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吉林省玉米年播种面积 290 万 hm2

左右，占作物播种面积的 70%以上，玉米年总产

量 200 亿 kg 左右，约占作物总产量的 80%。可

见，玉米在吉林省农业的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

地位。玉米田杂草是影响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了解吉林玉米田杂草的种类、群落组成、分布、
危害现状，是除草剂应用的基础，也是达到安全、
高效、经济有效防除杂草的关键。为此在 2005～
2007 年连续 3 年对吉林省玉米主产区进行了杂

草种类、危害程度及群落组成的调查。现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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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样区

吉林省玉米种植面积约 290 万 hm2。根据省

内各玉米主产地区所在区域的地形、土质、肥力、
降水情况，将吉林省玉米种植分 3 个区：东部山

区、半山区 - 吉林、通化、浑江、延边地区；中部松

辽平原区 - 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半干旱平原区

- 白城、松原。每一地区选择 3 个有代表性的县

(市)，每个县选择 3 个有代表性乡(镇)，每镇 3 村，

每村 10 块田，共调查 810 块田，累计调查面积

2.9 万 hm2，约占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1%。
1.2 调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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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即玉米封行

前)进行调查。于 2006、2007 年同时间再进行重复

性、针对性，有重点的调查。
1.3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采用定点计数法和随机目测法。计

数法：每个调查区采用 5 点对角线取样法，每点面

积为 1 m×1 m=1 m2，详细记载每样点内杂草种

类、株数和株高。目测法：采用 Makoto、Namata
(1992)和草害 5 级目测法(唐洪元，1991)，围绕调查

区观察，对每个调查区内田块中的杂草相对高度、
盖度、多度、根系、生育及危害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以目测的方法估计在一定单位体积内，各种杂草

