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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制种玉米田播前用40%异丙草莠悬浮剂3 750 g/hm2对水900 kg喷施地表后覆膜，能有效控制杂草，药
后40、60 d对杂草的防效分别为91.20%、89.77%，其中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分别为90.70%、89.47%，对阔叶杂草的防
效分别为91.78%、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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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用途广泛，抗逆性强，易于栽培，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有广泛栽培 ［ 1］。甘肃河西地区地域
辽阔，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气候适宜，已发
展成为甘肃省玉米的主要产区，特别是玉米制种
已成为带动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甘肃玉米种子生产规模仅次于辽宁，为我
国第二大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2］。但制种玉米田间
杂草不仅影响着生产成本，而且影响着产量和品
质［ 3～6］。为了给生产提供有效的防除措施，筛选出
理想的药剂及最佳剂量和使用方法，我们于2013
年选择3种除草剂进行了制种玉米田苗前封闭除草
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村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40%异丙草莠悬浮剂，力克化工有限
公司生产；40%乙莠氰草津悬浮剂，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生产；50%乙草胺乳油，力
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指示制种玉米品种为铁南1
号。防除对象为禾本科杂草无芒稗（Eehinochloa var援
Mitis）、狗尾巴草（Setaira viridis（L.）Beauv）、马唐草
（Digitaria sanguinalis （L.）Scop.）等；阔叶杂草小藜
（Chenopodium serotinum L.）、灰绿藜（Chenopodium
glaucum）、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 L.）、苣
荬菜（Sonchus brachyotus D C.）等。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张掖市甘州区小满镇黎明村，土壤类
型为壤土，肥力均匀，pH 7.1，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6 g/kg，前茬玉米。试验共设7个处理，处理①为
40%异丙草莠悬浮剂3 750 g/hm2，处理②为40%异
丙草莠悬浮剂5 250 g/hm2，处理③为40%乙莠氰草
津悬浮剂3 750 g/hm2，处理④为40%乙莠氰草津悬
浮剂5 250 g/hm2，处理⑤为50%乙草胺乳油2 250
g/hm2，处理⑥为50%乙草胺乳油3 750 g/hm2，处
理⑦为空白对照（CK）。各药剂处理均对水900 kg，
处理⑦喷等量清水。随机区组排列，4次重复，小
区面积50 m2，周围设1 m保护行。播前按设计药剂
用量分小区均匀喷施地表后覆膜。试验于4月26日
播种，行距50 cm，株距20 cm，播深3～4 cm，种
植密度97 500株/hm2，各小区均于3叶1心期定苗，
拔节期和灌浆期结合灌水分别追施尿素375、225
kg/hm2。其它管理同当地大田。
1.3 调查方法

药后40、60 d调查除草效果，每小区按对角线
5点取样法，每点0.25 m2，调查各处理杂草数量，
按禾本科和阔叶杂草两大类分别记载杂草种类和
株数，计算株防效。各处理平均数经过方差分析
后，用Duncan氏多重比较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DPS系统进行。

［2］ 辛存岳. 油麦轮作区农田杂草种群的演变与防治［J］.
作物杂志，2004（2）：38-3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17980.45-2000 田间药效

试验准则（一）除草剂防治油菜类作物杂草［S］.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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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出苗数/播种数）×100
株防效（%）=［（空白对照区杂草-药剂处理区

杂草数）/空白对照区杂草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出苗率

由表1可知，药剂处理的玉米出苗率均低于对
照，其中40%异丙草莠悬浮剂3 750、5 250 g/hm2、
50%乙草胺乳油2 250 g/hm2处理的玉米出苗率与对
照差异不显著，表明这3个处理对玉米出苗无影
响。其余处理的出苗率与清水对照差异显著，表
明对玉米出苗有影响。
2.2 对杂草的总防效

从表1可以看出，对制种玉米园杂草的总防效
以处理②，即40%异丙草莠悬浮剂5 250 g/hm2对水
900 kg处理最好，药后40 d、60 d的总株防效分别
为93.06%、91.45%；其次为处理①，药后40 d和
60 d的总株防效分别为91.20%、89.77%；处理⑤
防效最差，药后 40、 60 d的总株防效分别为
70.42%，68.18%。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药后40 d
和60 d，处理②与处理①株防效差异不显著，与其
余处理差异显著；处理①与处理③、处理④差异
不显著，与处理⑤、处理⑥差异显著。说明40%异
丙草莠悬浮剂、40%乙莠氰草津悬浮剂对玉米田一
年生杂草防效好，两种药剂各处理及各调查日期
内的总株防效均达到86%以上，而50%乙草胺乳油
防效较差。

