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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丁·乙乳油防除大豆田杂草

田间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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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 用 田 间 小 区 试 验 方 法 ，进 行 了 !"#滴 丁·乙 乳 油 播 后 苗 前 土 壤 封 闭 处 理 防 除 大 豆 田 杂 草 田 间

药 效 试 验 。 结 果 表 明 ，!"#滴 丁·乙 乳 油 对 大 豆 田 杂 草 有 较 好 的 防 除 效 果 ，对 单 、双 子 叶 杂 草 均 有 较 高 防 效 ，

,- . 株 总 防 效 为 *!&))#/0%&’!#，鲜 重 总 防 效 为 *0&(!#/0%&’!#，随 使 用 剂 量 增 加 ，药 效 逐 渐 提 高 ，以 ,""
1 2 ((* 3) 防 效 最 好 ，而 且 对 大 豆 出 苗 及 生 长 发 育 无 不 良 影 响 ，增 产 幅 度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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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丁·乙乳油是吉林省美丰农化有限公司最新研制开发的一种大豆田一次性化学除草剂，是

由 )6,78 丁酯乳油和乙草胺复配而成。)""’/)"", 年受农业部药检所委托，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进行了

田 间 药 效 试 验 ，以 明 确 其 对 各 种 杂 草 的 防 治 效 果 、杀 草 谱 、最 佳 施 用 量 和 对 作 物 的 安 全 性 等 ，现 将 试

验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为 !"#滴丁·乙乳油$美丰农化有限公司+、-"#乙草胺乳油$大连 0*%0 工厂+、*)# )6,78
丁酯乳油$吉化集团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供试大豆品种为白农 !。

!,( 试验方法

!"#"! 试验设计和方法

试验共设 * 个处理，, 次重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 ’" 3)，共 )! 个小区。供试药剂设 , 个水平：!
!"#滴丁·乙乳油 %-" 1 2 ((* 3)、"!"#滴丁·乙乳油 )"" 1 2 ((* 3)、#!"#滴丁·乙乳油 )-" 1 2 ((* 3)、

$!"#滴丁·乙乳油 ,"" 1 2 ((* 3)；对照药剂%*)#)6,78 丁酯乳油 (" 1 2 ((* 3)、&0"#乙草胺乳油

%)" 1 2 ((* 3)；’空白对照。施药时期和施药方法：在大豆播种后出苗前施药，采用土壤封闭处理方法
9%，):。试验地点及土壤条件：试验用地设在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地，土壤类型为淡黑钙土，有机质含

量为 )&!’#，;< 值 *&%。试验田主要杂草：阔叶杂草为蓼$!"#$%"&’( )’&%*+&’( =>?@A+、藜$,-*&"."/0’(
+#/’( B&+、苍 耳 $1+&2-0’( 30)0405’( ;CD?EF GCD?EF+、苘 麻 $6)’20#"& 2-*".-4+320 HI.E@+、鸭 跖 草 $,"((*#0&+
5"((’&03 B&+和 苋 $6(+4+&2-’3 4*24"7#*8’3 B&+等 ；禾 本 科 杂 草 为 稗 草 995-0&"5-#"+ 54’3 :%+##0 $B&+:、狗 尾 草

9;*2+40+ <040/03 $B&+ JIC>K:等。大豆于 , 月 ’" 日机械播种，施用磷酸二铵 %)" L1 2 M3) 作底肥。- 月 %- 日

用新加坡产 <8,"" 背负式喷雾器施药，加水 *-" L1 2 M3)，土表喷雾。施药时晴天无风，大豆于 - 月 %0
日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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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内容和方法

药效调查：于施药后 !"、#" 和 $% & 分别调查各种杂草残存株数，并在 $% & 调查地上部鲜重，分

别计算防治效果。每个小区随机取 % 点，每点取 "’!% (!。

大豆出苗情况及生育情况调查：大豆出苗后调查出苗情况，以对照为 )""*，计算相对出苗率。+"
& 调查株高、叶片数。每小区调查 % 点，每点 )’" (!。

产量测定：于大豆收获期测量大豆株高、有效结荚数和百粒重等。每区调查 # 点，每点连取 )" 株。

测产时每区实收 #" (!，实测子实重量，折算公顷产量。

# 结果及分析

!"# 除草效果

由表 ) 可以看出，,"*滴丁·乙乳油 )%"-$"" . / ++0 (! 对单、双子叶杂草均有较高防效。从株防效

来看，$% & 总防效为 0,’!!*-1)’#,*，随使用剂量增加，药效逐渐提高；从鲜重防效来看，$% & 总防效

为 01’+,*-1)’#,*，亦随使用剂量增加，药效逐渐提高；统计分析2345 法6结果表明：,"*滴丁·乙乳油

$"" . / ++0(!2处理 $6防效最高，但与 !%" . / ++0 (!、!"" . / ++0 (! 和 )%" . / ++0 (!2处理 #、!、)6相比较，