的体积与作物体积的百分比，划分不同危害程度，

其分级标准见表 1。并运用田间均度、频度、密度等

参数(强胜，2001)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1.4 几个量化参数

田间均度 (Uniformity，U)：杂草在调查田 块

中出现的样方次数占调查田块总样方数的百分

比。
田间频度(Frequency，F)：杂草出现的田块数

占总调查田块数的百分比。
田间密度(Meticulous Density，MD)：杂草在

各调查田块的平均密度之和与调查田块数之比。
相对均度(Relative Uniformity，RU)、相对密

度 (Relative Density， RD)、相 对 频 度 (Relative
Frequency，RF)：以某种杂草的均度、密度、频度

和各种杂草的均度、密度、频度之和相比。
杂 草 植 株 的 相 对 高 度 (Relative Height，

RH)：以玉米植株高度为 1，杂草植株和玉米相比

较以百分比表示。若高于玉米植株，RH3＞100%。
若杂草植株为玉米植株 1/2 高度，则 RH2=50%，

生长在玉米基部的杂草，RH1＜50%。
杂草相对覆盖度 (Relative Coverage，RC)：

指杂草植株垂直投影面积与作物垂直投影面积比

例的百分比。共有 5 个分级，分别为 5%以下、5%
～10%、11%～30%、31%～50%和 50%以上。

杂草相对多度(Relative Abundance，RA)：某

种杂草的相对均度、相对密度、相对频度之和。
根系类型 (Root)：用 R1 表示须根，R2 为 直根

系，R3 为地下根茎。R2、R3 类型的杂草其 A 值向

上加一级。
危害程度 (Damage Level)：各杂草的相对高

度、相对盖度、相对多度的综合值，用 A 表示：A5=
最严重危害、A4= 严重危害、A3= 中度危害、A2= 轻

度危害、A1= 有出现但不构成危害。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杂草种类

2005～2007 年对吉林省不同生态区玉米田发

生的杂草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根据调查，吉

林省常见杂草有 39 种，分属 16 科(表 2)，其中禾本

科 5 种，占 12.82%；菊科 9 种，占 23.08%。单子叶

杂草 6 种，占 15.38%；阔叶杂草 32 种，占 82.05%；

其它杂草 1 种，占 2.56%。其中一年生杂草 26 种，

占 66.67%；多年生杂草 13 种，占 33.33%。出现频

度较高的杂草有稗草、苣荬菜、小蓟、酸模叶蓼、苘
麻、水棘针、反枝苋、藜、本氏蓼和铁苋菜。密度较大

的杂草有稗草、狗尾草、苣荬菜、芦苇、凹头苋、苘

麻、反枝苋、藜、本氏蓼和铁苋菜。前十位相对多度

由高至低的杂草依次为稗草、本氏蓼、藜、苣荬菜、
小蓟、苘麻、反枝苋、水棘针、狗尾草、铁苋菜。

从杂草发生的种类看，阔叶杂草是目前玉米

田草害的主角，从单个杂草品种来看，以禾本科稗

草发生最重。
2.2 杂草群落组成

不同地区主要杂草相对多度调查结 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东部山区、半山区危害较严重

的杂草有本 氏蓼、藜、苣荬 菜、马唐、鸭跖 草、苘

麻、反枝苋、水棘针、铁苋菜、稗草、狗尾草和苍耳

等，这些杂草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东部山区、半山

区的优势与亚优势杂草，它们与玉米形成了当地

的玉米 - 杂草群落。中部松辽平原区危害较严重

的杂草有稗草、苣荬菜、小蓟、苘麻、酸模叶蓼、反

枝苋、本氏蓼、藜、铁苋菜、狗尾草等，这些杂草已

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部松辽平原区的优势与亚优

势杂草，它们与玉米形成了当地的玉米 - 杂草群

落。西部半干旱平原区危害较严重的杂草有苣荬

表 1 农 田 杂 草 目 测 危 害 分 级 标 准

危害程度 相对高度(%) 相对盖度(%) 相对多度(%)
A5 H3＞100 C4 30～50 D3 50～100

H2 50～100 C5＞50
A4 H3＞100 C3 10～30 D3 50～100

H2 50～100 C4 30～50
H1＜50 C5＞50

A3 H3＞100 C2 5～10 D3 50～100
H2 50～100 C3 10～30
H1＜50 C4 30～50
H1＜50 C2 5～10

A2 H3＞100 C1 3～5 D2 25～50
H2 50～100 C2 5～10
H1＜50 C3 10～30
H1＜50 C1 3～5

A1 H3＞100 C1＜3 D1＜25
H2 50～100 C2＜5
H1＜50 C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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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吉 林 省 玉 米 田 常 见 杂 草 发 生 与 危 害 情 况

杂草名称 学 名 科 名 相对均度(%) 相对频度(%) 相对密度 (%) 相对多度(%)
稗 草 Echinochloa crucialli 禾本科 9.60 20.93 5.51 36.04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禾本科 4.94 7.36 3.50 15.80
马 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禾本科 4.51 6.10 2.26 12.87
野 黍 Eriochloa villosa 禾本科 0.78 0.39 0.47 1.64
芦 苇 Phragmites communis 禾本科 2.17 5.25 2.48 9.90
豚 草 Ambrosia elatior 菊科 0.38 0.47 0.71 1.56
苣荬菜 Sonchus brachytus 菊科 6.64 5.34 7.67 19.65
山苦菜 Ixeris chinensis 菊科 4.19 1.33 3.29 8.81
苍 耳 Xanthium sibiricum 菊科 2.75 1.85 3.73 8.33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菊科 2.06 0.12 2.26 4.44
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 菊科 0.81 0.40 1.69 2.90
鳢 肠 Eclipta prostrata 菊科 0.62 0.24 1.36 2.22
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菊科 2.16 0.12 1.16 3.44
小 蓟 Cephalanoplos segetum 菊科 6.70 2.09 5.91 14.70
藜 Chenopodium album 藜科 8.17 7.91 4.72 20.80
小 藜 Chenopodium serotium 藜科 1.17 0.63 0.38 2.18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藜科 1.17 0.63 0.38 2.18
酸模叶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蓼科 0.54 0.11 2.01 2.66
皱叶酸模 Rumex crispus 蓼科 2.00 2.52 5.17 9.69
卷茎蓼 Polygonum convolvulus 蓼科 1.37 1.68 3.27 6.32
本氏蓼 Polygonum bungeanum 蓼科 7.95 8.63 4.86 21.44
扁 蓄 Polygonum aviculare 蓼科 0.59 0.33 1.23 2.15
苘 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锦葵科 4.99 3.72 6.31 15.02
野西瓜苗 Hibiscus trionum 锦葵科 0.32 0.11 0.20 0.63
香 薷 Elsholtzia ciliata 唇形科 0.26 0.11 0.14 0.51
水棘针 Amethystea caerulea 唇形科 1.75 1.34 3.06 6.15
荠 菜 Capsella bursa 十字花科 0.44 0.12 1.06 1.62
风花菜 Rorippa palustris 十字花科 0.78 0.36 0.50 1.64
反枝苋 Amaranthus retroflexus 苋科 4.71 3.69 5.90 14.30
凹头苋 Amaranthus lividus 苋科 1.06 2.52 2.48 6.06
田旋花 Convolvulus arvensis 旋花科 0.54 1.76 2.11 4.41
打碗花 Calystegia hederacea 旋花科 0.56 1.21 0.99 2.76
龙 葵 Solanum nigrum 茄科 1.13 1.58 2.47 5.18
葎 草 Humulus scandens 桑科 0.54 0.12 0.75 1.41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鸭跖草科 1.63 2.28 1.78 5.69
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 马齿苋科 0.36 0.11 0.15 0.62
车 前 Plantago asiatica 车前科 0.58 0.91 1.27 2.76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大戟科 4.08 2.12 3.73 9.93
问 荆 Equisetum arvense 木贼科 3.61 1.98 1.99 7.58

