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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表明 ,5 % 精喹�禾灵EC 对5～7 叶期冬油菜生长安全。生产上使用该药防除冬油菜田内禾本科杂草具有较好的防除效果。
从防效及使用成本等角度综合考虑 , 推荐田间使用剂量以1 050～1 200 ml / h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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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明确湖北龙圣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5 % 精喹�禾灵

EC 不同使用剂量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及对油菜的安全性 ,

受安徽农药检定所的委托 , 笔者于2005 年11 月至2006 年1

月在蒙城县罗集乡冬油菜田进行了防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①品种。甘蓝型冬油菜皖油14 ; ②药剂。

5 % 精喹�禾灵EC( 湖北龙圣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

1 .2 试验田概况 土壤为典型的砂姜黑土,pH 值6 .5～7 .6 ,

肥力中等, 前茬水稻。油菜于2005 年9 月中旬育苗,11 月上

旬移栽, 株行距为35 c m×30 c m。施药时油菜叶龄为5 ～7 叶

期, 长势均匀; 禾本科杂草约占杂草总量的85 % , 均为2 ～3

叶期, 以早熟禾、野燕麦为优势种群, 约占禾本科杂草总量的

85 % , 杂草密度分布均匀。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试验 设计。共设 6 个 处理: ①5 % 精喹�禾 灵 900

ml/ hm2 ; ②1 050 ml/ hm2 ; ③1 200 ml/ hm2 ; ④2 100 ml/ hm2 ; ⑤人

工锄草; ⑥清水( CK) ,4 次重复, 计24 小区, 小区间隔0 .8 m

随机排列, 小区面积25 m2 。

2005 年11 月15 日下午16 :00 施药。取各处理用药量 ,

对水600 kg/ hm2 , 采用二次稀释法配置药液, 用 WS-16P 型手

动喷雾器均匀喷雾 , 处理⑤采用地表人工浅锄。

施药时天气晴好 , 风力2 ～3 级, 气温16 ℃左右。药后15

d 内无雨, 最高气20 ℃ , 最低气温2 ℃, 平均气温11 ℃左右。

施药期间无积雪覆盖等恶劣气候因素。

1 .3 .2 调查方法。①对油菜安全性及杂草中毒的调查。药

后3 、7、15 d 观察各处理区油菜的叶形、叶色、株高、生长点

等, 同时观察靶标杂草出现的中毒症状及程度。②防效调

查。每小区单对角线定3 点 , 每点0 .25 m2 , 于施药前调查杂

草基数 , 施药后15 、30 、60 d 调查各点残存的靶标杂草株数, 药

后60 d 加测杂草鲜重, 计算校正株防效、鲜重防效; 用 Dun-

Can’s 法对药后15 、30 、60 d 靶标杂草的总草防效进行差异显

著性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油菜安全性 药后3 、7、15 d 各处理区油菜的叶形、叶

色、株高、生长点等未见明显药害现象。说明施用5 % 精喹�禾

灵EC 900 ～2 100 ml/ hm2 对 5 ～7 叶期的甘蓝型油菜生长

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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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杂草中毒死亡情况  药后7 d 各药剂处理区靶标杂草

均有不同程度的叶尖发红、变褐, 叶部出现褪绿斑点等中毒

症状; 处理①、②靶标杂草的中毒数量和中毒症状均少于处

理③、④, 处理⑤靶标杂草则枯萎死亡。药后15 d 观测 , 各药

剂处理靶标杂草均有不同程度的茎基变软 , 须根发黑, 部分

杂草嫩叶枯蔫等中毒症状, 高剂量处理区杂草的中毒症状明

显重于低剂量处理区。处理⑥( CK) 靶标杂草密度不断加大 ,

茎秆变粗, 叶片宽挺嫩绿, 根系发达不变色。

2 .3 除草防效( 表1)

2 .3 .1 株防效。5 % 精喹�禾灵EC 对油菜田禾本科杂草的防

效随施药剂量增加和药后时间推延, 防效逐渐升高。人工锄

草的区组在15 d 之内对靶标杂草的平均防效较高, 达90 % 以

上, 但随时间的推延防效逐渐降低, 出现杂草数量反弹现象。

药后15 d 处理①～⑤对靶标杂草总草的株防效依次为

47 .7 % 、58 .3 % 、65 .2 % 、75 .8 % 和93 .1 % 。DunCan’s 差异显

著性测验结果表明, 处理⑤与处理④总草株防效差异显著 ,

处理①～④间无显著性差异。药后30 d 处理①～⑤总草株

防效分别为77 .1 % 、81 .5 % 、82 .2 % 、86 % 和78 .8 % ; 药后60 d

除处理⑤的平均株防效最低为82 .6 % , 处理①～④的平均株

防效分别为84 .2 % 、88 .1 % 、88 .7 % 、92 .2 % , 其中, 处理②与

③无显著性差异; 处理④与处理②、③, 处理①与②、③、⑤有

显著性差异 ; 处理④与①、⑤, 处理⑤与②、③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 可见药剂处理株防效优于人工锄草。

