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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粱“赤杂 28”苗前封闭使用 3种除草剂，1种复配剂；苗后茎叶使用 2种除草剂，1种复配剂。通过对田间杂草防

效和“赤杂 28”产量的对比与分析，选出能有效防除杂草又保证“赤杂 28”正常生长的除草剂。结果表明，播后苗前每 667 m2使

用 129.2 mL 72%异丙甲草胺复配 323 mL 38%莠去津封闭喷雾，出苗后于高粱 2～4叶期每 667 m2使用 38%莠去津 323 mL喷
雾，以上 2种方法可安全用于高粱杂交种“赤杂 28”的杂草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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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of Herbicide Applied after Sowing and before Emergence and after
Emergence of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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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kinds of herbicides and a compound agent was applied before emergence of Sorghum‘Chiza 28’
and two kinds of herbicides and a compound agent was applied after emergence. Herbicides which had effective
weed controlling and ensure a normal growth of‘Chiza 28’were selected b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weed con⁃
trol effect and yield of grai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sowing and before emergence, 129.2 mL of 72% ISO -
Propylene compound and 323 mL 38% Atrazine per 667 m2 can be used for closed spray, and after emergence and
in 2～4 leaf stage 323 mL of 38% atrazine per 667 m2 can be applied. The above two methods are safe for weed con⁃
trolling of sorghum hybrid‘Chiza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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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具有抗旱、耐涝、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

点，是内蒙古旱作农业生产的主要杂粮作物之

一，占全国高粱种植面积的 24.4%，主要分布在赤

峰市、通辽市、兴安盟等内蒙古中东部地区 [1]。而

赤峰市的高粱播种面积和总产在全区所占比重最

高。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选育的高粱杂交种

“赤杂 28”是近些年赤峰地区的主推品种。

国内外关于高粱化学除草的研究报道还很

少 [2]。冷廷瑞 [3]等通过试验得出高粱杂交种敖杂 1
号和白杂 8号的草害防治技术。目前除草剂是蔬

菜 [4]、玉米 [5]、大豆 [6]生产上杂草防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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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对除草剂敏感 [7]，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药害，限

制了高粱除草剂的大面积使用，因此，如何使用

除草剂达到既除草又对高粱的生长无害，成为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本试验在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

院试验地使用几种除草剂或复配剂对“赤杂 28”
进行处理，通过防效和高粱产量的方差分析选出

可以用于“赤杂 28”的除草剂。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播后苗前除草剂：72%异丙甲草胺（a），38%
莠去津（b），仲丁灵（c），72%异丙甲草胺（a）+38%
莠去津（b）。

苗后除草剂：38%莠去津（b），二氯喹啉酸

（d），38%莠去津（b）+二氯喹啉酸（d）。
1.2 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播后苗前用 3种除

草剂，1种复配剂,各设 5个水平，清水对照，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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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见表 1。苗后茎叶共 16个处理见表 2。每

个处理种植 4行，6 m行长，小区面积 10.32 m2。分

别在出苗 10 d和喷药 7 d后调查药效。采用随机

取点法调查苗数、杂草数。9月 10日收中间 2行
测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由表 3看出，处理 3和处理 4的杂草数明显

少于对照，防效在 80%以上，处理 1、处理 2、处理 5
的防效次之，为 70%左右，这 3个处理对播后苗前

土壤封闭处理防除杂草具有同样的防效。处理

19产生了轻微药害，植株比对照矮而且苗小；其

余处理与对照无明显差异。

2.2 由表 4看出，处理 3、处理 13和处理 8较处理

21（对照）差异显著，说明赤杂 28经上述 3种处理

后，产量表现为较对照有明显升高，达到了除草

增产的效果。处理 19与对照也有显著差异，表现

明显减产。处理 3与处理 13之间无差异显著性，

二者对处理 8有显著差异，说明处理 3与处理 13
为最优。处理 16、18、20、2、1、6、12、17、1、9、15、
10、7、14、4、5与对照均无显著性差异，在本次试

验中说明这些浓度、组合对杂草无明显效果。

2.3 由表 5看出，处理 8、处理 9、处理 10的杂草

数明显少于对照，防效都在 90%以上，这 3个处理

对高粱出苗后 2～4叶期处理，有同样的杂草防

效。处理 14的防效是 71.4%。
2.4 由表 6看出，处理 5和处理 8较对照（处理

16）有显著差异，产量较对照有明显升高，达到了

表 1 播后苗前各处理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药剂及施用量 /667 m2

64.6 mL a+193.8 mL b
64.6 mL a+258.4 mL b
129.2 mL a+323 mL b
193.8 mL a+258.4 mL b
193.8 mL a+129.2 mL b
129.2 mL a
193.8 mL a
258.4 mL a
323 mL a
387.6 mL a
452.2 mL b
516.8 mL b
581.4 mL b
646 mL b
710.6 mL b
581.4 mL c
646 mL c
710.6 mL c
775.2 mL c
839.8 mL c
对照

