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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盆栽和田间试验筛选出适用于大豆田防治野黍的适合药剂及剂量。96%精异丙甲草胺 EC苗前土壤封闭处

理对野黍的田间防效为 75.24%，较完全不除草区增产 11.65%。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苗后茎叶处理对野黍防治效果

最好，盆栽防效与田间防效均在 96%以上，田间产量与人工完全除草区无显著差异，较完全不除草区增产 56.62%，显著高

于其他处理。24%烯草酮 EC和 15%精喹禾灵 EC苗后茎叶处理对野黍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大豆田防治野黍可选用

96%精异丙甲草胺 EC进行播后苗前土壤封闭处理，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苗后茎叶处理对野黍防治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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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t culture and field experiment were used to screen out the suitable insecticides and dosages for control⁃
ling Eriochloa villosa in soybean field. 96% s-metolachlor EC had a certain control effect on E. villosa, and the con⁃
trol effect in the field was 75.24%, which was 11.65%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weeding area. The best effect of
stem and leaf treatment on E.villosa was haloxyfop-r-methyl 10.8% EC, both pot experiments and field trial were
more than 96%, the soybean yiel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ing rate of 56.62%. Clethodim 24% EC and
quizalofop-p-ethyl 15% EC also had a certain control effect on E. villosa. For the control of E. villosa in soybean
field, 96% s-metolachlor EC can be used for soil sealing treatment after sowing and before seedling, and 10.8% hal⁃
oxyfop-r-methyl EC after seedling has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on E. vill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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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随着种植结构

的调整、栽培措施和耕作制度的改变，大豆田杂

草群落也逐渐发生变化 [1]。杂草危害也越来越严

重，大豆因草害一般减产 10%～20%，严重的田块

减产达 30%～50%，甚至更多 [2-3]。东北春大豆田

杂草主要有稗草、野黍、狗尾草、藜、蓼、苋、苍耳、

苘麻、鸭跖草等，阔叶类杂草种类远多于禾本科

杂草，但禾本科杂草数量显著多于阔叶类杂草，

田间危害也较重，尤其是在玉米大豆轮作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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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杂草仍然是占优势的杂草类群 [4-5]。

野黍（Eriochloa villosa）属于禾本科野黍属一

年生杂草，中国除西北地区外，广布于全国各省

区 [6]。野黍在田间属于不均匀分布型，种子较稗

草、狗尾草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的种子大，很难

靠风力进行长距离传播，极易造成局部危害，且

其根部分蘖能力较强，严重干扰作物的正常生

长 [7-8]。野黍是我国东北大豆田一种危害非常严

重的恶性杂草 [9]。近年来野黍在佳木斯、齐齐哈

尔、绥化、哈尔滨、长春等地连年为害，且有越来

越重的趋势，2016～2017年调查数据显示齐齐哈

尔地区大豆田野黍密度在 36.67～40.53株/m2，长

春地区一些地块发生量在 248.27～776.80株/m2，

个别发生严重的地块，野黍密度超过 3 000株/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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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豆减产 70%，且较稗草、狗尾草等其他杂草

难防除 [10]。本试验选用 96%精异丙甲草胺 EC、
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等高效、低残留的除草

剂，分别对野黍进行了苗前封闭除草、苗后茎叶

除草的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以期为大豆田防治

野黍提供合理高效的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吉农 38。供试除草剂：96%精
异丙甲草胺 EC（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99%
乙草胺 EC（吉林金秋农药有限公司），12.5%烯禾

啶 EC（中农立华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24%烯草

酮 EC（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8%高效

氟吡甲禾灵 EC（美国陶氏益农公司），15%精喹禾

灵 EC（山东中诺药业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1.2.1 盆栽试验

采用播种野黍种子的方式确保杂草的基数，

选取籽粒饱满的野黍种子播种到花盆内，每盆播种

量相同，同时播种3穴大豆。除草剂分别设置5个浓

度梯度。播后苗前除草剂 96%精异丙甲草胺EC的
施药剂量分别设为 0.9、1.2、1.5、1.8、2.1 L/hm2；99%
乙草胺 EC分别设 1.2、1.5、1.8、2.1、2.4 L/hm2。苗

后茎叶除草剂 12.5%烯禾啶 EC分别 1.05、1.20、
1.35、1.50、1.65 L/hm2；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
设 0.34、0.45、0.56、0.68、0.79 L/hm2；15%精喹禾灵

