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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水稻杂草控制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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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效控制水田杂草的发生是有机水稻栽培关键技术。本田杂草控制技术的研究采用深水管理、施
用米糠以及田面覆盖稻草、稻壳等有机物的方法进行水田杂草控制试验。结果表明，深水灌溉能够有效控制水

田稗草的发生；施用米糠杂草控制效果可达到药剂控制的 85％左右；田面覆盖稻草、稻壳等有机物对水田杂草

均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效果，可降低施用米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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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echnology of organic rice culture is controlling the growth of weeds in rice field
effectively.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for control weeds in rice field by deep- water management, rice
bran application, coverage of rice field surface with organic matters such as rice straw and chaff.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eep- water control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illet in rice
field. The efficiency of weed- control by rice bran application can reach 85 percent of that by herbicide.
The coverage of rice field surface with rice straw and chaff can also control the growth of weeds in rice
field to varying degree so that to lower the cost of rice bra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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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水田杂草的发生是水稻有机栽培关

键技术。目前水稻有机栽培普遍采用稻田养鸭的方

法控制杂草的发生，但是日本、韩国等一些环保人

士认为，由于养鸭稻田水较浑浊被雨水冲刷后污染

河流，而且稻田养鸭生产的大米有异味而受到国内

外消费者的质疑。本研究在不施用除草剂条件下，

利用米糠、稻草、稻壳等有机物、深水灌溉及 EM技

术探索水稻省工、省力、安全的杂草控制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处理

试验设米糠不同施用量、米糠加稻草、稻壳等

有机物及深水管理 6 个处理。分别为：①米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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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2、②米糠 75 g/m2、③米糠 100 g/m2、④米糠 50
g+ 稻草 400 g/m2、⑤米糠 50 g+ 稻壳 400 g/m2、⑥
深水管理，对照：药剂除草(丁草胺 + 农得时)。
1.2 试验方法

米糠利用 EM技术(有效微生物)进行处理，以

提高施后的发酵效果。施用时期为插秧后第 3 d，

稻草和稻壳与米糠同时施用于水田表面。深水管

理，插秧后保持 8～10 cm 深水 20 d。5 月 22 日插

秧，插秧密度 30 cm×20 cm，每穴 3 株，小区面积

30 m2，3 次重复，随机排列。试验品种吉粳 88。每

公顷底肥 10 t 发酵鸡粪，6 月 15 日施用发酵鸡粪

5 t/hm2。调查水稻生长发育情况、产量及优势杂草

数量和地上部生物量(鲜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杂草控制效果

吉林农业科学 2010,35（1）：12-13，22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10.01.002



表 1 不同处理杂草控制效果 g/m2

处理
稗草 鸭舌草 三棱草 合计

株数 鲜重 株数 鲜重 株数 鲜重 株数 鲜重

处理 1 23.8 33.5 45.7 193.5 19.9 7.3 89.4 234.3
处理 2 15.7 19.6 30.5 131.0 13.8 4.6 60.0 154.8
处理 3 5.5 6.4 12.4 45.8 6.9 5.7 24.8 57.9
处理 4 8.4 10.1 15.9 58.4 8.1 3.0 32.4 71.5
处理 5 10.7 13.2 20.6 74.1 10.2 3.9 41.5 91.2
处理 6 0.3 0.5 69.7 178.3 34.9 13.8 106.7 195.3
CK 2.3 3.7 10.3 41.1 3.7 4.7 16.3 49.5

表 2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分蘖消长动态

处 理
日 期(日 / 月)

穗 数(穗) 有 效分蘖率

(％)10/6 13/6 20/6 24/6 1/7 5/7 14/7
处理 1 3.2 4.4 11.5 15.9 18.6 18.4 16.6 15.0 80.6
处理 2 3.5 5.3 12.2 17.7 19.2 19.0 17.6 15.2 79.2
处理 3 3.2 4.3 12.7 19.7 21.6 21.3 18.2 16.5 76.4
处理 4 3.0 3.8 11.6 16.8 18.5 18.9 16.3 14.9 80.5
处理 5 3.5 4.7 10.9 16.9 18.7 18.6 16.1 14.5 77.5
处理 6 4.3 5.7 11.9 16.5 19.1 18.4 15.9 14.9 78.0
CK 4.2 5.7 14.8 21.5 27.9 24.6 21.0 19.0 68.1

表 3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株高变化 cm

处理
日 期(日 / 月)

最终株高
10/6 13/6 20/6 24/6 1/7 5/7 14/7

处理 1 30.6 36.2 43.0 45.9 52.4 55.8 65.7 100.7
处理 2 33.0 38.5 44.0 48.3 56.3 59.4 66.5 101.6
处理 3 33.9 40.7 46.0 50.6 58.0 60.8 71.2 104.3
处理 4 31.6 37.8 43.9 46.8 53.5 56.5 66.1 101.1
处理 5 30.9 36.9 43.6 46.1 52.8 55.0 64.9 98.9
处理 6 34.3 39.9 46.8 48.3 55.4 58.3 67.6 102.0
CK 33.7 40.3 45.1 49.8 57.4 60.6 71.6 106.5

