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吉林省在燕麦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呈现

上升趋势。而随着燕麦的多年生产，田间草害日显

突出 [1]。燕麦田杂草种类繁多，据调查，如果不进

行人工除草或不使用除草剂，燕麦的产量损失可

达 50％～80％。人工除草强度大、效率低、误农

时；除草剂除草缺乏安全对路的除草剂品种，有些

有一定的效果，但残留很高。急需对燕麦和后茬作

物安全的除草剂和除草技术。能否通过应用除草

剂来控制田间草害对燕麦生产的影响，是植保科

研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目前，国内同类研究的报

道还很少，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只能根据少量的

资料和本地农药市场常见除草剂的特性进行尝

试。为了摸索出经济有效的燕麦田间草害防治方

法，在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植保试验田进行

了不同药剂处理防治燕麦草害试验。

1 材料和方法

收稿日期：2012- 03- 30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 08- C- 1)
作者简介：冷廷瑞(1964- )，男，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植物保护研究。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白燕 2 号。
供试药剂：30%莎稗磷乳油(哈尔滨嘉禾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50%二氯喹啉酸可湿性粉剂(江苏

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48%苯达松水剂(苏
州联合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联合化工厂生

产)、10%吡嘧磺隆可湿性粉剂(黑龙江五常农化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72%异丙甲草胺乳油(山东滨农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60%丁草胺乳油(南通江山农

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57%2，4- D 丁酯乳油

(江苏连云港立本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根据燕麦的生长特点以及杂草生长情况。在

燕麦播种前后，设计使用不同的除草剂和用药方

法来处理土壤或者杂草，然后调查燕麦在生长过

程中对各处理的反应，测量处理后的单位面积杂

草鲜重[2]，收获时测量各处理的产量数据。对测得

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出本次试验的最

佳结果并推荐燕麦草害的防治药剂和方法。具体

处理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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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对单子叶杂草鲜重(g/m2)差异的分析结果

处理 均值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7 无药剂对照 16.6 a A
3 莎稗磷和 2.4D丁酯 9.5 b B
2 莎稗磷和苯达松 7.9 c C
6 二氯喹啉酸和吡嘧磺隆 3.2 d D
13 丁草胺正常剂量 2.3 e E
1 莎稗磷 2.1 e E
5 二氯喹啉酸和苯达松 0 f F
8 异丙甲草胺 0 f F
9 异丙甲草胺和 2.4D丁酯 0 f F
10 异丙甲草胺和苯达松 0 f F
11 异丙甲草胺和吡嘧磺隆 0 f F
12 人工除草对照 0 f F
14 丁草胺 2 倍量 0 f F
4 二氯喹啉酸 0 f F
15 丁草胺和吡嘧磺隆 0 f F

(1)在燕麦播后苗前用 30%莎稗磷喷雾处理

土壤。
(2)播后苗前用莎稗磷喷雾处理土壤。燕麦4～6

片叶时，用苯达松水剂喷雾处理茎叶。
(3)播后苗前用莎稗磷喷雾处理土壤。燕麦 4～6

片叶时用 2，4- D 丁酯乳油喷雾处理茎叶。
(4)播后苗前用二氯喹啉酸可湿性粉剂喷雾处

理土壤。
(5)播后苗前用二氯喹啉酸可湿性粉剂喷雾处

理土壤。燕麦 4～6 片叶时用二氯喹啉酸可湿性粉

剂正常剂量减半与苯达松正常剂量混用喷雾处理

茎叶。
(6)播后苗前用二氯喹啉酸可湿性粉剂喷雾处

理土壤。燕麦 4～6 片叶时用吡嘧磺隆喷雾处理茎

叶。
(7)无药剂处理对照。
(8)播后苗前用异丙甲草胺喷雾处理土壤。
(9)播后苗前用异丙甲草胺喷雾处理土壤。燕

麦 4～6 叶期用 2，4- D 丁酯乳油喷雾处理茎叶。
(10)播后苗前用异丙甲草胺喷雾处理土壤。燕

麦 4～6 叶期用苯达松水剂喷雾处理茎叶。
(11)播后苗前用异丙甲草胺喷雾处理土壤。燕

麦 4～6 叶期用吡嘧磺隆喷雾处理茎叶。
(12)人工除草对照。
(13)播后苗前用丁草胺乳油正常剂量喷雾处

理土壤。
(14)播后苗前用丁草胺乳油正常剂量加倍喷

雾处理土壤。
(15)播后苗前丁草胺乳油与吡嘧磺隆均按正

常剂量喷雾处理土壤。
以上处理设计为每小区 10 m2 (2 m×5 m)，3

次重复。在试验进行过程中，如果小区周围出现杂

草，一律用草甘膦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经过 1 个生产周期的试验，对各处理所测得