EC设 0.23、0.30、0.38、0.45、0.53 L/hm2；24%烯草酮

EC设 0.38、0.45、0.53、0.60、0.68 L/hm2，同时设置

CK清水对照，每处理 4次重复。试验盆栽置于温

室培养，随机区组摆放。

1.2.2 田间试验

选取地势平坦，肥力一致，上一年野黍发生量

较大的田块，试验小区面积 156 m2。播后苗前除草

剂 96%精异丙甲草胺 EC的施药剂量为 1.8 L/hm2，

99%乙草胺EC为 2.4 L/hm2。苗后茎叶除草剂 10.8%
高效氟吡甲禾灵 EC的施药剂量为 0.68 L/hm2，15%
精喹禾灵 EC为 0.53 L/hm2，24%烯草酮 EC为 0.68
L/hm2。设 CK1为完全除草对照，CK2为完全不除

草对照，每处理 3次重复，随机区组。

1.3 调查内容与方法

盆栽试验苗前封闭除草剂施药后 15 d、30 d
调查存活杂草数，苗后茎叶除草剂 7 d、15 d调查

存活杂草数，全盆调查。田间除草效果于施药后

30 d调查，每小区随机 5点取样，每点调查 0.5

m2，分别记录杂草种类、株数。秋季测产，每小区

5点取样，每点一米双行，折合公顷产量，并与空

白对照比较增产率。

苗前除草剂株防效 (%)=[（对照区杂草株数-
施药区杂草株数）/对照区杂草株数]×100

苗后除草剂株防效 (%)=[（施药前杂草基数-
施药后存活杂草株数）/施药前杂草基数]×100

增产率（%）=[（施药区产量-对照区产量）/对
照区产量]×100
1.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Excel 2007和 DPS 13.5统计软件分

析，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盆栽试验除草剂对野黍的防除效果

如表 1所示，2种苗前除草剂对野黍均有一定

的防治效果，随着药剂浓度的升高，防治效果增

强。施药后 15 d，96%精异丙甲草胺 EC施药剂量

1.5 L/hm2以上，防效均达 90%以上；99%乙草胺

EC 2.1 L/hm2时防治效果为 86.71%，药剂量为 2.4
L/hm2防治效果可达 92.04%。施药后 30 d，96%精
异丙甲草胺 EC 2.1 L/hm2 防治效果最好，为

92.29%，显著高于其他浓度处理；99%乙草胺 EC
用量 2.4 L/hm2防治效果为 88.36%，防治效果低于

96%精异丙甲草胺 EC 2.1 L/hm2处理。

表1 不同剂量苗前除草剂对野黍的防除效果 %
除草剂

96%精异

丙甲草胺

EC

99%乙草

胺 EC

制剂用量 (L/hm2)
0.9
1.2
1.5
1.8
2.1
1.2
1.5
1.8
2.1
2.4

药后 15 d
73.47±6.89d
82.36±4.29c
90.15±2.54b
94.54±0.50ab
96.55±0.14a
42.35±5.52d
69.85±9.24c
79.19±2.13b
86.71±2.26a
92.04±2.38a

药后 30 d
62.05±3.43e
74.17±4.22d
81.26±2.60c
86.67±1.52b
92.29±2.22a
40.38±3.04e
63.47±5.78d
73.52±1.86c
78.08±2.28d
88.36±3.21a

如表 2所示，4种苗后茎叶除草剂对野黍的防

治效果有一定的差异。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
对野黍防治效果最好，药后 7 d，0.68、0.79 L/hm2防

治效果分别为 95.49%和 96.88%；药后 15 d防治效

果分别为 96.24%和 98.13%，显著高于其他浓度。其

次是 24%烯草酮EC，高浓度 0.68 L/hm2药后 15 d防
治效果可达 82.01%。15%烯禾灵 EC和 12.5%烯禾

啶 EC防治野黍效果不理想。由此可见，10.8%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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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氟吡甲禾灵 EC对野黍有特效。

表2 不同剂量苗后除草剂对野黍的防除效果 %
除草剂

15%精喹

禾灵 EC

12.5%稀

禾啶 EC

24%烯草

酮 EC

10.8%高

效氟吡甲

禾灵 EC

制剂用量 (L/hm2)
0.23
0.30
0.38
0.45
0.53
1.05
1.20
1.35
1.50
1.65
0.38
0.45
0.53
0.60
0.68
0.34
0.45
0.56
0.68
0.79

