·二甲 "(%水剂 @$@
" 灭松·二甲 "(%水剂 ,>"
’ 灭松·二甲 "(%水剂 ,$>
< <$%灭草松 <$%水剂 = <<>
@ 清水对照

表 $ $%&灭松·二甲水剂防除稻田杂草药效调查结果’黑龙江省( %

处理剂量

-B·1C D E2".

施药后 =@ A 株防效 施药后 ’> A 株防效 施药后 <@ A 株防效 施药后 <@ A 鲜重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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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松·二甲 @$@ +=#( +@#> +(#> +"#( +>#$ +’#$ +>#( +>#( +>#(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 +=#( +$#’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 +’#$ +$#@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 +$#+ =>>#> =>>#> +=#’ ++#+ =>>#> =>>#> +>#$
对照-株、B D 2". =’"#@ @#@ (#’ ’#$ "@$#@ (#$ (#’ <#> ’""#$ (#$ (#’ @#"= ="$>#> =>$#’ =$#, ’"#$

表 # $%&灭松·二甲水剂防除稻田杂草药效调查结果’吉林省( %

防治天数-A. 剂量-B·1C D E2". 雨久花 野慈菇 泽泻 狼巴草 萤蔺 扁秆藨草

株防效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7F-株 D 2".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7F-株 D 2".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7F-株 D 2". $#’ =>"#> $#< ==#@ "$#" ((#<

鲜重防效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7F-B D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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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松·二甲水剂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及鲜重防效都很好，黑龙江省调查结果对

雨久花、狼巴草防效均稳定在 $%%#&表 !’。
在吉 林 省 试 验 的 各 处 理 区 株 防 效 稳 定 在 (%#以 上 ， 鲜 重 防 效 比 株 防 效 略 高 &!#)

*#’，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防效逐渐提高&表 *’。
试验结果表明，两地各处理区对莎草科杂草中的最恶性杂草扁秆藨 草 株 防 效 均 稳

定在 (%#以上，黑龙江省试验点比吉林省试验点效果略高。总体上也是随着施药剂量的

增加防效逐渐提高&表 !、*’。
!"! 安全性

施药后观察，!"#灭松·二甲水剂对水稻安全，整个生育期未发现药害&表 +’，与灭草

松处理基本相同。秋季调查，施药区穗多、粒多、产量高，比对照区增产 !+,(#)*-,+#，随

着施药剂量的增加产量逐渐提高&表 .’。

! 结论与评价

综合两年两地田间药效调查结果 ，!"#灭 松·二 甲 水 剂 对 水 稻 田 主 要 恶 性 杂 草 如 阔

叶杂草中的雨久花、野慈菇、泽泻、狼巴草株防效和鲜重防效都稳定在 (%#以上，对莎草

科 中 的 扁 秆 藨 草 、萤 蔺 株 防 效 和 鲜 重 防 效 也 稳 定 在 (%#以 上 ，因 为 是 复 配 剂 ，扩 大 了 杀

草谱，降低了成本，防除效果和经济效益明显。!"#灭松·二甲水剂，在本试验剂量 ./.)
-/% 0·12 3 45! 范 围 内 ，对 水 稻 生 育 性 状 及 产 量 均 无 任 何 不 良 影 响 ，增 产 潜 力 大 ，对 水 稻

安全。

一般老稻田区阔叶和莎草科杂草基数每平方米 .% 株以上的地块，可用 !"#灭松·

二甲水剂 ./.)-/% 0·12 3 45!，在杂草基数每平方米 .% 株以下可用低剂量 ./. 0·12 3 45!。

因 !"#灭松·二甲水剂具有茎叶吸收特性，所以施药时期必须掌握在阔叶和莎草科

杂 草 出 齐 后 长 到 !% 65 以 下 ，水 稻 移 栽 !%)*% 7，施 药 前 排 干 田 水 ，采 用 喷 雾 法 ，对 水

+.% 80 3 45!，施药 ! 7 后可正常管理水层。

该 药 剂 使 用 极 为 简 单 ，作 为 苗 后 触 杀 型 具 有 选 择 性 除 草 剂 ，见 草 打 草 ，可 采 用 点 喷

方法，节约用药成本，该药剂杀草速度快，杂草死 亡 时 间 比 其 它 除 草 剂 提 前 "下 转 第 #$ 页 %

表 # !$%灭松·二甲水剂对水稻生育影响调查 &黑龙江省’

处理剂量&0·12 3 45!’
- 月 $! 日调查 ( 月 !% 日调查

株高&65’ 茎数&个 3 穴’ 株高&65’ 茎数&个 3 穴’

!"#灭松·二甲水剂 ./. .*,. !%,- (/,* !%,$
!"#灭松·二甲水剂 -%! .+,* !%,( (-," !%,"
!"#灭松·二甲水剂 -/% .+,/ !%," (/,! !%,"
+/#灭草松水剂 $ ++% .+,! !%,- (/,% !%,.
清水对照 .+,! $",/ (/,* $+,!

