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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条件下播后苗前除草剂
防除玉米田杂草试验

沙洪林 1, 2, 纪明山 1*, 刘宇眉 3

(1.沈 阳 农 业 大 学 植 物 保 护 学 院 , 沈 阳 110161; 2.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物 保 护 研 究 所 , 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3.吉 林 省 四 平 市 植 物 保 护 站 , 吉 林 四 平 136100)

摘 要 : 田 间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保 护 性 耕 作 条 件 下 , 除 草 剂 在 玉 米 播 后 苗 前 施 用 , 38%莠 去 津 乳 油 5.25

kg/hm2、90%乙 草 胺 乳 油 2.1 kg/hm2、72%异 丙 草 胺 乳 油 2.25 kg/hm2、72% 2, 4D- 丁 酯 1.05 kg/hm2, 药 后 45 d

的 总 株 防 效 分 别 为 81.40%、80.69%、79.23%和 50.47%。 而 50%滴 丁·乙 乳 油 4.2 kg/hm2、40%乙·莠 悬 乳 剂

5.7 kg/hm2、50%滴 丁·莠 悬 浮 剂 4.2 kg/hm2 和 42%滴 丁·异 丙 草·莠 悬 乳 剂 5.7 kg/hm2 对 单 、 双 子 叶 杂 草 除 草

效 果 均 有 增 效 作 用 , 药 后 45 d 株 防 效 分 别 为 84.94 %、86.33%、89.53%和 85.47%。 药 后 混 土 2～3 cm, 可 提

高 防 治 效 果 , 38%莠 去 津 乳 油 5.25 kg/hm2、90% 乙 草 胺 乳 油 2.1 kg/hm2、72% 异 丙 草 胺 乳 油 2.25 kg/hm2、72%

2, 4D- 丁 酯 1.05 kg/hm2、50%滴 丁·乙 乳 油 4.2 kg/hm2、40%乙·莠 悬 乳 剂 5.7 kg/hm2、50%滴 丁·莠 悬 浮 剂 4.2

kg/hm2 和 42%滴 丁·异 丙 草·莠 悬 乳 剂 5.7 kg/hm2, 药 后 45 d 的 总 株 防 效 分 别 为 87.42%、85.61%、84.02%、

52.41%、92.74%、91.30%、91.92%和 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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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主要粮食和饲料作物 , 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小麦。由于玉米大部分生育 期处于高温

多 雨 季 节 , 杂 草 生 长 迅 速 , 常 因 除 草 不 及 时 而 发 生 草 害 和 草 荒 , 在 不 防 除 的 情 况 下 , 减 产 可 达 40%～

50%。特别是保护性耕作条件下玉米草害比常规耕作更加严重 , 常常是保护性耕作成功与否的关键限

制因素。化学除草是一种经济、高效的除草技术 , 较之人工除草可节省大量劳力。但是除草剂特别 是

播后苗前 除草剂常常 由于春旱 , 土壤湿度低 , 影响除草效 果。2005～2006 年 , 在保 护性耕作玉 米 地 对

主 要玉米播后 苗 前 除 草 剂 进 行 了 筛 选 , 同 时 为 了 解 决 春 旱 对 除 草 效 果 的 影 响 , 对 施 药 后 浅 混 土 2～3

cm 进行试验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剂

38%莠去津乳油(吉化集团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90%乙草胺乳油(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 限公

司)、72%2, 4D- 丁酯乳油(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72%异丙草胺乳油(匈牙利氮化公司)、50%滴丁·乙

乳油(内蒙古 宏裕农药股 份有限公司)、40%乙·莠悬乳剂(吉化集团农 药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玉 剑 50%

滴丁·莠悬浮剂(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42%滴丁·异丙草·莠悬乳剂(大连松辽化工公司)。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小山村 , 试验地为连 续 5 年保护性 耕作玉米 田。土质为壤 土 , pH 值