表 2 苗后各处理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药剂及施用量 /667 m2

32.3 g d
64.6 g d
96.9 g d
129.2 g d
161.6 g d
193.8 mL b
258.4 mL b
323 mL b
387.6 mL b
452.2 mL b
32.3 g d+452.2 mL b
51.7 g d+387.6 mL b
64.6 g d+323 mL b
77.5 g d+258.4 mL b
90.4 g d+193.8 mL b
对照

表 3 播后苗前使用除草剂对杂草防除效果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ck）

杂草数（株）

27
25
19
11
29
60
86
69
48
53
46
39
61
66
57
76
51
59
87
75
98

防效（%）
72.45
74.49
80.61
88.78
70.41
38.78
12.24
29.59
51.02
45.92
53.06
60.20
37.76
32.65
41.84
22.45
47.96
39.80
11.22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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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增产的效果。处理 12、14、1、13、4、7、9等 7
个处理虽然对杂草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没能达到

增产目的。其中处理 9减产最明显。

3 结论与讨论

3.1 该试验结果表明，播后苗前使用处理 3，即每

667 m2使用 129.2 mL 72%异丙甲草胺复配 323 mL
38%莠去津封闭喷雾，出苗后于高粱 2～4叶期使用

处理 8，即每 667 m2使用 38%莠去津 323 mL，均可安

全用于高粱杂交种“赤杂 28”的杂草防治。

3.2 苗前封闭除草是在高粱播种后幼苗出土前，

喷洒除草剂达到除草目的；苗期化学除草是利用

除草剂在作物和杂草体内代谢作用不同达到灭草

保苗目的。高粱化学除草应在深耕、旋耕等精耕

细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农药使用，以减少对后

茬作物和土壤的影响。农业生产上专门用于高粱

除草的药剂很少，高粱对有机磷类农药，如敌敌

畏、敌百虫、辛硫磷等农药敏感，高粱上误施上述

农药后 12 h出现药害症状，全田似火烧状、植株

死亡、损失严重 [8]。喷施药剂的时间一般在上午

8～10点，下午 5点前后为最好，以充分发挥农药

的杀虫效果和避免农药中毒。同时避免在大风、

高温、阴雨天喷药 [9]。

3.3 在喷施除草剂时，浓度过高或者邻田漂移也可

造成高粱药害。本试验应用对象是高粱杂交种赤杂

28，其他高粱品种或者杂交种能否合适一定要先小

面积试验后再使用，以免对高粱产量造成影响。

3.4 高粱产量受品种遗传特性、播种密度、肥料、

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因此，有的小区（下转第 99 页）

表 4 播后苗前不同处理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处理

3
13
8
16
18
20
2
1
6
21
12
17
11
9
15
10
7
14
4
5
19

小区产量均值

（kg/667 m2）

563.34
529.10
463.89
386.45
384.75
380.36
379.72
377.88
376.55
372.32
370.65
369.81
363.44
360.76
357.08
356.28
354.46
353.64
344.01
342.18
295.51

5%显著

水平

a
a
b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d
cde
cdef
cdef
df

1%极显著

水平

A
AB
B
C
C
C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CD
D

表 5 苗后使用除草剂对杂草防除效果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ck）

杂草数（株）

52
57
81
56
61
58
48
5
8
6
37
31
58
27
38
93

防效（%）
44.2
39.2
12.4
40.3
34.9
37.5
48.9
94.9
91
93.9
59.8
66.5
37.9
71.4
58.9

表 6 苗后不同处理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处理

5
8
10
3
15
11
6
2
16
12
14
1
13
4
7
9

小区产量均值

（kg/667 m2）

442.61
411.39
391.15
383.82
378.27
366.90
363.69
354.91
353.68
353.01
346.08
343.80
336.15
334.34
327.79
320.62

5%显著

水平

a
ab
bc
bcd
bcd
bcde
bcde
cde
cde
cde
cde
cde
cde
de
de
e

1%极显著

水平

A
AB
ABC
ABC
ABC
BC
BC
BC
BC
BC
BC
BC
C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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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溶酶体 α-甘露糖苷酶和细胞质 α-甘露糖苷

酶，动物小花棘豆中毒时主要抑制哪种 AMA尚不

明确，对其转录、翻译、加工修饰是否产生影响还

不清楚。本试验研究表明小花棘豆毒性成分可从

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影响 AMA的表达，从

而为揭示小花棘豆中毒的作用机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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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0 页）产量高但防除杂草效果不是最好的，

这与冷廷瑞 [3]等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农药影响

了高粱的营养生长或生殖生长，有待在今后的生

产实践和试验中继续探索。所以，在高粱除草剂

剂型和浓度的选择上要综合考虑防治效果、产

量、密度、环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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