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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750 ～1 050 ml / hm2 能有效防除小麦田一年生阔叶杂草。药后45 d , 对猪殃殃、荠
菜、大巢菜、播娘蒿等的株防效可达91 .5 % ～96 .2 % , 鲜重防效95 .9 % ～99 .1 % ,对小麦安全, 增产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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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苯磺隆的连年使用, 猪殃殃已发展成为黄淮地区小

麦田较难防除的恶性杂草之一。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是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开发, 用于防除小麦田阔叶杂

草的除草剂新品种。为了进一步明确该产品对猪殃殃等阔

叶杂草的田间防除效果及对小麦的安全性, 确定最佳使用剂

量, 笔者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①药剂。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安徽

丰乐农化公司提供, 小样) ;20 % 使它隆乳油( 市购, 美国陶氏

益农公司生产) 。②供试作物。皖麦33 。③防除对象。猪殃

殃( Galium aparine L .) 、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大巢

菜( Vici a sativa L .) 、播娘蒿[ Descural ni a sophi a ( L .) Webb . ex

Prantl] 等阔叶杂草。

1 .2  试验方法  药剂处理 : ①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750 ml/ hm2 ; ②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900 ml/ hm2 ; ③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1 050 ml/ hm2 ; ④200 g/ L 氯氟吡氧乙

酸乳油1 800 ml/ hm2 ; ⑤20 % 使它隆乳油900 ml/ hm2 ; ⑥人工

锄草; ⑦清水( CK) 。小区面积20 m2 , 随机区组排列,4 次重

复, 按600 L/ hm2 配制用水量 , 用利农- 400 型背负式喷雾器

均匀 喷 雾。2005 年 11 月 21 日 下 午 施 药 , 晴 天, 气 温

8 ～16 ℃。

试验在安徽丰乐农化公司三河生测试验基地进行。土

壤为沙壤土, 肥力均匀一致, 且较好。整地前施三元复合肥

525 kg/ hm2 作基肥。小麦于2005 年10 月20 日播种。试验时

湿度适中。试验地主要阔叶杂草有猪殃殃、荠菜、大巢菜、播

娘蒿等 , 杂草分布较均匀。

1 .3 调查内容 ①安全性。药后3 、7 、15、20 、30 d 穗期目测

药剂对小麦生长及抽穗的影响。②防效。施药当天每小区

随机定4 点, 每点0 .25 m2 , 调查阔叶杂草基数 , 药后15、45 d

分别调查阔叶杂草存活数, 计算株防效。药后45 d 加测杂草

的鲜重防效。并采用 DPS( Data Processing System) 软件进行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统计检验。③产量。小麦成熟收获前 ,

每小区采取对角线5 点取样, 每点取2 丛小麦, 测量株高、有

效分蘖数、千粒重。各小区对角线5 点取样, 每点1 m2 , 进行

理论测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安全性 田间观察表明: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在试

验剂量范围内对小麦生长及抽穗无不良影响, 对小麦安全。

  表1 药前杂草基数及药后15d 对阔叶杂草的防除效果比较

处理

药前杂草基数

猪殃殃 荠菜 大巢菜 播娘蒿
阔叶杂

草总数

药后15 d

猪殃殃

杂草数防效∥%

荠菜

杂草数防效∥%

大巢菜

杂草数防效∥%

播娘蒿

杂草数防效∥%

阔叶杂草总数

杂草数 防效∥%
① 21 16  10 45  95 19 .2 45 .6  15 .0 26 .4  6 .6 52 .3  22 .1 56 .2  64 .0 45 .7
② 22 18 12 48 107 17 .5 52 .7 15 .8 31 .5 7 .2 56 .8 21 .8 59 .5 65 .6 50 .6
③ 25 17 9 51 106 17 .1 59 .3 13 .6 37 .2 4 .5 63 .5 20 .2 64 .7 56 .8 56 .8
④ 27 15 15 52 116 14 .8 67 .5 10 .2 46 .7 6 .1 70 .6 16 .1 72 .3 51 .1 64 .5
⑤ 24 19 11 51 114 19 .5 51 .8 16 .4 32 .4 6 .6 56 .5 23 .5 58 .9 70 .0 50 .5
⑥ 23 17 14 49 108 2 .9 92 .4 1 .8 91 .5 1 .8 90 .6 6 .2 88 .7 11 .8 91 .2
⑦( CK) 22 18 13 50 112 37 .0 - 23 .0 - 18 .0 - 56 .0 - 139 .0 -

