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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作物杂草种类繁多袁危害严重遥 20年来袁由于种植
结构调整和杂草综合治理袁 夏收作物杂草群落发生了新的
变化遥为此袁笔者对 1985和 2005年沙洋县不同生态类型夏
收作物杂草优势种类及其群落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袁 并提
出了相应的治理方案遥
1 调查前准备

1.1 调查地点 湖北省沙洋县遥根据地形尧气候尧耕作制度
等特点划分为 3个生态类型院淤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曰于以
棉花为前茬的麦田曰盂以水稻为前茬的油菜田遥
1.2 调查方法 采用野 5级目测法冶遥野 5级目测法冶采用以相
对复盖度尧相对高度和相对多度互相参照划分等级遥相对复
盖度是杂草在田间复盖面积与作物复盖面积的比值曰 相对
高度是指杂草的高度与作物高度的比值曰 相对多度是指杂
草的多度与作物多度的比值遥在调查过程中袁首先考虑相对
复盖度和相对高度袁对照统一的分级标准进行评级袁只是在
个别杂草其高度和复盖度不足以反映对作物的危害时袁才
适当考虑用相对多度进行评级遥
1.3 调查样点 每个生态类型选择 3个自然村作为基点袁
每个基点选有代表性的 20块麦田作为调查样点袁每个样点
随机选 5个点作为调查样方袁每个样方为 1 m2遥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杂草种类 在调查中发现的夏收作物杂草共有 30多

种袁隶属 10多个科遥其中主要杂草是看麦娘袁繁缕袁猪殃殃袁
大巢菜袁小巢菜袁婆婆纳袁水花生袁一年蓬袁小蓟等曰其次是野
葫萝卜袁马唐袁香附子袁燕麦袁小旋花袁苦苣菜袁辣蓼袁狗牙根
等曰还有一些发生较少尧危害较轻的杂草袁如小飞蓬袁艾蒿袁
苍耳袁蒲公英袁泥湖菜袁稗草袁土大黄袁双穗雀稗袁芦苇袁夏枯
草袁半夏袁荠菜袁苜蓿等遥
2.2 1985耀2005年的变化及其趋势分析
2.2.1 作物面积及除草方法的变化遥 1985耀2005年袁沙洋县
夏收作物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由 73.2 %提高到 92.5 %袁
特别是油菜所占的比例由 36.6 %提高到 73.3 %曰 除草方法
由以人工除草转向以化学除草为主袁 化学除草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由 20.5 %提高到 85.8 %曰 化学除草剂由芽前相对
广谱性除草剂渊 如丁草胺尧氟乐灵等冤为主转变为芽后高度
选择性除草剂渊 如骠马尧巨星等冤为主遥 随着耕作制度尧除草
方法的变化袁田间杂草群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遥
2.2.2 杂草的变化及分析渊 表 1耀3冤遥

渊 1冤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尧油菜田双子叶杂草的密度明
显上升袁单子叶杂草密度明显下降遥在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
中袁 繁缕的平均出现频率由 1985年的 53.3 %上升到 2005
年的 60.8 %袁猪殃殃的平均出现频率由 42.0 %上升到 48.7 %遥
以水稻为前茬的油菜田袁繁缕的平均出现频率由 1985年的
59.5 %上升到 2005年的 86.4 %曰猪殃殃的平均出现频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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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1985和 2005年沙洋县不同生态类型夏收作物杂草优势种类及其群落结构进行了调查尧分析袁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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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5年和 2005年以棉花为前茬的麦田中杂草的出现频率
繁缕 猪殃殃 大小巢菜 野胡萝卜 小蓟 婆婆纳 水花生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

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

指数
1985 83.6 35.5 43.3 11.1 53.3 7.3 76.7 17.9 56.7 11.2 20.0 4.6 0 02005 82.6 36.5 46.1 16.9 52.3 11.1 53.8 12.3 68.2 7.6 21.3 4.1 11.3 4.2
表 2 1985年和 2005年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中杂草的出现频率

看麦娘 繁缕 猪殃殃 大小巢菜尧旱莲 婆婆纳尧小蓟 水花生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1985 71.7 28.7 53.3 10.3 42.0 10.4 90.0 13.1 10.0 1.2 0 02005 59.6 19.4 60.8 19.6 48.7 16.7 86.4 12.6 8.9 1.1 9.6 3.9

