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2007 年全国玉米

种植面积 2 805 万 hm2, 略小于小麦和水稻的种

植面积，但其产量则居首位[1]。在影响玉米粮食产

量的因素中，杂草的防除是关键因素之一。到目前

为止，我国的化学除草是杂草防除的主要手段，除

草剂应用当中，单剂和混剂品种较多，在使用上以

苗前土壤封闭为主，苗后茎叶喷雾处理为辅。在土

壤封闭上，以莠去津、乙草胺混剂或与其他药剂混

用封闭土壤施用[2]，在茎叶处理上，吉林省也以莠

去津、2，4-D 丁酯或玉农乐为主体[3]。由于莠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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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草胺使用时间长，范围广，且施用剂量大，导致

了杂草抗药性的产生 [4]，进而促使农民每年不断

提高施用剂量。其对后茬作物的残留危害和对环

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5]。因此，研发一种克

服以上缺点的药剂，已是我国玉米产业的战略需

要。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剂系磺酰脲类

和腈类具有内吸及触杀作用的除草剂按一定比

例，经过化学工艺复配而成的一次性茎叶处理剂，

能被植物的根系及叶片吸收，沿着蒸腾流向上传

导，可抑制侧链氨基酸的生物合成，阻止植物细胞

分裂，通过抑制光合作用的各个过程使植物组织

坏死，最后杂草整株干枯死亡[6]。在以往的应用研

究中，烟嘧磺隆表现为对禾本科杂草和部分阔叶

杂草具有较好的防效 [7]，而辛酰溴苯腈对阔叶杂

草防效高且见效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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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是新型玉米田除草混剂，本文对其杂草防治和玉米安全性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在玉米苗期 3～5 叶时喷雾，剂量为 270～300 g/hm2, 药后 45 d 对禾本科杂草防效达到 82.7%～
89.0%，对阔叶杂草防效为 77.7%～84.3%，对杂草综合防效为 80.4%～86.8%，与人工除草比较增产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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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 Nicosulfuron·Bromoxynil Octanoate is a new herbicide applied to corn field. It was cho-

sen to control weeds in corn field and its safety was studi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li-

cation of 20% NBOSA at 270-300 g/hm2could control weed and it is safety. The optimum application time was

3-5 leaf stage. Control effects of annual monocotyledonous 45 days after application were 82.7%-89.0%, and

control effects of dicotyledonous weeds were 77.7% -84.3% . The total control effects were 80.4% -86.8 % .

Corn yield increased by 18.2% compared with manual w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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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稗、藜、苘麻等占杂草总体的 85%以上。
与其他作物田相比，玉米田杂草危害主要是前期。
1.2 供试药剂及器材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剂、4 g/L 烟

嘧磺隆油悬剂、25%辛酰溴苯腈乳油。
除草剂专用喷雾器，配扇形喷头，雾滴均一且

压力固定。
1.3 试验方法及设计

本试验在药剂浓度上设 4 个梯度共 8 个 处

理，4 次重复，具体剂量见表 1。喷雾器采用药效

试验专用喷雾器，配扇形喷头。玉米 3～5 叶期，

杂草出齐，大部分杂草 2～5 叶，进行茎叶喷雾，施

药后，不定期对玉米进行目测，观察是否有药害发

生。并于施药后 15、30、45 d 调查防治效果，计算

防效并对所调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剂的安全性

经目测观察，施药后 12 h,玉米着药叶片出现

水渍状斑点，随着药剂的剂量增加，其药斑数量及

面积增大，其中以倍剂量及对照药剂辛酰溴苯腈

的药害症状明显，且倍剂量新出叶片略显发黄，施

药后 15 d 左右以上症状逐渐恢复，其他剂量及各处

理后期未见对玉米生长、发育、抽穗有不良影响。秋

收测产结果(表 2)表明，与人工除草相比，在本试验

施用剂量范围内，增产明显，幅度达 5.1%～18.2%。

2.2 杀草谱及对杂草的防治效果

施药后对各处理进行 3 次调查，调查统计结

表 2 玉米产量

处理 产量(kg/hm2) 增产(%)
1 7 400 8.0
2 8 100 18.2
3 8 100 18.2
4 7 200 5.1
5 7 200 5.1
6 7 030 2.6
7 6 850 0
8 2 500 -63.5

表 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

处理 药剂 施药剂量(制剂量 mL/667m2) 施药剂量(有效成分量 g/hm2)
1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 80 240
2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 90 270
3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 100 300
4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 180 540
5 4%玉农乐油悬剂 80 48
6 25%辛酰溴苯腈乳油 80 300
7 人工除草
8 清水对照

