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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更好的防治春麦田野燕麦杂草。[ 方法] 在青海省对69 g/ L 精恶唑禾草EW 防除春小麦野燕麦的效果及其对作物的安全
性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 结果] 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EW 不同制剂量于野燕麦2～3 叶期( 春小麦3～4 叶期) 兑水300 L/ hm2 茎叶喷雾 ,
对野燕麦的防除效果达88 .41 % ～98 .57 % ,除草效果和对照药骠马相当。药后20 d ,各处理区小麦生长正常。[ 结论] 69 g/ L 精恶唑禾草
EW 安全性好、防效高、持效期长, 可进一步示范推广使用。
关键词 精恶唑禾草EW; 小麦田; 野燕麦 ;防治效果
中图分类号  S451 .22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8) 36 - 15996 - 02

Study on Control Experi ment of Fenoxaprop-p-ethyl 69g/L EWon Wild Oats in Wheat Field
CHENG Liang et al  (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Qi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 Xini ng , Qinghai 810016)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ai medto control wild oats betteri n wheat field . [ Method] The fiel d plot experi ment with Fenoxaprop-p-ethyl 69 g/ L
EWwas carried out i n Qinghai to studythe control effect and safety of that herbicide . [ Result] Whenthe different dose of Fenoxaprop- p-ethyl 69 g/ L EW
was sprayed during 3 - 4 leaves in wild oats ( i .e .3 - 4 leaves in wheat) , the control effect reached 88 .41 % - 98 .57 % and was equivalent to that of
Puma Super EW.20 d after herbici de application, wheat got the normal growthin eachtreatment area . [ Conclusion] Withthe advantages of good safety ,
good control effect and long action cycle , Fenoxaprop-p-ethyl 69 g/ L EWcould be generalized in fie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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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燕麦是我国北方各省农田的恶性草害, 严重影响粮食

产量的提高, 是世界性的农田恶性杂草。据世界粮农组织统

计, 全世界每年因草害损失达160 亿～240 亿美元, 我国16 个

省区的约400 万 hm2 农田受害, 每年损失粮食超过 10 亿

kg[ 1] 。长期以来, 青海省西宁地区单一使用2 ,4- D 丁酯进行

麦田化学除草, 使阔叶杂草数量有所下降, 但对小麦田野燕

麦杂草防效较好的药剂不多[ 2] 。2006 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

在青海省对69 g/ L 精恶唑禾草 EW 春小麦防除野燕麦的效

果及其对作物的安全性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参试药剂为69 g/ L 精恶唑禾草 EW( 河南省开封

田威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69 g/ L 骠马 EW( 拜耳公司产品) 。

供试小麦品种为青春587 。

1 .2  试验设计 试验设7 个处理 : ①69 g/ L 精恶唑禾草EW

750 ml/ hm2 ; ②69 g/ L 精恶唑禾草EW900 ml/ hm2 ; ③69 g/ L 精

恶唑禾草 EW1 050 ml/ hm2 ; ④69 g/ L 精恶唑禾草 EW1 800

ml/ hm2 ; ⑤69 g/ L 骠马EW750 ml/ hm2 ; ⑥人工锄草; ⑦清水对

照( CK) 。重复4 次 , 设28 个小区, 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20 m2 。

1 .3 试验方法 春小麦4 月4 日播种,5 月10 日全试验田人

工拔除阔叶杂草,5 月12 日浇水,5 月15 日喷药。喷药当天

为晴天, 无风, 田间潮湿, 春小麦叶龄3 ～5 叶期, 其中3 叶1

心～4 叶期占90 % , 野燕麦2 叶1 心～4 叶期 , 其中2～3 叶期

占80 % 。采用“利农”牌背负式锥形喷头喷雾器 , 兑水300

L/ hm2 茎叶喷雾。

1 .4 试验地概况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试验田, 海拔

2 230 m, 年均温5 .6 ℃, 年降水量约400 m 左右 , 土壤为栗钙

土, 有机质含量约1 % ,pH8 .0 。试验地属灌溉区, 地势平整 ,

肥力均匀。春小麦播前接种野燕麦种子75 kg/ hm2 , 田间野燕

麦出苗整齐, 发生密度大且分布均匀。

1 .5  效果调查 施药后7 、20 d 分别观察记录野燕麦中毒症

状及小麦药害症状, 药后40 d 每小区取样3 点, 每样点面积

0 .25 m2 , 记录野燕麦中毒、死亡株数、正常株数, 并称取活株

地上部鲜重, 同时记录春小麦株数。春小麦生长中后期采用

100 分级法目测各处理区野燕麦控制效果, 记录对照小区野

燕麦株数, 收获时每小区取样4 m2 割方测产。

2  结果与分析

2 .1 防除野燕麦效果  药后7 d 目测, 各施药处理野燕麦生

长已明显受到抑制, 部分已开始黄化, 随剂量增加, 黄化现象

也随之增加。药后20 d、40 d 2 次目测观察 ,69 g/ L 精恶唑禾

草EW 各处理杂草明显比空白对照减少 , 野燕麦心叶枯死且

部分草已死亡, 与对照药剂69 g/ L 骠马EW 处理区症状表现

一致。

药后40 d 调查除草效果如表1 所示 ,69 g/ L 精恶唑禾草

EW对野燕麦的防效随用量的增加而提高。对照药骠马EW

对野燕麦的株防效为94 .63 % , 鲜重防效为98 .49 % , 后期目

测效果为97 .00 % 。人工锄草处理区对野燕麦的株防效为

43 .66 % , 鲜重防效为31 .75 % , 后期目测效果为30 .55 % 。对

各处理区的野燕麦株数和鲜重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EW 各剂量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 其各处理