表 & 水稻收获期考种测产结果 &吉林省’

处理剂量 株高 分蘖数 穗长 千粒重 折合产量 增产率

&0·12 3 45!’ &65’ &个’ &65’ &0’ &80 3 45!’ &#’

!"#灭松·二甲 ./.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
!"#灭松·二甲 -/% /-,+ !%,* +$,+ !!,. . %$%," +$,+
+/#灭草松 $ ++% /-," !$,$ +!,- !!,* + /"(,. *-,+
清水对照 ".," $$,/ *+,* !!,$ * .++,- 9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上 接 第 "# 页 $!"# $，如 田 间 后 期 有 高 龄 稗 草 需 同 时 防 治 ，可 加 入 二 氯 喹 啉 酸 %快 杀 稗 &一
起喷雾，可达到一次用药控制整个水稻生育期稗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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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1$- 234 5(67
8’$ 9-’"8:&’- +; 1’ 68$$% <1-*$
12345 6789:;<=> ?@A BC:D=E89> F@4 G=8> CH EI*

%!"#$%&’ ()’*+,- ". ($/0)&12&/’1 3)0+#)+4 5 6’01"#$ (!#//J> K<=8E&
ALMHNEOHP QCMRIHM 7S HT7 UCENM CDVCN=WC8H M<7TC$ H<EH E I7H 7S 9NEMM =8 VE$$U S=CI$ O7RI$

LC VNCXC8HC$ LU MVNEU 7S .-Y +KZA E8$ GC8HE;78C 3[> MRO< EMP 7"#")%"/0’ 8"/4’8"900
QC9CI CH +EEO\*> 3’$022’/0’ 4’$022."10’ 6*> (104,’ "/0+#2’1+ %]EW*& 0R;CVO;*> :0*+#4 2/0;’/202+ 6*>
3)0/;&4 <&#)"0*+4 Q7DL*> 3)0/;&4 ;1’#0)&1,04 ^N* ]O<W=$H*> CHO* _<C O78HN7I CSSCOHM NCEO<C$
,/Y* _<C 7VH=WRW $7ME9C TEM #‘# 9 VCN <COHENC T<C8 8RH9NEMM SIEHMC$9C TEM ICMM H<E8 #/ VCN
W.* _<C $7ME9C NE89CM J/. H7 J‘/ 9 T<C8 8RH9NEMM SIEHMC$9C TEM W7NC H<E8 #/ VCN W.* _<C
<CNL=O=$C TEM EVVI=C$ ./ H7 !/ $EUM ESHCN HNE8MVIE8H=89* [EHCN TEM $NE=8C$ 7SS LCS7NC MVNEU=89*
_<C O<CW=OEI TEM $=MM7IXC$ =8 a#/ \9 7S TEHCN VCN <COHENC*

=-% >&)$?P 2CNL=O=$Cb [CC$b [CC$ O78HN7I CSSCOH

!"#$% &’ +,,-."? &, @1,,-)-’" @1-"? &’ <8""-’1’A &, B-$ (8""*-
12A45 5R7:I=E89> 2c K<C89:<RE> ]c ?=R:D=E> CH EI*

%:/’#)% ". (#0,’1 6&4=’#*/-5 ()’*+,- ". ($/0)&12&/’1 3)0+#)+4 ". >010# ?/"@0#)+ 5
A"#$B%&10#$ (!-(//> K<=8E&

70?")8."P (‘ NC$ OEHHIC> $=X=$C$ NE8$7WIU =8H7 H<NCC 9N7RVM> TCNC SC$ T=H< $=SSCNC8H $=CHM
=8 H<=M ‘/ $EUM I789 CDVCN=WC8H* KEHHIC =8 H<C S=NMH 9N7RV TCNC SC$ T=H< M7ULCE8 NCSRMC $=CH> H<C
MCO78$ 9N7RV RNCE $=CH E8$ H<C H<=N$ 9N7RV $=MH=IICNU NCSRMC $=CH* KEHHIC TCNC MIER9<HCNC$ EH H<C
C8$ 7S SCC$=89 CDVCN=WC8H* QCMRIHM M<7TC$ H<EH H<C $E=IU TC=9<H 9E=8 TEM ( ((a 9> ( ((J 9 E8$
( a,- 9 NCMVCOH=XCIU* _<C $NCMM=89 VCNOC8HE9CM TCNC #-*(.Y> a#*‘!Y E8$ #J*‘‘Y* _<C WCEH
VCNOC8HE9CM TCNC aJ*J-Y> #a*‘/Y E8$ a#*!!Y* ZCNOC8HE9CM 7S VN7HC=8 TCNC .a*a-Y> .(*--Y>
(J*/-Y E8$ VCNOC8HE9CM 7S SEH TCNC ./*‘aY > ..*-#Y E8$ .#*aJY * 3O787W=O CSSCOH 7S H<C
MCO78$ 9N7RV TEM H<C <=9<CMH> H<C S=NMH 9N7RV H<C I7TCMH> OEIORIEHC$ EOO7N$=89 H7 H<C ORNNC8H
VN=OC 7S EII SCC$M E8$ SNCM< TC=9<H*

=-% >&)$?P QC$ OEHHICb d=CH MHNROHRNCb ^EHHC8=89b 3O787W=O CSSC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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