7.0, 有机质含量为 2.30%, 前茬为玉米。供试玉米品种为吉单 137, 4 月 30 日播种。田间阔叶杂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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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蓼、藜、苍耳、苘麻、鸭跖草、苋、小蓟、苦苣菜等。禾本科杂草为稗草、狗尾草等。试验共设9个处理 ;

①38%莠 去 津 乳 油5.25 kg/hm2、②90%乙 草 胺 乳 油2.1 kg/hm2、③72% 2, 4D- 丁 酯1.05 kg/hm2、④72%异

丙草胺 乳油2.25 kg/hm2、⑤50%滴丁·乙乳油4.2 kg/hm2、⑥40%乙·莠悬 乳 剂5.7 kg/hm2、⑦50%滴 丁·莠

悬浮剂4.2 kg/hm2、⑧42%滴丁·异丙草·莠悬乳剂5.7 kg/hm2、⑨以喷清水为空白对照。每处理4次重复 ,

小 区 面 积 为100 m2, 随 机 区 组 排 列 。6月30日 玉 米4～5叶 期 、 杂 草3～5叶 期 施 药 , 药 械 用 新 加 坡 产

HD400背负式喷雾器施药 , 喷液量525 kg/hm2。其中每小区左半区50 m2进行浅混土2～3 cm。

1.3 防效调查

小区内左、右 半区各随机 取 5 点 , 每点 0.25 m2, 药 后 30 d、45 d 分别调查 杂草种类、株 数 , 并在 45

d 称鲜重 , 按下面公式计算株防效及鲜重防效。

株(鲜重)防效(%)= 对照区杂草株数(鲜重)- 施药区杂草株数(鲜重)/ 对照区杂草株数(鲜重)×I00

2 结果与分析

药后 45 d 的调查结果见表 1、表 3。

玉米田常用 除草剂有莠 去津、乙草胺 、异 丙 草 胺 、2, 4D- 丁 酯 等 , 莠 去 津 为 选 择 性 三 嗪 类 除 草 剂 ,

芽前苗后均可施药 , 用于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 , 对于某些多年生杂 草也有一定 抑制作

用 , 对阔叶杂草的效果好于对禾本科杂草。该药土壤 残留量大 , 对下茬有一 定影响。38%莠去 津乳油

5.25 kg/hm2 对单子叶杂草和 阔叶杂草 均有较好的 防治效果 , 株 总防效和鲜 重总防效分 别为 81.40%和

81.27%; 乙 草 胺 和 异 丙 草 胺 是 酰 胺 类 芽 前 处 理 剂 , 主 要 由 于 萌 发 幼 芽 吸 收 , 阻 碍 蛋 白 质 合 成 , 抑 制 细

表 3 播后苗前除草剂防除玉米田杂草鲜重防效 %

药剂处理剂量(kg/hm2)
药后 45 d 防效 药后混土 45 d 防效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莠去津 5.25 80.10 82.44 81.27 a 86.49 88.56 87.53 a
乙草胺 2.1 83.26 81.40 82.33 a 87.63 84.39 86.01 a
2, 4D- 丁酯 1.05 16.00 86.48 51.24 b 16.83 87.82 52.53 b
异丙草胺 2.25 79.21 75.75 77.48 a 85.46 83.34 84.40 a
滴丁·乙乳油 4.2 82.92 85.48 84.20 a 92.34 91.88 92.11 a
乙·莠悬乳剂 5.7 84.24 86.68 85.46 a 89.96 91.48 90.72 a
滴丁·莠 4.2 88.51 90.21 89.36 a 91.65 90.46 91.06 a
滴丁·异丙草·莠 5.7 84.16 86.18 85.17 a 87.89 88.84 88.37 a