区与对照药骠马EW 也无显著性差异, 但与人工锄草处理区

和空白对照区的株数、鲜重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2 .2  增产效果  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EW 各处理区春小麦

产量与 空 白对 照处 理区 相比 , 增 产率 依 次为 12 .85 % 、

20 .74 % 、21 .21 % 、23 .84 % , 对照药骠马 EW 处理增产率为

24 .61 % , 人工锄草处理区为9 .90 % 。经方差分析比较 ,69

g/ L精恶唑禾草灵EW900、1 050 、1 800 ml/ hm2 3 个处理区产

量差异不显著, 与对照药骠马 EW 处理区也无著性差异 , 但

与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750 ml/ hm2 处理区、人工锄草处理区

以及空白对照区存在极显著差异。

2 .3  对春小麦的安全性评价 药后7 d 观察,69 g/ L 精恶唑

禾草灵EW 对小麦药后有不同程度的失绿性黄斑, 随剂量的

增加黄斑程度略有加重, 但药后20 d 观察, 各处理区小麦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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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株高、长势基本一致, 小麦生长正常。

表1 药后40d 春小麦田野燕麦防除效果

Table 1 Thecontrol effect on wild oatsinspring wheat field after medication40 d

处理

Treatment

株数∥株/ m2

Plant number

株防效∥%

Control effect

per plant

鲜重∥g/ m2

Fresh

weight

鲜重防效∥%

Control efficacy

onfresh weight

目测防效∥%

Eyeballing

efficacy

产量∥kg/ hm2

Yield

增产率∥%

Yield increase

rate
① 17 .28 Cc 88 .41 71 .91 Cc 91 .01 86 .42 3 645 .18 Bb 12 .85

② 12 .78 Cc 91 .43 32 .22 Cc 95 .97 94 .00 3 900 .20 Aa 20 .74

③ 9 .72 Cc 93 .48 24 .03 Cc 97 .00 95 .17 3 915 .20 Aa 21 .21

④ 3 .78 Cc 97 .46 11 .43 Cc 98 .57 97 .25 4 000 .20 Aa 23 .84

⑤ 8 .01 Cc 94 .63 12 .06 Cc 98 .49 97 .00 4 025 .20 Aa 24 .61

⑥ 83 .97 Bb 43 .66 546.03 Bb 31 .75 30 .55 3 550 .18 Bb 9 .90

⑦ 149 .04 Aa - 800.01 Aa - - 3 230 .16 Cc -

 注 :1 . 大写字母表示在0 .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 小写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2 . 增产率是以空白区为对照。

 Note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1 level and different lowercase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 .05 level . The yield increase rate was

calculated with blank area as control .

3  小结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 EW 不同制剂量

于春小麦3 ～4 叶期即野燕麦2～3 叶期兑水300 L/ hm2 茎叶

喷雾, 对野燕麦的防除效果达88 .41 % ～98 .57 % , 除草效果和

对照药骠马EW 相当。该药剂对小麦叶片药后有不同程度

的失绿性黄斑, 随剂量的增加黄斑程度略有加重, 但20 d 左

右基本恢复正常, 中后期小麦生长正常。69 g/ L 精恶唑禾草

灵EW 各处理区春小麦产量和空白对照处理区产量相比, 增

产率达12 .85 % ～23 .84 % 。综合考虑除草效果和春小麦的安

全性, 生产上推荐69 g/ L 精恶唑禾草灵 EW 适宜剂量为750

ml/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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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益智挥发油峰面积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 .3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dendrogramof the peak area of the

volatileoil from A. oxyphylla

3  小结

( 1) 中药材的质量控制一直是中药现代化的重点和热点

问题。将中药材进行适当处理, 采用一定分析手段和仪器检

测得到的中药材指纹图谱, 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中药材所含成

分的相对关系, 较好地体现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和相关性, 现

已成为中药质量评价的发展趋势[ 10] 。

( 2) 益智挥发油气相色谱指纹图谱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强

峰和其他峰相比表现丰度相差很大, 故在选取共有峰的时

候, 这是一个主要特点。同时还应兼顾其他细小的指纹区域

和考虑图谱的整体性, 因此在建立指纹图谱时 , 供试品的浓

度要适当, 否则细小的峰会失去 , 只能观察到强峰, 将失去指

纹图谱的意义。益智挥发油 GC 色谱指纹图谱的分析、比较

和辨认是建立在有大量样品的基础上, 寻找出可以构成益智

挥发油指纹的特征峰, 以便抓住主要特征, 而不是选出所有

的峰, 这样更有利于色谱指纹图谱的“整体性”和“模糊性”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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