在 6 月 30 日水稻进入生殖生长期进行杂草

数量和地上部生物量的调查，结果如表 1。从调查

结果可以看出，试验田对水稻产量影响大的杂草

群落主要由稗草、鸭舌草、三棱草组成。从不同处

理杂草控制效果看，施用米糠 100 g/m2 区(处理 3)
效果最好，杂草控制效果接近药剂控制效果。说明

水田施用米糠后，在水中进行厌氧发酵，产生有机

酸不仅阻碍杂草的生根发芽，对生长的杂草也有

抑制作用。处理 1 和处理 2 由于米糠施用量较少

发生有机酸量少，控制杂草效果较差。在米糠施用

量同等或略低条件下，加稻草或稻壳等有机物处

理区(处理 4 和处理 5)控制杂草效果好于未加有

机物区(处理 1、处理 2)，稻草效果好于稻壳。深水

管理区由于稗草在水中缺氧不能正常发芽[1]，所以

对湿生型的稗草控制效果明显，而对水生型杂草

的控制效果不明显。

2.2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

2.2.1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分蘖消长动态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对水稻分蘖的影响如表

2。从表 2 中看出，不同处理的分蘖速度均较缓慢，

不同处理间相比较，有效分蘖数处理 3 区高于其

它处理区，从有效分蘖率看，各处理均高于对照

区，对照区为 68.1％，米糠施用量较低的处理 1 区

为 80.6％，米糠施用量较高的处理 3 区为 76.4％。

2.2.2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株高变化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株高变化如表 3。从表 3
中看出，不同处理的株高均比对照区矮小，不同处

理间比较处理 3 接近对照，表现为生长量比较充

足，其它区生长量不足，可能是肥力不足所致。
2.3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对产量性状的影 响如表

4。从表 4 中看出，不同处理间比较，穗数和总粒

数处理 3 区为最高，结实率和千粒重各处理均比

对照高。不同处理的产量最高为处理 3 区，处理 6
区产量最低，其它处理差异不明显，产量差异与米

糠施用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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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杂草控制方法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处理 穗数(穗 / 穴) 总粒数(粒 / 穗) 秕粒数(粒 / 穗) 结实率(％) 千粒重(g) 产量(kg/hm2)
处理 1 15.0 151.5 6.1 96.0 21.1 7 685
处理 2 15.2 155.2 9.8 93.7 21.0 7 751
处理 3 16.5 165.0 11.2 93.2 20.1 8 518
处理 4 14.9 153.0 6.4 95.8 21.2 7 733
处理 5 14.5 155.4 6.3 95.9 20.8 7 509
处理 6 14.9 146.9 6.8 95.4 20.5 7 146
CK 19.0 160.6 15.6 90.4 19.2 8 834

3 结 论

3.1 插秧后进行深水管理能够有效控制稗草的

发生，而对水生型杂草的控制效果不明显。
3.2 施用米糠杂草控制率可达到药剂的 85％左右。
3.3 田面覆盖稻草、稻壳等有机物对水田杂草均

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效果，可降低施用米糠成本。
3.4 产量与米糠施用量密切相关，米糠施用量

100 g/m2 区产量最高。

水稻有机栽培除草技术可采用深水管理条件

下控制稗草的发生，施用米糠量保证 100 g/m2 以

控制其它杂草的发生并保证水稻生长发育足够的

养分。在生产实践中可结合人工除草 1～2 次以提

高杂草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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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先装入 1/3 制备好的培养土。
2.2 播种列当

接上步，将制备的列当接种物播种在杯的中

部，每个杯放 5 g(约 600 粒列当种子)。然后再装

入 1/3 的土壤覆盖。
2.3 播种向日葵种子

接上步，每个播种杯中播种 2 粒待鉴定的向

日葵种子，每一待鉴定品种播种 10 杯，做好标记

(标签)，然后覆 1 cm 培养土压实，浇透水。
2.4 摆放

将播种杯按鉴定品种顺序摆放成不同行，整

齐埋入土壤中(杯高高度的 1/2 埋入土壤中)，每个

播种杯之间的间距为 10 cm。

3 管理

3.1 定苗

当小苗长出杯子后留下一株壮苗。
3.2 苗期管理

苗期的管理同正常苗期管理。若不是在正常

生长季节进行鉴定，要求保持正常的温度和土壤

湿度，光照 14 h，自然光照不足时要用灯光补足。

4 鉴定

4.1 根部列当鉴定

在播种后 35 d 左右，小苗长出 6～8 片真叶，

株高 15～20 cm 时，将被测苗小心地从杯中取出，

用水冲洗干净根部，被侵染的向日葵根系上可发

现有“根瘤”状突起或根状茎，其尖端部分膨大成

吸器，吸附到向日葵的根上，吸器发育成刺状突起

物穿透向日葵的根系表层结构到达形成层，造成

形成层细胞加速分裂，从而引起被侵染的根部膨

大。在“根瘤”的另一端形成一个由鳞状叶包被的

幼芽，它发育迅速，一周后便长成长度达 2～4 cm
的黄绿色肉质茎(列当)。

在冲洗根部时只要发现有“根瘤”或根状茎的

小苗即被淘汰。
4.2 移栽

没有列当(根瘤)或者很难分辨的向日葵根部

小突起的小苗，重新移栽到大盆中。移栽后的材料

套袋自交，整个生育期进行观察，查看是否有列当

长出，若收获时未发现列当可鉴定为抗列当材料。

5 注意事项

①苗期管理的温湿度控制要求温度不能低于

10℃和高于 35℃，以 18～25℃为宜；湿度不能处

在饱和状态下，以最大持水量 70%～80%为宜。
③在整个鉴定过程，包括列当种子的准备、播

种等环节，要在无风的地方小心地操作，避免人为

造成列当的扩散。
③该方法只是鉴定某向日葵试材是不是抗列

当，不能给出是抗哪种生理小种，因此，在进行类

似鉴定的时候，最好先鉴定出列当的生理小种，再

进行对某一生理小种的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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