表 1 播后苗前除草剂玉米田杂草株数防效 %

药剂处理剂量(kg/hm2)
药后 30 d 防效 药后 45 d 防效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莠去津 5.25 82.22 84.36 83.29 a 79.41 83.39 81.40 a
乙草胺 2.1 85.13 80.49 82.81 a 82.46 78.92 80.69 a
2, 4D- 丁酯 1.05 17.32 86.56 51.94 b 15.46 85.48 50.47 b
异丙草胺 2.25 81.68 78.48 80.08 a 80.56 77.89 79.23 a
滴丁·乙乳油 4.2 86.39 86.47 86.43 a 85.26 84.62 84.94 a
乙·莠悬乳剂 5.7 86.34 88.46 87.40 a 86.39 86.27 86.33 a
滴丁·莠 4.2 90.46 90.44 90.45 a 89.38 89.68 89.53 a
滴丁·异丙草·莠 5.7 86.70 86.76 86.73 a 85.56 85.38 85.47 a

表 2 播后苗前除草剂药后混土玉米田杂草株数防效 %

药剂处理剂量(kg/hm2)
药后混土 30 d 防效 药后混土 45 d 防效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单子叶 双子叶 平均 显著性

莠去津 5.25 87.45 89.34 88.40 a 86.38 88.46 87.42 a
乙草胺 2.1 89.53 84.96 87.25 a 87.78 83.34 85.61 a
2, 4D- 丁酯 1.05 18.36 89.55 53.96 b 16.36 88.45 52.41 b
异丙草胺 2.25 86.66 83.49 85.08 a 85.56 82.48 84.02 a
滴丁·乙乳油 4.2 94.28 93.42 93.85 a 93.21 92.26 92.74 a
乙·莠悬乳剂 5.7 91.38 93.42 92.40 a 90.32 92.28 91.30 a
滴丁·莠 4.2 94.46 93.84 94.15 a 92.34 91.49 91.92 a
滴丁·异丙草·莠 5.7 90.72 91.26 90.99 a 88.96 89.88 89.42 a

2 期 37沙洪林等: 保护性耕作条件下播后苗前除草剂防除玉米田杂草试验



胞生长 , 用于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某些阔叶 杂草 , 对禾本 科杂草效 果好于阔叶 杂草。90%乙草胺

乳 油 2.1 kg/hm2 对 单 子 叶 杂 草 和 阔 叶 杂 草 均 有 较 好 的 防 治 效 果 , 株 总 防 效 和 鲜 重 总 防 效 分 别 为

80.69%和 82.33%; 72%异 丙 草 胺 乳 油 2.25 kg/hm2 对 单 子 叶 杂 草 和 阔 叶 杂 草 均 有 较 好 的 防 治 效 果 , 株

总 防 效 和 鲜 重 总 防 效 分 别 为 79.23%和 77.48%; 2, 4D- 丁 酯 为 苯 氧 羧 酸 类 除 草 剂 , 被 植 物 的 根 、叶 吸

收 , 通过木质部或韧皮部在植物体内上下传导 , 在分生组织积累 , 导致毒害。该药易于漂移产生药害 ,

主要对阔叶杂草有效 , 对单子叶杂草几乎无效。72%2, 4D- 丁酯乳油 1.05 kg/hm2 株总防效和鲜重总防

效分别为 50.47%和 51.24%。50%滴丁·乙乳油 4.2 kg/hm2, 混用后可扩大杀草谱 , 防止产生药害 , 对

单 、双子叶杂草 防治效果均 有提高 , 株总 防效和鲜重 总防效 分 别 为 84.94%和 84.52%; 40%乙·莠 悬 乳

剂 5.7 kg/hm2 混用后可扩大杀 草谱 , 降低莠 去津土壤残 留量 , 对单 、双子叶杂草 防治效果均 有提高 , 株

总防效和鲜重 总防效分 别为 86.33%和 85.46%; 50%滴丁·莠悬浮剂 4.2 kg/hm2 混 用后扩大了 杀草谱 ,

防 止 产 生 药 害 , 降 低 了 莠 去 津 土 壤 残 留 量 , 提 高 了 对 单 、双 子 叶 杂 草 的 防 治 效 果 , 株 总 防 效 和 鲜 重 总

