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水田所用除草剂的主要剂型是可湿性

粉剂。可湿性粉剂的粒径一般为 95%通过 44 μm
试验筛，悬浮率在 40%～70%[1]，而悬浮剂的粒径

一般为 2～4 μm，悬浮率大于 90%[2]，粒径和粒度

分布对药效有直接影响，粒径越小，悬浮率越高，

施用效果越好。据查阅《农药管理信息汇编》，53%
苯噻酰草胺·苄嘧磺隆可湿性粉剂有 4 家进行了

农药登记，其中有 41 家含量均为苯噻酰草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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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苄嘧磺隆占 3%。本试验按 53%苯噻·苄可

湿性粉剂的配方配比，在实验室内制成 26.5%苯

噻·苄悬浮剂进行了盆栽试验，达到了节约农药施

用量、降低成本投入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水稻品种及药品

供试水稻品种为九稻 55。
供试药品为 26.5%苯噻·苄悬浮剂(实验室内

生产)，53%苯噻·苄可湿性粉剂 (江苏长青农化有

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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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采用盆栽法，共设 6 个处理，4 次重复，

随机排列。土壤取自吉林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试验

田，土壤为冲积型水田土，每盆装 13 kg，施用吉

林市吉九肥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长效专用肥 (N∶P∶
K=20∶10∶10)7 g；每盆栽 2 穴，每穴 2 株，灌水前将

发芽率为 90%的水稗草 2.2g(约 1 000 粒 )播于 2
cm 深的土层中。插秧后 5～7 d 施药，保持水层 3～
5 cm 3～5 d。各药剂处理及用量见表 1。

1.3 调查方法

施药后观察有无药害发生，在分蘖期调查水

稻株高、分蘖数、对水稗草的防除效果、有效穗数

和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水稻株高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各处理对水稻株高无明显的影

响，经方差分析(t 检验)，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经

过观察，处理 1- 5 对水稻秧苗无药害发生。
2.2 对水稻分蘖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各药剂处理对水稻分蘖都有不

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经方差分析(新复极差法)，处

理 1、2、3 与清水对照达极显著水平，而与对照药

剂处理 5 差异不显著。
2.3 对杂草防除效果的影响

由表 4、5 可见，处理 3、4 较对照药剂处理 5

相对防效均有提高，处理 1、2 相对防效与对照药

剂处理 5 比略有降低，处理 2 相对株防效降低

0.34%，鲜重防效降低 0.4%；处理 1 相对株防效

降低 0.65%，相对鲜重防效降低 0.2%。经方差分

析(新复极差法)，各药剂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2.4 对水稻有效穗数的影响

由表 6 可见，处理 1～4 分别比清水对照增加

4.5 个、2.7 个、2.2 个和 1.5 个分蘖，而对照药剂与

清水对照比无区别。经方差分析(t 检验)，各处理

间差异不显著。

2.5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由表 7 可见，药剂处理 1～5 与清水对照比均

有增产作用，其中增产率最高的为处理 1，增产幅度

达 9.55%；最低的为处理 5 (53%苯噻·苄可湿性粉

剂)，增产幅度达 5.39%。经方差分析(新复极差法)，
药剂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而与对照差异极显著。

2.6 两种药剂用药量对比

由表 8 可见，处理 1、2 与对照药剂处理 5 比

表 2 各处理水稻株高情况 cm

处理
株高

平均
与 CK
±值Ⅰ Ⅱ Ⅲ Ⅳ

1 69.0 68.0 67.0 67.0 67.8 0.2
2 69.0 66.0 65.5 69.0 67.4 - 0.2
3 69.5 67.0 69.0 66.5 68.0 0.4
4 67.5 68.0 68.0 69.0 68.1 0.5
5 67.0 67.5 68.0 67.0 67.4 - 0.2
6 66.5 67.0 68.0 69.0 67.6 -

表 3 各处理水稻分蘖情况

处理
分蘖数(个 / 盆)

平均
与 CK
±值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Ⅳ α=0.05 α=0.01

3 53 48 50 49 50.0 4.5 a A
1 51 48 50 50 49.8 4.3 a A
2 49 49 49 50 49.3 3.8 a A
4 50 50 46 45 47.8 2.3 ab AB
5 48 45 47 49 47.3 1.8 ab AB
6 46 47 44 45 45.5 - b B

表 4 各药剂处理对水稗草的相对株防效

处理
相对株防效(%)

平均
与对照

药剂±值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Ⅳ α=0.05α=0.01
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0 a A
3 98.55 100.00 100.00 98.67 99.31 0.76 a A
5 94.20 100.00 100.00 100.00 98.55 - a A
2 96.38 100.00 99.54 96.90 98.21 - 0.34 a A
1 94.20 100.00 99.54 97.86 97.90 - 0.65 a A
6 - - - - - -

表 5 各药剂处理对水稗草的相对鲜重防效

处理
相对鲜重防效(%)

平均
与对照

药剂±值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Ⅳ α=0.05α=0.01
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53 a A
3 100.00 100.00 100.00 99.21 99.80 0.33 a A
5 97.87 100.00 100.00 100.00 99.47 - a A
1 97.87 100.00 100.00 99.21 99.27 - 0.2 a A
2 97.87 100.00 100.00 98.41 99.07 - 0.4 a A
6 - - - - - -

表 6 各处理水稻有效穗数情况

处理
有效穗数(个 / 盆)

平均
与 CK
±值Ⅰ Ⅱ Ⅲ Ⅳ

1 43 52 45 43 45.8 4.5
2 42 45 45 44 44.0 2.7
3 41 44 47 42 43.5 2.2
4 40 42 47 42 42.8 1.5
5 40 42 44 41 41.8 0
6 42 40 43 42 41.8 -