药后 7 d
19.59±2.47d
32.46±5.21c
37.29±2.91c
58.77±3.36b
65.66±5.27a
15.97±1.84e
21.67±1.15d
27.44±4.86c
38.39±1.48b
54.18±3.18a
36.00±2.32e
44.08±3.22d
54.29±3.01c
69.84±2.22b
77.26±2.72a
42.86±3.85d
56.44±5.02c
77.54±5.00b
95.49±2.81a
96.88±2.73a

药后 15 d
20.09±2.97c
34.96±6.77b
41.54±6.97b
63.77±2.51a
71.16±3.47a
17.22±2.77e
22.67±1.65d
27.69±5.09c
39.14±2.89b
55.68±1.71a
38.50±6.12d
46.08±2.68d
56.79±4.15c
71.34±3.87b
82.01±6.16a
47.86±7.56d
58.94±6.72c
82.54±6.94b
96.24±6.18a
98.13±2.72a

2.2 除草剂对野黍的田间防效

由图 1可知，苗后除草剂 10.8%高效氟吡甲禾

灵 EC对野黍防治效果最好，为 96.93%，显著高于

其他 4种除草剂。其他两种苗后除草剂 24%烯草

酮 EC和 15%精喹禾灵 EC与苗前除草剂 96%精异

丙甲草胺 EC的防治效果之间无显著差异，防效分

别为 79.42%、77.44%、75.24%。而苗前除草剂

99%乙草胺 EC 防治效果不理想，防效仅为

67.98%，但与 96%精异丙甲草胺 EC无显著差异。

2.3 除草剂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由图 2可知，各除草剂对大豆产量均有一定的

影响。10.8%高效氟吡甲禾灵EC和 24%烯草酮EC
处理较CK1（完全除草区）分别增产0.60%和-4.83%，
且与CK1产量无显著差异，两处理较CK2（完全不除

草区）分别增产 56.62%和 48.17%。15%精喹禾灵

EC、96%精异丙甲草胺EC和 99%乙草胺EC之间产

量无显著差异，较 CK1分别增产-21.46%、-27.03%
和 -28.29%，较 CK2 分别增产 22.29%，13.61%和

11.65%。

3 结论与讨论

精异丙甲草胺、乙草胺属于播后苗前除草剂，

主要防治一年生禾本科杂草。精异丙甲草胺是应

用范围较广的低残留除草药剂，对大豆安全性较

乙草胺好，研究表明 96%精异丙甲草胺 EC适宜浓

度对大豆苗期植株生长有促进作用 [11]。本试验结

果显示，盆栽试验 96%精异丙甲草胺 EC对野黍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且优于 99%乙草胺 EC，而田间

试验两种除草剂对大豆田野黍均有一定的防除效

果，但防除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一不同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温室条件下温湿度比较适宜，而田间

土壤墒情一般且温度不高，降低了农药利用率。

因此，需要根据田间土壤墒情、气候等情况选用

苗前除草剂种类及施用剂量。

防治野黍苗后茎叶除草剂可供选择的较多，

但各药剂间防治效果因防治时期有很大差异，何

付丽等 [12]通过盆栽试验对不同叶龄期野黍的防治

效果比较发现，随着叶龄的增加，野黍抗药性明

显增强，在野黍三叶期前施药效果最好。本试验

田间施药时野黍为 3叶 1心至 5叶 1心，大豆为第

一复叶半展开时期，10.8%高效（下 转 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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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合理规划开发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充分

考虑民族地区资源的独特性和环境承载力。积极

完善旅游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垃圾、污水等

污染物的处理，提高当地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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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4 页）氟吡甲禾灵 EC 0.68 L/hm2对野黍防

治效果为 96.93%，且对大豆安全，与人工完全除

草区产量无显著差异，比不防治区增产 56.62%。
由于我国大豆种植区域广，杂草区域组成差

别大以及除草剂多年使用所引起的抗药性增强，

使部分杂草很难防除 [13]。野黍是一种抗药性较强

的早春杂草，在长春地区，大豆出苗后野黍同期

出苗，若在野黍三叶期前施药，大豆处于子叶期，

容易造成药害，若在大豆 2片复叶期结合防治阔

叶杂草一起施药时，野黍已达 4～7叶期，抗药性

明显增强，烯禾啶、精喹禾灵等除草剂都无法达

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14]。因此对野黍的防治需要把

握好关键施药时期，并且选择正确的药剂和用

量，苗前封闭处理可选用 96%精异丙甲草胺 EC，
苗后茎叶处理可选用 10.8%高效氟吡甲禾灵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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