差异不显著；与对照药剂 0!* !7$85 丁酯乳油 +" . / ++0 (!2处理 %6，差异达显著水平29:"’"%6。与对照

药剂 1"*乙草胺乳油 )!" . / ++0 (!2处理 +6相比较，差异不显著29;"’"%6。
!"! 大豆生育情况调查结果

由 表 ! 结 果 可 知 ，,"*滴 丁·乙 乳 油 )%"-
$"" . / ++0 (! 对 大 豆 出 苗 无 不 良 影 响 。+" & 株

高、叶片数各项生育指标与对照无差异。经整个

生育期观察作物生长正常，没有药害症状发生。

!"$ 大豆产量测定结果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滴 丁·乙 乳 油 )%"-
$"" . / ++0 (! 对 大 豆 出 苗 和 生 长 无 不 良 影 响 ，

产 量 比 对 照 均 有 提 高 ， 提 高 幅 度 ))’%#* -
)%’$$*。统计分析2345 法6结果表明，,"*滴丁·乙乳油 $"" . / ++0 (!2处理 $6产量最高，与 !%" . / ++0
(!、!"" . / ++0 (!、)%" . / ++0 (!2处理 #、处理 !、处理 )6相比较，差异不显著29;"’"%6；与对照药剂 0!*

$下 转 封 三 %

表 # %&’滴丁·乙乳油大豆田除草效果 *

处理
!" & #" & $% &

株数 防效 株数 防效 株数 防效 鲜重 防效

) 11’, 01’%$ )"0’) 0,’0% ))"’) 0,’!!< )!%’! 01’+,<
! ,1’% ,)’+% ,%’, ,!’1, ,1’# ,!’#$< 10’0 ,$’)$<
# $$’" 1"’1, $$’$ 1)’)1 %"’+ ,1’11< +)’% 1"’"!<
$ #,’+ 1!’"1 $"’+ 1)’1$ $#’+ 1)’#,< %#’) 1)’#,<
% +,’# ,+’"" +1’, ,+’)% 0"’, ,+’""< 1"’! ,%’#+<
+ )10’1 %1’$# !)%’$ %0’!+ !),’% %+’0,= !+%’$ %+’1!=
0 $,0’, %"$’" %"%’+ +)+’)

表 ! 大豆生育情况调查结果

处理 成苗率2*6 平均株高2>(6 叶片数 药害情况

) )"!’! !,’0 ,’% 无

! )")’0 !,’, ,’+ 无

# )"!’) !,’+ ,’0 无

$ )")’1 !,’0 ,’1 无

% )")’, !,’# ,’, 无

+ )""’1 !,’% ,’0 无

0 )""’" !,’! ,’% 无

表 $ 大豆产量测定结果

处理 平均株高2>(6 单株实荚数2个6 百粒重2.6 小区产量2?.6 公顷产量2?.6 增产2*6
) 1)’+ $%’% )1’+ %’1, ) 11#< ))’%#
! 1)’, $%’+ )1’0 +’"# ! ")"< )!’$,
# 1)’1 $%’0 )1’1 +’", ! "!0< )#’$#
$ 1"’0 $%’, )1’, +’)1 ! "+#< )%’$$
% 1"’$ $$’+ )1’# +’"+ ! "!"< )#’"$
+ ,1’! $#’+ ),’1 %’,, ) 1++< 1’+,
0 ,,’+ $)’1 )0’1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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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酯乳油 &’ ( ) &&* +!,处理 -.，差异亦不显著,/0’1’-.。与对照药剂 -’2乙草胺乳油 !’’ ( ) &&*
+!,处理 &.相比较，差异亦不显著,/0’1’-.。

% 讨 论

3’2滴丁·乙乳油对大豆田常发生的禾本科 杂 草 稗 草 、狗 尾 草 ，双 子 叶 杂 草 蓼 、藜 、苍 耳 、苘 麻 、鸭

跖草和苋等都有较好防效，而且对禾本科杂草及阔叶杂草鲜重的防除效果也明显。单独使用乙草胺时

对 禾 本 科 杂 草 稗 草 、狗 尾 草 和 阔 叶 杂 草 鸭 跖 草 、菟 丝 子 等 防 除 效 果 较 好 ，但 对 苋 、藜 和 蓼 等 防 除 效 果

较差 456-7。*!2 !"#$% 丁酯乳油对双子叶杂草有较好防效，但对单子叶杂草防效很差，仅 5’26#’2的

防效，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456-7。3’2滴丁·乙乳油具有乙草胺和 !"#$% 丁酯乳油的优点，克服了乙草 胺

和 !"#$% 丁 酯 乳 油 的 缺 点 ，建 议 生 产 上 使 用 3’2滴 丁·乙 乳 油 !’’6!-’ ( ) &&* +! 为 宜 ，对 大 豆 出 苗 、

生长发育无不良影响，产量比对照均有提高，提高幅度 8!1#3268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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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为微生物杀虫剂的发展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研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对微生物菌株进行改良，提高菌株杀虫毒力，构建基因工程菌株，重组昆 虫 病 毒 。 利 用 微 生 物 工 程 技

术提高产品效价和生产能力。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微生物杀虫剂的研制周期缩短，产品的质量更好。

!"! 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微生物杀虫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正加快农药产品结构的 调 整 ，高 毒 的 化 学 农 药 将 很 快 退 出 市 场 。

另外，我国加入 ;<= 后，农副产品市场的国际化，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农药的严格检 验 ，这 都 为 微 生 物

农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为微生物杀虫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加入 ;<= 后的挑战，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是今后

发展的方向，我国已提出了发展绿色食品的规划和建设绿色食品基地，生产绿色食品已有了明确的目

标，这就为微生物杀虫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微生物杀虫剂可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发挥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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