表 7 各处理水稻产量情况

处理
相对株防效(%)

平均
与对照

药剂±值
增产
率(%)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Ⅳ α=0.05α=0.01

1 93.0 103.0 98.0 96.0 97.5 8.5 9.55 a A
2 93.0 94.0 98.0 98.0 95.8 6.8 7.64 a A
3 93.0 96.0 98.0 96.0 95.8 6.8 7.64 a A
4 91.0 93.0 101.0 96.0 95.3 6.3 7.08 a A
5 92.0 93.0 98.0 92.0 93.8 4.8 5.39 a AB
6 89.0 87.0 90.0 90.0 89.0 - - b B

表 1 各药剂处理及用量

处理号 处理 用量(g/m2)
1 26.5%苯噻·苄悬浮剂 0.15
2 26.5%苯噻·苄悬浮剂 0.20
3 26.5%苯噻·苄悬浮剂 0.25
4 26.5%苯噻·苄悬浮剂 0.30
5 53%苯噻·苄可湿性粉剂 0.12
6 清水对照(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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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不同专用品种锌、硫和锰肥施用量不同

无论是高脂肪品种，还是高蛋白品种硫酸锌

适宜用量一般为 1.0 kg/667m2 左右，硫酸锰比较

适宜用量为 1.0～2.0 kg/667m2。
高 脂 肪 品 种 硫 肥 比 较 适 宜 用 量 为 3.0 kg/

667m2，高蛋白品种硫肥比较适宜用量为1.0～2.0
kg/667m2。
3.2 不同专用品种锌、硫和锰不同施用量的产量

构成因素不同

无论高脂肪品种，还是高蛋白品种，锌肥 1.0
kg/667m2 处理的单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

重均略高；锰肥每 667 m2 施用 1.0 kg 或 2.0 kg 处

理的单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均较高或

略高。

高脂肪品种硫肥每 667 m2 施用 3.0 kg 处理

的单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均略高；高蛋

白品种每 667 m2 施用 1.0 kg 或 2.0 kg 处理的单

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略高。
吉林省黑土区种植大豆应增施中微 量元素

硫、锌和锰肥，并且比较适宜用量为硫肥1.0～3.0
kg/667m2、硫酸锌1.0 kg/667m2、硫酸锰1.0～2.0
kg/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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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中微量元素硫肥不同用量对大豆产量构成因素影响(通农 13)

处理
单株有效荚(个) 单株粒数(个) 百粒重(g)

2005 2006 2007 平均 2005 2006 2007 平均 2005 2006 2007 平均
S- 1.0 41.0 40.8 29.7 37.2 98.7 105.3 72.5 92.2 24.6 26.7 27.0 26.1
S- 2.0 34.5 47.3 35.1 39.0 83.1 122.5 87.5 97.7 25.0 26.6 27.1 26.2
S- 3.0 36.4 42.5 39.5 39.5 89.2 106.1 94.1 96.5 26.4 26.3 25.4 26.0
S- 4.0 35.5 42.2 30.3 36.0 84.2 108.2 77.8 90.1 27.3 25.5 25.0 25.9
S- 5.0 35.3 43.0 27.4 35.2 86.3 107.9 70.2 88.1 25.0 25.1 25.9 25.3

表 18 中微量元素锰肥不同用量对大豆产量构成因素影响(通农 13)

处理
单株有效荚(个) 单株粒数(个) 百粒重(g)

2005 2006 2007 平均 2005 2006 2007 平均 2005 2006 2007 平均
Mn- 0.5 33.7 28.5 33.0 31.7 76.2 76.1 84.5 78.9 27.3 26.0 25.5 26.3
Mn- 1.0 33.3 26.7 38.9 33.0 81.2 65.9 94.3 80.5 26.6 26.1 26.2 26.3
Mn- 2.0 37.2 31.2 38.4 35.6 85.2 77.8 94.6 85.9 27.6 26.4 24.7 26.2
Mn- 3.0 39.4 35.7 34.2 36.4 98.7 84.9 85.5 89.7 27.1 26.0 25.1 26.1
Mn- 4.0 35.3 31.7 31.4 32.8 84.2 81.3 80.7 82.1 26.6 26.0 25.7 26.1

可减少用药量 37.5%和 16.67%，而处理 3、4 分别

增加用药量 4.17%和 25%。

3 讨 论

3.1 经过对秧苗株高、分蘖试验证明：苯噻·苄悬

浮剂与可湿性粉剂对水稻秧苗是安全的，无不良

影响。
3.2 经过对水稗草防除效果试验，苯噻·苄悬浮

剂低用量(处理 1、2)从株防效和鲜重防效上看略

有降低，但降低幅度均不大，在生产中可以忽略不

计。
3.3 经过对水稻产量的试验，苯噻·苄悬浮剂比

可湿性粉剂增产效果好。
3.4 经过用药量对比，苯噻·苄悬浮剂低用量与

可湿性粉剂比可以减少用药量 16.67%～37.5%。
总之，经过对苯噻·苄悬浮剂低用量与可湿性

粉剂的对比试验，悬浮剂无论是从对杂草防除效

果，还是减少用药量、降低生产成本投入、保护环

境等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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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两种药剂用药量比较

处理 用药量(g/m2) 折合纯药量(g/m2) 与处理 5±值 百分比±(%)
1 0.15 0.039 75 - 0.023 85 - 37.50
2 0.20 0.053 00 - 0.010 60 - 16.67
3 0.25 0.066 25 0.002 65 4.17
4 0.30 0.079 50 0.015 90 25.00
5 0.12 0.063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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