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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以秀水６３（化感指数为０．２４，竞争力弱）、ＰＩ３１２７７７（化感指数为０．６１，竞争力强）、国稻１号（化感指数为０．５５，

竞争力强）为材料，采用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抗草潜力不同的水稻品种混种对稗草萌发和生长的影
响。盆栽试验结果表明，ＰＩ３１２７７７和国稻１号对稗草萌发抑制作用显著，而秀水６３对稗草萌发无抑制作用；秀水６３与
ＰＩ３１２７７７或国稻１号混合种植后，稗草的萌发均受到抑 制。盆栽和田间 试验均表明，在单种情 况下，稗草 的生物量在
ＰＩ３１２７７７和国稻１号的试验小区均低于秀水６３的试验小区。秀水６３与ＰＩ３１２７７７、秀水６３与国稻１号混合种植，稗草的生

物量均显著降低。与抗草潜力高的水稻品种（ＰＩ３１２７７７和国稻１号）混合种植，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秀水６３对稗草的抑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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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杂草危害造成水稻减产高达１０％～１５％，重者可减产

５０％，甚至颗粒无收。化学除草仍是当今国际上控制稻田草

害的重要方法 7�［１］ 7�，长期化学除草导致作物的药害不断发生、

抗药性生物型杂草增加、杂草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多年生难

防除的杂草如四叶萍、水莎草、双穗雀稗和空心莲子草等的

发生频度和危害程度上升 7�［２-４］ 7�。有的地区由于连续多年使用

长残效除草剂，良田变成了“癌症田”，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寻找新的杂草防控途径，确保粮食生

产与环境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一些水稻品种可通过化感作

用 7�［５-６］ 7�或凭借其较强的竞争力抑制杂草 7�［７-８］ 7�。余柳青等 7�［９］

7�报道，杂交稻汕优６３稻田的杂草发生比粳稻田降低６６％～

９５％，汕优６３对鸭舌草、矮慈姑和水竹叶的控制效果平均为

８９％。利用具有化感潜力的水稻基因型控制杂草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Ｈａｓｓａｎ等 7�［１０］ 7�研究水稻对稗草的化感关系发

现，约有３０份水稻材料可以控制田间稗草的生长，防控效果

可达５０％～９０％；１０多份水稻材料对异型莎草有抑制作用。

中国学者从中国水稻品种资源中鉴定出一些可控制稻田稗

草的水稻品种（系） 7�［１１-１６］ 7�。需要指出的是，水稻与稗草的竞

争和化感作用是水稻抑制稗草生长或水稻与稗草相互作用

的两个方面：竞争作用（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是水稻与稗草相互为获

取水分、营养、光照等资源通过自身生长来排斥对方的相互

作用；化感作用（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是水稻分泌某些化学物质而促

进或抑制稗草种子萌发、苗和根的生长的作用 7�［１７］ 7�。但是，目

前生产上相当部分的优良水稻品种并不具备抗稗草潜力。

因此，我们试图在同一个稻田内将抗稗草潜力不同的水稻混

合种植，通过具有抗稗草潜力的品种对无抗草潜力品种的保

护控制杂草的发生，从而减少单位面积除草剂的使用，并实

现优质高产。

7�１　材料与方法

7�１．１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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