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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除草剂对玉米种子
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影响

陈延玲，米国华*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中心,北京 100193）
摘 要：以玉米杂交种郑单 958为材料,对两种浓度下 3种类型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在浸种条件下，不管是正常浓度（0.8%莠去津、0.2%乙草胺及 0.08% 2，4-D丁酯）还

是高浓度（正常浓度的 2倍）的情况下，乙草胺对玉米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都没有影响；莠去津和 2，4-D丁酯

都显著降低玉米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正常浓度（0.8%）和高浓度（1.6%）的莠去津分别降低了 13%和 27%的

玉米种子发芽率；正常浓度（0.08%）和高浓度（0.16%）的 2，4-D丁酯分别降低了 44%和 91%的玉米种子发芽

率。结论：当直接与种子接触时，高浓度的除草剂 2，4-D丁酯严重抑制玉米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其在生产

上的使用量应严格控制，尤其是在播种期多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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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ree Herbicides on Seed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Maize
CHEN Yan-ling, MI Guo-hua*

( Center for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Food Securit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Effect of three types of herbicides on seed germination of maize variety Zhengdan 958 was investigat⁃

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seeds were soaked in the herbicides, seed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were not affected by Acetochlor, but inhibited significantly by atrazine and 2,4-D butyl⁃
ate. See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was reduced by 13% and 27% by atrazine applied at normal and high concentra⁃
tion, respectively, and was reduced by 44% and 91% by 2,4-D butylate at normal and high concentration, respec⁃
tive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when contacted with the seed, 2,4-D butylate restrained maize seed germination seri⁃
ously. Its concentration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especially if it is rainy around the sow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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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除草作为最有效

的控制农田杂草的技术手段正在我国得到广泛应

用 [1],但是由于使用不当等原因，药害也不时产生，

致使作物减产或绝收 [2]，东北春玉米中广泛使用

的除草剂主要有莠去津、乙草胺及 2，4-D 丁酯

等，农户大多数在播种后三天进行苗前杂草封闭

处理，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地表喷雾，让药液在地

表表面形成 1 层厚 1 cm 的药土层，杂草出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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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药土层，药液有效成分经幼芽或幼茎吸收，

可以达到杀死杂草的目的 [3]。为防止杂草抗逆性

的形成，农户多采用高于除草剂说明书两倍以上

的浓度进行封闭处理 [4]，2010 年笔者在吉林省梨

树县的调研中发现在东北风沙土上，有大面积

（50%）的未出苗现象，经调查对比推测，造成大面

积未出苗的原因可能是农户在采用除草剂封闭处

理期间遇到降水，同时由于东北的风砂土有机质

含量过低（小于 2%），除草剂被雨水淋溶而产生

药害 [5]，根据调查结果和推论，在室内采用农民生

产上常用的三种除草剂(莠去津、乙草胺及 2，4-D
丁酯)，以浸种作为试验处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

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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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郑单 958，试验以清水处理为对

照，以东北春玉米上广泛使用的 3种除草剂：莠去

津、乙草胺及 2，4-D 丁酯为试验处理，每种除草

剂设 2个浓度，正常浓度和高浓度处理，正常浓度

是根据购买的除草剂说明书的正常使用浓度进行

换 算 的 ，分 别 为 0.8% 莠 去 津 、0.2% 乙 草 胺 及

0.08% 2，4-D丁酯,高浓度为正常浓度的 2倍，每

个处理挑选饱满均匀一致的玉米种子 30粒，每个

处理 3个重复。浸种温度为 25℃。

预先将种子在不同的处理下浸泡 6 h，然后捞

出种子，将种子均匀放入用蒸馏水湿润的滤纸中

间，覆以滤纸后进行催芽，以后随时用对应浓度

的除草剂及清水保持湿润，3d 计算发芽势，7 d计

算发芽率。

发芽势( )% = 发芽的种子数
总的试验种子数

× 100%
发芽率( )% = 发芽的种子数

总的试验种子数
× 100%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类型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不管是正常浓度还是高浓

度的乙草胺对玉米种子的发芽势都没有任何影

响；正常浓度和高浓度的莠去津都显著降低了玉

米种子的发芽势，其发芽势分别为 83%和 67%；正

常浓度和高浓度的 2，4-D丁酯也显著降低了玉米

种子的发芽势，其发芽势分别为 20%和 7%。

2.2 不同类型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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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浓度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势的影响