  表1 各处理防效差异性测验 %

处理
总草株防效

药后15 d 药后30 d 药后60 d

药后60 d 总草

鲜重防效

①  47 .7 bB 77 .1 aA  92 .2 aA   92 .6 aA

② 58 .3 bB 81 .5 aA 88 .7 bAB 89 .6 aA

③ 65 .2 bB 82 .2 aA 88 .1 bB 89 .5 aA

④ 75 .8 bAB 86 .0 aA 84 .2 cBC 88 .2 aA

⑤ 93 .1 aA 78 .8 aA 70 .6 dCD 71 .9 bAB

2 .3 .2 鲜重防效。处理①～⑤药后60 d 对靶标杂草总草的

平均防效分别为88 .2 % 、89 .5 % 、89 .6 % 、92 .6 % 和71 .9 % , 各

药剂处理区防效明显优于人工锄草区,DunCan’s 差异显著性

测验( 表1) 表明, 处理①～④对靶标杂草总草鲜重防效差异

不显著 , 但与处理⑤差异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 1) 湖北龙圣化工有限公司研制的5 % 精喹�禾灵 EC 900

～2 100 ml/ hm2 对5～7 叶期冬油菜生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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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水土流失量计算公式 , 原地貌预测时段内的水土

流失量为5 032 .26 t , 计算结果见表1 。

  表1 原地貌水土流失量

侵蚀模数

t/ ( km2·a)

预测时段

a

工程占地面积

hm2

流失量

t
风机区 3000 3   18 .05 1 624 .14

施工道路 2500 3 39 .00 2 925 .00

主厂区 1500 3 1 .28 57 .42

施工生活区 1500 3 4 .00 180 .00

弃渣( 土) 场 1500 3 5 .46 245 .70

合计 67 .78 5 032 .26

2 .3  建设施工期水土流失量预测  参考建设单位提供的

资料, 根据实地调查成果确定风电场建设过程中不同项目

区土壤侵蚀模数, 见表2。

  表2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

侵蚀模数

t/ ( km2·a)
说明

区机区 8 000 坡面开挖易发生严重风蚀和水蚀

施工道路 7 500 坡面开挖易发生严重风蚀和水蚀

主厂区 4 500 平坦区开挖易发生风蚀和水蚀

施工生活区 4 500 平坦区开挖易发生风蚀和水蚀

弃渣( 土) 场 8 500 疏松弃土堆放易发生严重风蚀和水蚀

  按施工过程中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建设

可能引起的水土流失量进行预测 , 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

面积67 .78 hm2 , 预测时段内的水土流失量15 210 .60t 。计算

结果见表3。

2 .4  风电 场建设 新增水土流失量分析  从 上述 预测 结

果可知 , 在风电场征占地范围内原生地貌预测期内自然水

土流失总量为5 032 .26 t ; 项目建设新增的水土流失量为

10 178 .34 t , 增加了2 .0 倍( 表4) 。

  表3 施工期水土流失量预测

侵蚀模数

t/ ( km2·a)

预测时段

a

工程占地面积

hm2

流失量

t
风机区 8 000 3   18 .05 4331 .04
施工道路 7 500 3 39 .00 8775 .00
主厂区 4 500 3 1 .28 172 .26
施工生活区 4 500 3 4 .00 540 .00
弃渣( 土) 场 8500 3 5 .46 1392 .30
合计 67 .78 15210 .60

  表4 预测时段内项目建设新增水土流失量分析 t

自然水土

流失量

不采取任何措

施水土流失量

新增水土

流失量

增加

倍数
风机区 1624 .14 4331 .04 2 706 .90 1 .7
施工道路 2925 .00 8775 .00 5 850 .00 2 .0
主厂区 57 .42 172 .26 114 .84 2 .0
施工生活区 180 .00 540 .00 360 .00 2 .0
弃渣( 土) 场 245 .70 1392 .30 1 146 .60 4 .7
合计 5032 .26 15210 .60 10 178 .34 2 .0

3  结论与建议

项目区自然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一旦遭到破坏 , 植被恢

复与重建将十分漫长。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 , 风电场建

设施工期若不采取任何措施, 水土流失量将急剧增加 , 新增

水土流失量是原地貌自然水土流失量的2 .0 倍; 水土流失

量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弃渣( 土) 场所在区, 增加了4 .7 倍。另

外由于施工道路和风机构扰动地表面积较大, 新增水土流失量

绝对值较大, 预测期内增加量分别为5 850 和2706 .9t 。

针对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及施工特点 , 风电场应加强

施工规划 , 重点做好弃渣( 土) 场的挡渣墙、覆土、土地平整;

风机区的土地整治、铺碎石防治风蚀和施工道路的土地整

治、清除杂物、铺碎石防治风蚀等项工作 , 同时做好各区域

植被恢复 , 减少项目区新增水土流失量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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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在试验剂量及使用条件下 ,5 % 精喹�禾灵 EC 对冬油

菜田内2 ～3 叶期早熟禾、野燕麦等禾本科杂草具有较好的

防除效果, 且随施药剂量增加和药后时间推延防效逐渐提

高, 可见药效时间较长。药后60 d 1 050 ～2 100 ml/ hm2 对靶

标杂草总草的株防效、鲜重防效均在88 % 以上 , 明显优于人

工锄草效果, 是防除冬油菜田以早熟禾、野燕麦为优势种的

禾本科杂草的高效除草剂, 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从

防效及使用成本综合考虑, 使用剂量以1 050 ～1 200 ml/ h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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