菜、马唐、小蓟、本氏蓼、稗草、藜、反枝苋、苘麻、
山苦菜、狗尾草和芦苇等，这些杂草已在不同程度

上成为该地区的优势与亚优势杂草，它们与玉米

形成了当地的玉米 - 杂草群落。

由于地势、土壤的性质、结构、pH 和盐碱程度

以及耕作制度的差异，玉米田杂草发生的种类、群
落组成有所差异，分别形成了东部山区、半山区，

中部松辽平原区和西部干旱、半干旱平原区各自

区域性的不同杂草群落。东部山区、半山区 3 个

杂草群落: 玉米 - 马唐＋龙葵＋苘麻＋铁苋菜＋
稗草；玉米 - 鸭趾草＋藜＋蓼＋苋＋苍耳；玉米 -
苣荬菜＋田旋花＋狗尾草＋稗草＋蓼＋葎草。中

部松辽平原区 3 个杂草群落:玉米 - 稗草 + 狗尾

草 + 蓼 + 藜 + 苋 + 苘麻；玉米 - 蓼 + 稗草 + 狗尾

草 + 铁苋菜 + 龙葵；玉米 - 鸭趾草 + 小蓟 + 苣荬

菜 + 山苦菜 + 苋。西部干旱、半干旱区 3 个杂草

群落 : 玉米 - 苣荬菜 + 芦苇 + 黎 + 蓼 + 苋菜 +
稗草 + 看麦娘；玉米 - 狗尾草 + 马唐 + 苣荬菜 +
山苦菜 + 小蓟 + 苋；玉米 - 苍耳 + 蓼 + 问荆 + 狗

尾草 + 稗草 + 苋菜。

2.3 杂草危害情况

吉林省不同地区玉米田主要杂草发生二级以

上危害频度情况见表 4。从杂草危害的地区差异

来看，龙葵、田旋花、铁苋菜、反枝苋、本氏蓼在各

地区危害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不高，是各地区的普

遍危害杂草。而鸭跖草、苘麻和苣荬菜在东部地区

发生二级以上危害的频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其

差异显著性很大。稗草、水棘针在中部地区发生二

级以上危害的频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其差异显

著性显著。芦苇在西部地区发生二级以上危害的

频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其差异显著性显著。苍耳

中部、东部发生较轻，之间差异不显著，西部发生

较重，和西部相比较，差异显著。小蓟在中、西部

地区不显著，和东部地区差异显著。苘麻在东部和

中部差异不显著，西部较轻。狗尾草西部较重，东

部和中部发生较轻，东部和中部之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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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吉 林 省 不 同 地 区 玉 米 田 主 要 杂 草 发 生 二 级 以 上 危
害 频 度 情 况