注：显著性检验在不同类型不同浓度除草剂间进行，不同字母表示 5%水平下具有显著差异，下同

图 2 不同浓度除草剂对玉米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不管是正常浓度还是高浓

度的乙草胺对玉米种子的发芽率都没有任何影

响；正常浓度和高浓度的莠去津都显著降低了玉

米种子的发芽率，其发芽率分别为 87%和 73%；正

常浓度和高浓度的 2,4-D丁酯也显著降低了玉米

种子的发芽率，其发芽率分别为 56%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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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乙草胺又名乙基乙草安、禾耐斯、消草安，剂

型为 50％乳油。它是选择性芽前内吸性酰胺类

除草剂，可被植物幼芽吸收。单子叶植物通过芽

鞘吸收，双子叶植物通过下胚轴吸收传导。除草

时，必须在杂草出土前施药，其有效成分在植物

体内干扰核酸代谢及蛋白质合成，使幼芽、幼根

停止生长。正常使用对作物安全 [6]。本试验也同

样证明，即使在浸种条件下，乙草胺对玉米种子

的发芽势和发芽率没有显著影响（图 1及图 2），说

明乙草胺正常使用对玉米是安全的。

莠去津又名阿特拉津，剂型为 40％悬浮剂或

50％可湿性粉剂，试验证明，莠去津是芽前土壤

处理除草剂，也可芽后茎叶处理。其主要通过植

物根部吸收并向上传导，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

使其枯死 [6]。莠去津作为农业上应用最广泛的除

草剂 [7]，全世界的年消费量约为 70 000 t，其中 90%
用于玉米的种植 [8]。每年莠去津从 4 月末至 6 月

底被大量而广泛地用于玉米地 [7]，主要用于华北

和东北地区玉米田的杂草防除 [9-10]。玉米体内有

解毒机制，尤其对玉米有较好的选择性 [6]。但本

试验的结果发现，如果玉米种子与莠去津溶液直

接接触，正常浓度的莠去津可以降低种子 13%的

发芽率（图 1），而高浓度的莠去津可以降低种子

27%的发芽率（图 1），这充分说明玉米种子对莠

去津的解毒机制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

仍可对玉米生长产生影响。

2，4-D丁酯为苯氧乙酸类激素型选择性除草

剂，具有较强的内吸传导性。它在不同部位对核

酸和蛋白质的合成产生影响。其在玉米上的正确

施用方法是：适宜施药时期为玉米 4～6叶期。每

亩用 72％的 2，4-D 丁酯乳油 30～50 mL，加水

40～60 L 茎叶喷雾。也可以在播后苗前作土壤

处理，每亩用药量为 50～70 mL[11-12]。折算之后，

苗前作土壤处理的 2，4-D 丁酯浓度为 0.08%～

0.18%，本试验的 2，4-D 丁酯的浓度为 0.08%～

0.16%。

但是在田间生产中，土壤质地可能影响除草

剂的运移，进而影响除草剂的作用效果。土壤有

机质和土壤粘粒对除草剂有吸附作用，因此土壤

有机质含量高、粘重土壤用药量应适当加大。反

之，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沙质土壤用药量应适当

减少 [5]。有机质含量过高（大于 5%）的土壤对除

草剂的吸附能力极强，不宜使用土壤处理除草

剂；有机质含量过低（小于 2%）的沙质土壤，除草

剂易被雨水淋溶，从而与种子直接接触，而 2，4-D
丁酯在 0.01％浓度时即可抑制植物生长发育出现

畸形，直到死亡 [11-12]。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当高浓

度莠去津及 2，4-D丁酯与种子接触后，种子发芽

受到显著抑制，因此，当播种遇到多雨的年份，极

易产生药害。这些药剂也不宜用作土壤处理剂。

4 结 论

当玉米种子与除草剂接触时，高浓度的莠去

津及 2，4-D丁酯严重抑制玉米种子的发芽势和发

芽率，其在生产上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应严格控

制。并且要根据降雨条件及不同质地的土壤类型

进行合理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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