防效分别为 89.53%和 89.36%; 42%滴丁·异丙 草·莠悬乳 剂 5.7 kg/hm2 混用后扩 大了杀草谱 , 防止产

生 药 害 , 降 低 了 莠 去 津 土 壤 残 留 量 , 提 高 了 对 单 、双 子 叶 杂 草 的 防 治 效 果 , 株 总 防 效 和 鲜 重 总 防 效 分

别为 85.47%和 85.17%。

38%莠 去 津 乳 油5.25 kg/hm2、90%乙 草 胺 乳 油 2.1 kg/hm2、72%2, 4D- 丁 酯 乳 油1.05 kg/hm2、72% 异

丙草胺乳油2.25 kg/hm2、50%滴丁·乙乳油4.2 kg/hm2、40%乙·莠 悬 乳 剂5.7 kg/hm2、50%滴 丁·莠 悬 浮 剂

4.2 kg/hm2和42%滴 丁·异 丙 草·莠 悬 乳 剂 5.7 kg/hm2 混 土 2～3 cm对 杂 草 的 株 总 防 效 分 别 为 87.42% 、

85.61% 、52.41% 、84.02% 、92.74% 、91.30% 、91.92% 和89.42% ; 上 述 药 剂 鲜 重 总 防 效 分 别 为 87.53% 、

86.01%、52.53%、84.40%、92.11%、90.72%、91.06%和 88.37%。 影 响 除 草 剂 药 效 发 挥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土

壤条件。混土可避免除草剂挥发、光解、风蚀等损失 , 可提高药效 , 特别是打药时处于干旱条件影响更

大 , 土壤处于 干旱条件时 , 除草剂被牢 固地吸附在 土粒表面与 土壤 胶 体 形 成 结 合 态 , 不 利 于 除 草 剂 的

渗入、溶 解、扩散 , 较难 发挥除草 作用。如果土 壤水分含量 适宜 , 除草剂 分子处于 吸 附 和 解 吸 附 之 间 ,

即不 被土粒固定 , 又不流动 , 很 容易被植物 根吸收 , 发 挥正常除草 效果。另外 , 在 土 壤 干 旱 条 件 下 , 杂

草 种 子 萌 发 较 少 , 施 药 多 天 以 后 降 雨 , 会 使 杂 草 迅 速 出 土 , 而 此 时 除 草 剂 因 降 解 活 性 降 低 , 导 致 药 剂

防除效果不佳。

3 结 论

莠去津、乙草胺、异丙草胺、2, 4D- 丁酯是北方春玉米的常用除草剂。38%莠去津乳油 5.25 kg/hm2

对保护性耕 作条件下玉 米田单、双子 叶杂草均有 较 好 的 防 效 , 但 对 阔 叶 杂 草 效 果 好 于 单 子 叶 杂 草 ;

90%乙草胺乳 油 2.1 kg/hm2 对保护性 耕作条件 下玉米田 单 、双 子 叶 杂 草 均 有 较 好 的 防 效 , 但 对 单 子 叶

杂草效果好于阔叶杂草 ; 72%异丙草胺乳油 2.25 kg/hm2 对保护性耕作条件下玉米田单、双子 叶杂草均

有 较 好 的 防 效 , 但 对 单 子 叶 杂 草 效 果 好 于 阔 叶 杂 草 ; 而 2, 4D- 丁 酯 乳 油 1.05 kg/hm2 仅 对 双 子 叶 杂 草

有 效 。 50%滴 丁·乙 乳 油 4.2 kg/hm2、40%乙·莠 悬 乳 剂 5.7 kg/hm2、50% 滴 丁·莠 悬 浮 剂 4.2 kg/hm2 和