的杂草鲜重和单位面积产量(g/m2)进行测定和差

异显著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表 2 和表 3。
从表 1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处理在 5%和

1%水平的差异表现一致。处理 5、处理 8、处理 9、
处理 10、处理 11、处理 12、处理 14、处理 4 和处

理 15 单子叶杂草鲜重表现最少且无差异，处理

13 和处理 1 单子叶杂草鲜重比前几个处理略多，

除草效果亦略次之；处理 6、处理 2、处理 3、处理

7 依次单子叶杂草鲜重递增，除草效果依次递减。

表明与处理 12 无差异的处理对单子叶杂草防治

效果最好，其它药剂处理效果均好于无药剂处理。
试验中，处理 7 是无药剂对照，处理 12 是人工除

草对照。

所用药剂莎稗磷、二氯喹啉酸、异丙甲草胺和

丁草胺是防治单子叶杂草的主要药剂。含莎稗磷

的处理有处理 1、处理 2 和处理 3，苗前用药方法

和剂量完全一致，苗后用药存在差异，单纯使用莎

稗磷的处理 1 对单子叶杂草的防治效果好于后期

施用苯达松或者 2，4- D 丁酯的处理 2 和处理 3。
苯达松或者 2，4- D 丁酯是否对莎稗磷防治单子

叶杂草有负面影响，有待继续探讨。
含有二氯喹啉酸的 3 个处理，播后苗前处理

是一样的，差异在于 4～6 片叶阶段二次用药的不

同，后期施用吡嘧磺隆的处理 6 对单子叶杂草防

除的效果明显不如另外 2 个处理，表明吡嘧磺隆

可能有降低二氯喹啉酸对单子叶杂草防效的作

用；另外 2 个含有二氯喹啉酸的处理 4 和处理 5
对单子叶杂草的防治效果与人工除草相同。

施用异丙甲草胺的 4 个处理播后苗前用药完

全相同，后期用药存在差异。对单子叶杂草的防治

效果与人工除草相同，比较理想。后期使用 2，4- D
丁酯、苯达松和吡嘧磺隆不影响对单子叶杂草的

防治效果。含有丁草胺的 3 个处理前期用药种类

相同，剂量不同，处理 15 后期施用了吡嘧磺隆，前

期用药剂量与处理 13 都是正常剂量，用正常剂量

单独使用丁草胺对单子叶杂草的防治效果明显不

如剂量加倍的处理 14 和前期丁草胺正常剂量后

期使用吡嘧磺隆的处理 15。
从表 2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处理在 5%和

1%水平的差异表现基本一致。其中处理 3、处理

6、处理 12、处理 9、处理 5、处理 11 双子叶杂草鲜

重表现无差异，其中处理 12 是人工除草，所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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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效果最好；而处理 10、处理 1、处理 15、处理 2
与前面相比杂草鲜重略多，除草效果稍差，其它处