  表2 药后45d 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比较

处理

株防效

猪殃殃
杂草

数

防效

%

荠菜
杂草

数

防效

%

大巢菜
杂草

数

防效

%

播娘蒿
杂草

数

防效

%

阔叶杂草总数
杂草

数

防效

%

鲜重防效

猪殃殃
杂草

数

防效

%

荠菜
杂草

数

防效

%

大巢菜
杂草

数

防效

%

播娘蒿
杂草

数

防效

%

阔叶杂草总数
杂草

数

防效

%
① 2 .1 95 .5 3 .0 88 .4 1 .7 94 .6 3 .2 94 .2 10 .5 91 .5 dD 14 .7 97 .2 18 .5 94 .7 11 .9 95 .9 22 .4 95 .4 68 .4 95 .9 dC
② 0 .8 98 .2 2 .8 90 .5 1 .3 95 .0 2 .7 95 .4 7 .9 94 .3 cC 3 .6 99 .3 12 .6 96 .4 5 .9 98 .0 12 .3 97 .5 34 .4 97 .9 cB

③ 0 100 .0 2 .5 90 .7 0 .3 99 .1 2 .1 96 .7 5 .2 96 .2 bB 0 100 .0 4 .2 98 .8 2 .9 99 .0 7 .6 98 .4 14 .7 99 .1 bA
④ 0 100 .0 2 .0 91 .6 0 100 .0 1 .1 98 .3 3 .1 97 .9 aA 0 100 .0 1 .8 99 .5 0 100 .0 1 .6 99 .6 3 .4 99 .8 aA

⑤ 1 .0 97 .6 2 .8 90 .8 1 .3 95 .4 3 .0 95 .3 8 .1 94 .5 cC 4 .2 99 .2 12 .5 96 .6 6 .1 97 .9 13 .5 97 .2 36 .3 97 .8 cB
⑥ 4 .3 90 .8 2 .7 90 .1 2 .3 91 .2 5 .1 91 .6 14 .4 89 .8 eE 51 .6 90 .4 32 .4 90 .7 27 .6 90 .4 61 .2 87 .5 172 .8 89 .6 eD
⑦( CK) 45 .0 - 29 .0 - 24 .0 - 62 .0 - 146 .0 - 540 .0  - 348 .0 - 288 .0 - 489 .6 - 1 66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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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除草效果 由表1 可见, 药后15 d ,200 g/ L 氯氟吡氧乙

酸乳油对猪殃殃、大巢菜、播娘蒿的防效相对较高; 对荠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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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表1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从连翘茎、叶中分离到的