42%滴丁·异丙草·莠悬乳剂 5.7 kg/hm2 对单、双子叶杂草防效均比使用单剂更好 , 均可扩大杀草谱 ,

是防 除保护性耕 作条件下春 玉米田的较 理想药剂。上 述药剂药 后混土 2～3 cm 均 可提高药效 , 特 别

是在干旱条件下提高药效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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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27 页 )并分别于 2003、2004 和 2006 年参加国家 甜菜品种区 域化试 验 , 试 验 结 果 良 好 , 有 待 进 一

步试验申请新品种鉴定。四倍体品系对比试验达标结果如表 1。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1994～1998 年 诱 变 的 四 倍 体 纯 系 , 经 母 根 培 育 、 采 种 、 扩 繁 、 倍 数 性 提 纯 。

2001～2005 年 小 区 鉴 定 , 从 52 个 品 系 中 选 出 产 量 比 对 照 提 高 5%以 上 的 品 系 有 5 个 , 含 糖 率 比 对 照

提高 0.5 度以上的有 8 个 , 高产兼高糖品系有 4 个。并 且这些品系 抗褐斑病性 强、产糖量与 对照持平

或高出对照近 10%。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利用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 , 培育并筛选出了高产、高糖与抗病 性强的四倍 体

优良品系共 17 份 , 利用这一高新育种手段使育成品系从需 8～10 年时间缩短为 2～3 年。但是未授粉

胚珠诱导率 、生根率、移栽 成活率、单倍 体株及二倍 体纯系的倍 数 性 诱 变 率 都 因 基 因 型 不 同 而 存 在 差

异 , 有待 在今后的试 验中进一 步研究各环 节的影响规 律 , 尤其是利 用 秋 水 仙 碱 染 色 体 加 倍 处 理 , 是 获

得四倍体基因型材料的最有效的方法 , 但是由于不同基因型材料的种球果壳薄厚 吸水膨胀性 能的不

同 、药 剂 处 理 各 因 素 的 差 异 , 对 不 同 材 料 产 生 毒 害 作 用 也 不 同 , 今 后 将 利 用 秋 水 仙 碱 的 不 同 浓 度 、不

同处理时间、不同基因型材料进一步作系统试验 , 探讨和总结引起诱变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多倍体杂优育种是我国甜菜育种的主要方向 , 而四倍体品系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优

良四倍体的选育途径给甜菜多倍体杂优新品种的选育带来新的突破 , 希望在不久 有大量的高 效多倍

体品种在生产上大量应用 , 给糖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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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 Hong- lin 1, 2, JI Ming- shan1

(1. Plant Protection College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1, China; 2.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ct: Experiments on control effects of pre- emergence herbicides on maize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were

carried out in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ntity control effects of weeds of 38% atrazine 150 ml/667m2,

90% acetochlor 140 ml/667m2, 72% propisochlor 150ml/667m2, 2, 4- D- butyl 70 ml/667m2 45 days after

spraying were 81.40% , 80.69% , 79.23% and 50.47% respectively; But 50% 2, 4- D- butyl+acetochlor, 40%

acetochlor+atrazine, 50% 2, 4- D- butyl+atrazine and 42% 2, 4- D- butyl+propisochlor+atrazine have improved

the control effects and the quantity control effects of weed 45 days after spraying were 84.94% , 86.33% ,

89.53% and 85.47% respectively. It could improve the control effect if soil of 2- 3cm was mixed up. The

quantity control effects of weeds of 38% atrazine 150 ml/667m2, 90% acetochlor 140 ml/667m2, 72%

propisochlor 150 ml/667m2, 72% 2, 4- D- butyl 70 ml/667m2, 50% 2, 4- D- butyl+acetochlor, 40% ace-

tochlor+atrazine, 50% 2, 4- D- butyl+atrazine and 42% 2, 4- D- butyl+propisochlor+atrazine were 87.42% ,

85.61%, 84.02%, 52.41%, 92.74%, 91.30%, 91.92% and 89.42%.

Key words : Conservation tillage; Atrazine; 2, 4- D- butyl; Acetochlor; Propisochlor; Herbicide;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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