理处理 8、处理 4、处理 14、处理 13、处理 7 双子

叶杂草鲜重依次递增，除草效果依次递减。

试验中以防治单子叶杂草为主的除草剂也同

时具有防治部分双子叶杂草的能力。莎稗磷、异丙

甲草胺、二氯喹啉酸和丁草胺对双子叶杂草的防

治效果依次由强到弱，均明显低于人工除草对照，

但更明显高于无药剂处理对照。在各处理中针对

双子叶杂草的除草剂有苯达松、2，4- D 丁酯和吡

嘧磺隆。含有 2，4- D 丁酯的处理对双子叶杂草的

防治效果与人工除草相同，含有苯达松和吡嘧磺

隆的处理中，对双子叶杂草防治效果既有与人工

除草相同的情况，又有与对照差异明显的情况，吡

嘧磺隆的效果比苯达松略好。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处理之间产量差

异不是很明显，与人工除草无明显差异与无药剂

处理对照有明显差异的有处理 10、处理 11、处理

12、处理 2、处理 9、处理 1、处理 8、处理 3、处理

5、处理 15、处理 6 和处理 14。产量与无药剂处理

对照无差异的处理有处理 4 和处理 13。这可能由

于试验是在第一季进行的，田间杂草危害程度还

不足以影响到燕麦产量，而其中出现的一些差异

可能是取样面积太小或者是不同药剂对燕麦生长

的影响造成的。

3 结论和讨论

3.1 结论

3.1.1 从杂草防除效果的角度来看，在燕麦田应

用二氯喹啉酸和苯达松的处理 5、异丙甲草胺和

2，4- D 丁酯的处理 9、异丙甲草胺和吡嘧磺隆的

处理 11，除草效果表现最佳，对单子叶杂草和双

子叶杂草均能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是燕麦田防

治草害的首选方法。
3.1.2 根据本项试验各处理产量结果，处理 4 二

氯喹啉酸和处理 13 正常剂量丁草胺没能达到减

少因草害造成的产量损失，不能单独用于燕麦田

进行草害防治。其它处理均为燕麦田有效草害防

治方法。
3.2 讨 论

3.2.1 本项试验是在 4 月份进行的，由于燕麦出

苗较早，在燕麦苗出土时杂草还没有出土，由于燕

麦的播种密度较大，使得 4 月份播种的燕麦田中

杂草发生较轻。在这一时期进行草害药剂防治处

理，防治效果多数表现较好或者显著。这与燕麦本

身的生存适应能力也密切相关。同样由于燕麦播

种时间早、密度大，使得多数处理杂草数量不足以

影响燕麦生产产量，造成多数处理产量差异不明

显。
3.2.2 实际上在北方，燕麦播种适期范围较大，

从 4 月份到 7 月中旬都可播种并收获成熟粮食。
这也意味着在播种适期与杂草出土和生长旺盛时

期有交叉阶段，在燕麦生产活动中这一阶段播种

的燕麦是最需要进行草害防治的。本次试验所进

行的燕麦草害防治处理在理论上可用于整个燕麦

播种适期，这需要在今后的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

中进行多次反复检验。随着燕麦生产的发展，在现

有防治研究基础上有更多防治燕麦草害的药剂和

方法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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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对双子叶杂草鲜重(g/m2)差异的分析结果

处理 均值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7 无药剂对照 20.7 a A
13 丁草胺正常剂量 15.2 b B
14 丁草胺 2 倍量 10.3 c C
4 二氯喹啉酸 9.9 c C
8 异丙甲草胺 5.7 d D
10 异丙甲草胺和苯达松 3 e E
1 莎稗磷 2.5 ef E
15 丁草胺和吡嘧磺隆 2.3 ef E
2 莎稗磷和苯达松 2 f E
3 莎稗磷和 2.4D丁酯 0.7 g F
6 二氯喹啉酸和吡嘧磺隆 0 g F
12 人工除草对照 0 g F
9 异丙甲草胺和 2.4D丁酯 0 g F
5 二氯喹啉酸和苯达松 0 g F
11 异丙甲草胺和吡嘧磺隆 0 g F

表 3 不同处理对燕麦单位面积产量(g/m2)差异分析结果

处理 均值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10 异丙甲草胺和苯达松 205 a A
11 异丙甲草胺和吡嘧磺隆 192 ab AB
12 人工除草对照 168 abc ABC
2 莎稗磷和苯达松 162 bc ABC
9 异丙甲草胺和 2.4D丁酯 159 bc ABC
1 莎稗磷 155 bc ABC
8 异丙甲草胺 155 bc ABC
3 莎稗磷和 2.4D丁酯 151 bc ABC
5 二氯喹啉酸和苯达松 150 c ABC
15 丁草胺和吡嘧磺隆 147 c BC
6 二氯喹啉酸和吡嘧磺隆 146 c BC
14 丁草胺 2 倍量 127 c C
4 二氯喹啉酸 51 d D
7 无药剂对照 49 d D
13 丁草胺正常剂量 41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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