19 株内生真菌中, 有13 株内生真菌的发酵产物( 发酵液或是

菌丝体) 对供试植物病原真菌均有大于50 % 的抑菌活性。其

中, 抑菌活性最强的发酵处理液抑菌率可达70 .27 % , 菌丝体

粗提物抑菌率可高达84 .42 % , 表明连翘内生真菌中存在着

广泛的抗植物病原真菌的微生物资源。此外连翘内生真菌

中的抑菌活性成分主要为细胞内代谢产物( 存在于菌丝体粗

提物中) , 且抑菌活性主要表现在对小麦赤霉病菌、苹果褐腐

病菌、苹果轮纹病菌及棉花立枯病菌4 种植物病原菌上。该

实验筛选出2 株抗菌谱较广的内生真菌( J4、J8) , 其菌丝体丙

酮粗提物对多种病原真菌都有较强的抑菌活性, 可作为进一

步进行抑菌活性成分分离纯化的研究材料。

3  讨论

在内生真菌的摇床发酵过程中, 有3 株内生真菌 Y9 、

Y10、J9 出现了类似染菌的现象, 菌丝体量很少, 以致其菌丝

体丙酮粗提物的抑菌活性无法测定。这可能是因为菌种分

离不纯或发酵条件不合适所致, 以后可以将菌种进一步分

离, 并进行发酵工艺改进, 以解决此问题。

该实验对内生真菌的发酵液的处理, 是直接采取高压灭

菌来除去发酵液中残余的菌丝体, 也未对发酵液进行浓缩 ,

这种方法虽然简便易行, 但有可能会破坏或漏筛了发酵液中

的某些活性成分, 在以后研究其抑菌活性成分时可采取其他

较为温和的方法, 如冷冻干燥、减压浓缩等; 对内生真菌的发

酵菌丝体的处理, 也仅用丙酮进行提取 , 以后研究其抑菌活

性成分时可多选用几种极性不同的溶剂对菌丝体进行萃取

并测定提取物的抑菌活性; 对内生真菌的鉴定也仅用了形态

学方法, 还有待于分子生物学方法的确证。该实验只是初步

筛选了连翘茎、叶中具有抑制植物病原真菌活性的内生真

菌, 对连翘其他组织中的活性内生真菌菌株的筛选、鉴定以

及抑菌活性成分的分离纯化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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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相对较低 , 最高防效46 .7 %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

油750 、900 、1 050 、1 800 ml/ hm2 对阔叶杂草总的株防效分别

为45 .7 % 、50 .6 % 、56 .8 % 和64 .5 % , 药效随浓度的增大而提

高, 对 照药剂 20 % 使它隆乳 油 900 ml/ hm2 的 株防效 为

50 .5 % 。

  由表2 可知, 药后45 d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750 、

900、1 050 、1 800 ml/ hm2 处理对阔叶杂草总的株防效分别为

91 .5 % 、94 .3 % 、96 .2 % 、97 .9 % , 药效随浓度的增大而提高, 对

猪殃殃、大巢菜、播娘蒿的防效相对较高, 对荠菜的防效相对

较低, 与药后15 d 情况一致, 对照药剂20 % 使它隆乳油900

ml/ hm2 的株防效为 94 .5 % 。其鲜重防效分别为 95 .9 % 、

97 .9 % 、99 .1 % 、99 .8 % , 对照药剂20 % 使它隆乳油的鲜重防

效为97 .8 %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900 ml/ hm2 的防效

比同浓度的对照药剂稍高, 但差异不显著。

  表3 不同药剂和剂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处理
株高

cm

株有效

分蘖数

穗总

粒数

千粒重

g

小区均

产∥kg

较CK

±∥%
① 79 .6 2 .3 37 .5 39 .1 448 .1 cC 29 .8

② 80 .2 2 .5 38 .3 39 .5 460 .2 abAB 33 .4

③ 80 .4 2 .6 38 .6 39 .6 462 .3 aAB 34 .0

④ 80 .3 2 .6 38 .5 39 .8 467 .1 aA 35 .4

⑤ 80 .5 2 .5 38 .3 39 .4 461 .2 abAB 33 .6

⑥ 80 .3 2 .4 38 .4 39 .3 454 .9 bBC 31 .8

⑦( CK) 78 .4 2 .2 36 .4 38 .6 345 .1 dD -

2 .3 产量

2 .3 .1 对小麦产量因素的影响。由表3 可知 :200 g/ L 氯氟

吡氧乙酸乳油对小麦株高影响不大, 对单株有效分蘖数的影

响也不太明显。

2 .3 .2 对产量的影响。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750、900 、

1 050、1 800 ml/ hm2 与清水( CK) 相比增产效果都很明显, 增产

幅度分别为29 .8 % 、33 .4 % 、34 .0 % 、35 .4 % , 对照药剂20 % 使

它隆乳油900 ml/ hm2 增产幅度33 .6 % , 人工锄草区的增产幅

度31 .8 % 。在试验剂量范围内, 所有处理均比清水( CK) 增产

显著。

3  小结

(1)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在小麦苗后3 ～5 叶期茎

叶处理 , 对小麦生长及抽穗均无不良影响, 安全性好。对小

麦田常见的阔叶杂草如猪殃殃、荠菜、大巢菜、播娘蒿等防除

效果良好, 尤其对猪殃殃具有特效。

(2)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防除小麦田阔叶杂草, 从

效果和效益综合考虑 , 用量以900 ml/ hm2 为宜。用药时间最

好掌握在大部分阔叶杂草出齐以后。在推荐剂量下, 与不施

药区相比, 增产效果显著。

(3) 200 g/ L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对禾本科杂草无效, 如果

田间单、双子叶杂草混生, 应与其他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

剂混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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