1 材料及方法

1.1 试验地及杂草概况

试验地选在敦化市额穆镇农业站试验地，土

壤为草甸土，有机质含量 2.1%左右，pH 值中性，

试验地杂草群落与当地农田杂草群落相同，玉米

垄作，人工播种，垄宽 60 cm，株距 30 cm。试验地

管理措施均与当地生产田一致。
禾本科杂草主要是稗草(Hinochloa crus-galli

(L.)Beauv)，阔叶杂草主要有藜 (Chenopodium al－
dum L.)、反枝苋 (Amaranthus retroflexus L.)、铁苋

菜 (Acalypha australis L.)、鸭 跖 草 (Commelina
communis L.)、葎 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小蓟 (Cirsium segetum Bge.)、地肤 [Kochia
scoparia (L.)Schrad.]、苍 耳 (Xanthium sibiricum
Patrin.)、萹蓄(Polygonum aviculare L.)、苘麻 (Abu－
tilon theophrasti Medic.)、龙葵 (Solanum nigrum
L.)、水棘针(Amethystea caerulea L.)。

表 3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施药后 15 d 防治玉米田杂草效果

处理
稗草 藜 苘麻 其他 双子叶杂草 杂草总计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1 81.2 cd 77.6 cd 79.6 cd 77.0 c 77.9 c 77.9 cd
2 86.4 d 88.2 de 85.2 cde 89.2 c 87.3 de 85.6 cd
3 88.6 d 89.4 de 91.7 de 90.5 c 90.6 e 88.7 d
4 90.9 d 92.9 e 94.4 e 89.2 c 92.5 e 90.9 d
5 49.4 b 81.2 cde 77.8 c 81.1 c 79.8 cd 60.3 b
6 84.4 cd 20.0 b 62.0 b 36.5 b 41.6 b 61.4 b
7 74.7 c 69.4 c 78.7 c 81.1 c 76.4 c 73.3 bc
8 89.9 d 84.7 de 81.5 cd 89.2 c 84.6 cde 86.4 cd
9 a a a a a a

注：表中“其他”包括铁苋菜、鸭趾草、地肤、葎草、小蓟等阔叶杂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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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施药后 30 d 防治玉米田杂草效果

处
理

稗草 藜 苘麻 其他 杂草总计 单子叶杂草鲜重 双子叶杂草鲜重 杂草总鲜重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1 78.4 c 79.6 c 80.8 c 67.1 c 76.8 c 78.8 c 79.9 c 79.3 c
2 91.0 def 86.1 cd 89.0 c 79.5 cd 87.9 d 93.4 de 85.8 de 89.7 e
3 94.0 ef 88.0 cd 89.0 c 89.0 d 90.7 d 96.5 e 94.7 f 95.6 f
4 97.0 f 94.4 d 94.5 c 90.4 d 95.1 d 98.1 e 98.0 f 98.1 f
5 45.9 b 85.2 cd 82.8 c 79.5 cd 63.2 b 57.9 b 87.8 e 72.5 b
6 90.3 def 41.7 b 38.4 b 35.6 b 64.8 b 95.9 e 58.7 b 77.7 c
7 79.9 cd 79.6 c 80.8 c 65.8 c 77.6 c 86.4 cd 86.1 de 86.3 de
8 85.1 cde 84.3 cd 87.7 c 86.3 d 85.2 cd 82.6 c 81.8 cd 82.2 cd
9 a a a a a a a a

表 5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施药后 45 d 防治玉米田杂草效果

处理
稗草 藜 苘麻 其它 双子叶杂草 杂草总计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1 72.4 c 64.2 c 46.8 c 52.9 bc 55.4 c 64.4 bc
2 82.7 cde 77.9 cd 72.7 def 82.9 d 77.7 d 80.4 d
3 89.0 de 82.1 cd 85.7 ef 85.7 d 84.3 d 86.8 de
4 91.2 e 88.4 d 89.6 f 88.6 d 88.8 d 90.1 e
5 40.1 b 83.2 cd 79.2 def 70.0 d 78.1 d 58.0 b
6 86.8 de 33.7 b 27.3 b 37.1 b 32.6 b 61.3 bc
7 79.8 cd 64.2 c 63.6 cd 47.1 c 59.1 c 70.0 c
8 75.0 c 74.7 de 68.8 de 38.6 c 62.4 c 69.1 c
9 a a a a a a

果见表 3、4、5。结果表明：20%烟嘧黄隆·辛酰溴

苯腈油悬剂的杀草谱包括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

草。其中，药后 45d 调查，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幅

度为 72.4%～91.2%, 对阔叶杂草的综合防效为

55.4%～88.8%。对杂草的综合防效为 64.4%～
90.1%。防效以 30d 调查时为最好，其中对杂草鲜

重防效幅度为 79.3%～98.1%。与对照药剂相比，

中剂量处理的防效高，且差异性显著。

3 讨 论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20%烟嘧黄隆·辛酰溴苯

腈油悬剂的使用时期为玉米苗后 2～5 叶期，杂草

出齐，一般杂草 2～5 叶期施药，根据其除草效果

及玉米产量结果，推荐适宜用量为：一般田块为

270 g/hm2，杂草基数大的田块可适当增加到 300

g/hm2(有效成分用量)，选择风力小于 2 级的天气，

每公顷对水 375 L，喷雾处理，喷雾要求均匀一

致，不得漏喷和重喷。可有效防除稗草等一年生禾

本科杂草，藜、苘麻等阔叶杂草，对其他阔叶杂草

亦有较好防效。本文只是针对春玉米田杂草防治

进行了研究，其对夏玉米及制种田玉米的使用时

期及剂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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