杂草名称
频度(%)

东部山区、
半山区

中部松辽

平原区

西部干旱、
半干旱区

稗 草 4.86c 21.24a 7.56c
鸭趾草 6.52b 4.87c -
本氏蓼 8.42b 8.36c 7.69c
苣荬菜 16.4a 14.92b 15.23a
藜 9.32b 7.68c 5.24d
反枝苋 6.43b 6.38c 6.42c
铁苋菜 4.92c 4.86c 4.54
苘 麻 11.24a 10.96b 8.65c
龙 葵 6.48b 6.24c 6.12c
狗尾草 6.96b 8.65c 10.26b
苍 耳 5.84b 5.23c 5.64d
水棘针 1.62d 17.26b 4.32d
田旋花 3.42c 4.12c 4.68d
马 唐 7.12b 1.24d 5.68d
小 蓟 4.85c 12.47b 13.14a
芦 苇 - 1.26d 7.98c

表 3 不 同 地 区 玉 米 田 主 要 杂 草 相 对 多 度

杂草名称 东部山区、半山区 中部松辽平原区 西部干旱半干旱区
稗 草 15.44 74.75 16.18
狗尾草 15.20 10.62 12.02
马 唐 20.29 1.83 17.41
鸭跖草 14.20 4.55 -
芦 苇 0.77 6.34 11.26
问 荆 3.54 3.26 10.24
蓼 26.89 22.49 16.46
藜 26.52 21.34 16.13
苋 16.51 13.90 13.35
仓 耳 6.50 4.56 11.53
龙 葵 9.15 3.66 3.34
苘 麻 19.62 12.90 12.77
铁苋菜 13.88 10.34 6.96
苣荬菜 20.77 18.08 20.90
田旋花 4.08 4.48 4.66
小 蓟 10.91 16.55 16.58
山苦菜 7.91 6.77 11.86
水棘针 3.26 12.49 2.65
葎 草 6.70 0.71 0.76

鸭跖草在西部地区未见。

3 结论与讨论

吉林省常见杂草有 39 种，分属 16 科，其中单

子叶杂草 6 种，占 15.38%；阔叶杂草 32 种，占

82.05%；其它杂草 1 种，占 2.56%。其中一年生杂

草 26 种 ， 占 66.67% ； 多 年 生 杂 草 13 种 ，占

33.33%。
吉林省主要杂草群落有 9 个，其中，东部山

区、半山区 3 个杂草群落: 玉米 - 马唐＋龙葵＋
苘麻＋铁苋菜＋稗草；玉米 - 鸭趾草＋藜＋蓼＋
苋＋苍耳；玉米 - 苣荬菜＋田旋花＋狗尾草＋稗

草＋蓼＋葎草。中部松辽平原区 3 个杂草群落:玉
米 - 稗草 + 狗尾草 + 蓼 + 藜 + 苋 + 苘麻；玉米 -
蓼 + 稗草 + 狗尾草 + 铁苋菜 + 龙葵；玉米 - 鸭趾