42.7 %上升到 84.1 %遥 在以棉花为前茬的麦田中袁杂草种类
和出现的频率没有多大变化遥

渊 2冤3个生态类型的田块中袁恶性杂草的危害程度明显

上升遥 水花生的出现频率由 1985年的 0上升到 2005年的
1.2 %耀11.3 %遥

渊 3冤杂草的平均危害频率上袁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尧油
菜田袁单子叶杂草控制得好曰双子叶杂草有所抬头曰水花生
蔓延较快遥其中以水稻为前茬的麦田看麦娘尧繁缕尧水花生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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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85和 2005年以水稻为前茬的油菜田中杂草的出现频率
看麦娘 繁缕 猪殃殃 大小巢菜尧旱莲 婆婆纳尧小蓟 水花生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发生频
率椅% 草害指数

1985 69.6 31.6 59.5 9.8 42.7 10.2 87.6 12.9 8.1 1.1 0 02005 54.3 14.6 86.4 28.3 84.1 8.8 68.4 7.8 8.4 1.1 10.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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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殃殃的平均危害频率分别由 71.7 %袁53.3 %袁0袁42.0 %袁
1 %变化为 59.6 %袁60.8 %袁3.9 %袁48.7 %曰 以水稻为前茬的
油菜田袁看麦娘尧繁缕尧猪殃殃尧水花生平均危害频率分别由
69.6 %袁59.5 %袁42.7 %袁0 变化为 54.3 %袁86.4 %袁84.1 %袁
10.1 %遥 以棉花为前茬的麦田变化比较平稳袁水花生有所蔓
延袁繁缕尧猪殃殃尧大小巢菜尧野葫萝卜尧小蓟尧水花生等的平
均危害频率分别由 83.6 %袁43.3 %袁53.3 %袁76.7 %袁56.7 %袁0
变化为 82.6 %袁46.1 %袁52.3 %袁53.8 %袁68.2 %袁11.3 %遥

渊 4冤近年来袁随着水稻原油菜免耕技术渊 水稻收割后直接
移栽油菜和在油菜收割后直接抛秧冤的推广袁杂草的发生尧
危害也有了新的变化遥 在连续应用水稻要油菜免耕技术 3
年的田块调查袁 发现这类栽培模式的田块杂草得到较好控
制遥在杂草分布上袁主要变化是阔叶杂草的出现频率有所上
升袁繁缕平均出现频率为 78.4 %曰猪殃殃的平均出现频率为
67.8 %曰一年蓬的平均出现频率为 72.4 %袁但由于在油菜移
栽和水稻抛秧前都进行过化学除草袁除草次数明显增多袁平
均危害频率都在 15 %以下遥

3 防治对策

在夏作物杂草治理上袁应坚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袁化学
防治为主的指导思想袁对杂草进行综合治理遥

渊 1冤农业防治遥推广小麦尧油菜秋冬发栽培技术袁促进作
物个体早发袁达到以苗压草袁生态控草的目的遥

渊 2冤化学防治遥要坚持以秋为主袁春季为辅袁根据农田杂
草发生状况袁有针对性的选择防治方法遥一是要重视阔叶杂
草特别是油菜田阔叶杂草的防除袁 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施药
期曰二是要重视恶性杂草的防除袁通过高度选择性除草剂的
研制和推广袁有效控制水花生等恶性杂草的蔓延曰三是坚持
芽前除草与芽后除草相结合的原则遥 油菜田以芽前封闭为
主袁通过高效芽前封闭除草剂的研制和推广袁延长芽前封闭
时间曰小麦田通过高度选择性除草剂的研制与推广袁在芽前
封闭的基础上袁 有针对性地对杂草发生严重的田块进行防
除袁以提高治理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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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赶尽杀绝袁既防止药物残留导致中毒袁又适当保护害
虫的天敌遥 因此袁蓖麻碱粗提物这种药效较好尧毒性很低的
生物农药适合在果品生产上使用遥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蓖麻碱粗提物随着浓度的增大袁对石榴
棉蚜的杀虫效果越来越好袁 棉蚜逃离处理枝头的距离越来
越远袁而对照没有逃逸现象遥 因此袁高浓度蓖麻碱粗提液可
能对棉蚜具有一定的驱避作用遥

该试验效果不太理想袁可能是有效成份含量过低袁粗提
物未经纯化袁剂型未通过改良优化等因素所致曰也可能由于
蓖麻碱对其他病虫有效袁但对石榴棉蚜效果不太明显遥该试
验只是进行基础性的探索尝试袁 对蓖麻碱的生物农药还需
进一步研究袁 如对剂型改良优化以及与其他生物农药的复

配等遥
该试验采用浸渍法袁 主要测定蓖麻碱对棉蚜的触杀毒

力袁至于蓖麻碱是否具有内吸作用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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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蓖麻碱粗提物对石榴棉蚜 48 h的毒力回归线

图 2 蓖麻碱粗提物对石榴棉蚜 72 h的毒力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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