草 + 小蓟 + 苣荬菜 + 山苦菜 + 苋。西部干旱、半

干旱区 3 个杂草群落:玉米 - 苣荬菜 + 芦苇 + 藜

+ 蓼 + 苋菜 + 稗草 + 看麦娘；玉米 - 狗尾草 +
马唐 + 苣荬菜 + 山苦菜 + 小蓟 + 苋；玉米 - 苍耳

+ 蓼 + 问荆 + 狗尾草 + 稗草 + 苋菜。
从杂草发生的种类看，阔叶杂草是目前玉米

田草害的主角，从单个杂草品种来看，以禾本科稗

草发生最重。通过方差分析，其相对多度差异显

著。吉林省玉米田以一年生杂草为主，且一年生杂

草和多年生杂草在玉米田发生的差异显著。
综合全省的调查数据，就危害水平而言，玉米

田杂草危害已基本得到控制，对玉米生长已不构

成严重损失。虽然将玉米苗期至生长前期的杂草

草害控制在 A1- A2 级，尤其在一些田块几乎找不

到杂草踪影。但局部地区草害仍有猖獗之势。例如

在中部地区，多年生杂草是近几年才严重发生的，

菊科杂草也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且也有越发严重

的趋势。就杂草的种群数量而言，各地区杂草的种

群数量分布，自东向西呈现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

杂草的种群数量丰富，而西部地区杂草的种群数

量相对较少。这主要是与雨水、气候、土质有关。
就杂草种类来看，目前，阔叶类杂草的危害相对较

严重，杂草种类较多。一年生杂草仍然是主要危害

杂草。
位于吉林西部，是沙丘覆盖的冲击平原区，包

括白城市、松原市。该区西部属于大兴安岭山前台

地，北部和东部属松嫩平原，南部属辽河平原，面

积 4.7 万 km2，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25%。该 区 海 拔

110～160 m 之间，相对高差 20 m 左右。平原西部

地势低平，有大量沼泽、盐碱地。该区为科尔沁草

原东部风沙干旱区。土壤为淡黑钙土、草甸土、风
沙土和盐碱土，有机质含量在 1.5%以下，年降水

量 300～400 mm，气候干燥春季多风。在这种自

然条件下，不利于玉米的高产和稳产，也不利于喜

湿杂草生长，对土壤水分要求不高、耐旱耐瘠的旱

生型杂草较多。因此当地的杂草群落组成相对简

单，主要由芦苇、狗尾草、马唐、苣荬菜、山苦菜、
苍耳、藜、蓼、苋等构成杂草群落。

中部松辽平原区，包括长春、四平、辽源地区。
土壤以黑土、黑钙土为主；中部产区≥10℃活动积

温 2 800～3 000℃·d，年降雨量 500～600 mm。
该区水热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吉林省

玉米高产区。该地区由于其丰富的肥水资源，适宜

的温度和土质资源，以及悠久的种植历史，杂草种

类 丰 富 ，群 落 组 成 多 样。不 但 有（下 转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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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田间生长，发生也比较严重。该地区主要由稗

草、蓼、藜、苋、铁苋菜、鸭跖草、苘麻、狗尾草、小

蓟、苣荬菜、山苦菜和龙葵等构成杂草群落。
东部山区、半山区，包括吉林、通化、浑江、延边

地区。土壤多为棕壤、灰棕壤和白浆土。东部产区气

候湿润冷凉，≥10℃活动积温 2 000 ～2 700℃·d，年

降雨量 700～900 mm，无霜期只有 100～120 d。该区

土壤腐殖质含量多，土壤多为酸性，这些特点构成了

该区独特的杂草群落。该区主要由鸭跖草、马唐、
苣荬菜、田旋花、稗草、蓼、藜、铁苋菜、苘麻、狗尾

草、龙葵、苋和葎草等构成杂草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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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硝酸盐含量是衡量绿叶菜质量的重要指标，

根据沈明珠等提出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卫生评价分

级标准，N4(0.4g/ 盆)施肥 2 次(总施肥量 0.8 g/ 盆)
硝酸盐含量 1 480 mg/kg 和 N3(0.3 g/ 盆)施肥 3 次

(总施肥量 0.9 g/ 盆)硝酸盐含量 1 607 mg/kg 已达

到重度污染(1 440 mg/kg)的程度，不能生食，允许

熟食。从产量和硝酸盐含量 2 个指标综合考虑，上

海青小白菜的最大尿素施用量应小于 0.8～0.9 g/
盆，折合 30～33.7 kg/667m2。这是对于较贫瘠的土

壤而言,如果土壤肥力较高,还要酌情减少施肥量。
3.4 各时期各处理上海青小白菜硝酸还原酶活

性均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强，同时随着生长期

的延长和施肥次数的增加，硝酸还原酶活性越来

越强。但硝酸盐含量并没有随着硝酸还原酶活性

的增强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硝酸盐的积累速度

大于被还原的速度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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