2.2 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

由表2可以看出，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均以处
理②，即40%异丙草莠悬浮剂5 250 g/hm2对水900
kg最好，药后40、60 d，株药效分别达93.02%、
91.58%；其次为处理①、处理④，防效均达87.00%
以上；处理⑤防效最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药
后40 d，处理②与处理①、处理④的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处理间差异显著；药后60 d，处理②与处
理①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理差异显著。说明40%
异丙草莠悬浮剂3 750、5 250 g/hm2对禾本科杂草

防效相对较好。

2.3 对阔叶杂草的防效

通过表3可以看出，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均以
处理②，即40%异丙草莠悬浮剂5 250 g/hm2对水
900 kg最好，药后 40、 60 d分别达 93.15%、
91.36%；其次为处理①，株防效分别为91.78%、
90.12%，处理④居第3，分别为89.04%、87.65%。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药后40 d，处理②与处理①、
处理④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理间差异显著；药
后60 d，处理①～④的差异不显著，均于处理⑤、
处理⑥差异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1）制种玉米田播前地表喷施供试除草剂后覆膜均
能有效控制杂草。综合比较认为，以40%异丙草莠
悬浮剂3 750 g/hm2对水900 kg防效最佳，出苗率为
93.25%，药后40、60 d对杂草防效分别为91.20%、
89.77%；其中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分别为90.70%、
89.47%，对阔叶杂草的防效分别为 91.78%、
90.12%。
2）在甘肃省河西地区干旱条件下封闭使用除草剂
时，玉米田的土壤墒情、整地质量、温度等因素
直接关系到除草剂的药效。整地质量不好，土壤
高低不平，无法使药液均匀喷施，影响除草效果
提高；土壤墒情差，湿度过低，不利于药剂的吸
收，大大降低除草剂的效果。因此，施药过程中
应特别注意避免用药时低温、施药时期过晚、施

处理 出苗率
（%）

药后40 d 药后60 d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① 93.25 ab 1.75 91.20 ab 2.25 89.77 ab
② 92.25 ab 1.38 93.06 a 1.88 91.45 a
③ 86.75 c 2.38 88.03 b 3.00 86.36 b
④ 74.50 d 2.13 89.29 b 2.75 87.50 b
⑤ 91.00 ab 5.88 70.42 d 7.00 68.18 d
⑥ 89.25 bc 3.50 82.39 c 4.25 80.68 c

⑦（CK） 94.00 a 19.88 22.00

表1 不同药剂处理的出苗率及对玉米田杂草防除效果

处理
药后40 d 药后60 d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① 2.00 90.70 ab 2.50 89.47 ab
② 1.50 93.02 a 2.00 91.58 a
③ 2.50 88.37 bc 3.25 86.32 c
④ 2.25 89.53 ab 3.00 87.37 bc
⑤ 6.00 72.09 d 7.00 70.53 e
⑥ 3.25 84.88 c 4.00 83.16 d

⑦（CK） 21.50 23.75

表2 不同药剂处理对禾本科杂草防效

表3 不同药剂处理对阔叶杂草防效

处理

药后40 d 药后60 d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株数
（株/m2）

株防效
（%）

① 1.50 91.78 ab 2.00 90.12 a
② 1.25 93.15 a 1.75 91.36 a
③ 2.25 87.67 b 2.75 86.42 a
④ 2.00 89.04 ab 2.50 87.65 a
⑤ 5.75 68.49 d 7.00 65.43 c
⑥ 3.75 79.45 c 4.50 77.78 b

⑦（CK） 18.2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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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合作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拓宽资金链；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人才
支持，提高管理水平；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监督引导；把合作社发展与新农牧村建设有机结合等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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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上，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
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的互助性经济组织。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颁布实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确立了市场主体
地位，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进入依法发展的
新阶段［ 1］。合作市紧紧抓住农牧业结构调整这个
主线，把培育和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创
新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提高农牧业产业化、组织
化程度，促进农牧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逐步形成了多领域、多主体、多形式、多层次的
现代农牧业发展格局。我们以加快合作市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步伐为出发点，以适度规
模经营、降低农牧业生产成本、提高农牧业比较
效益、促进农牧民增收为目的，分析阐述了合作
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进
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藏区农牧村经济的
发展提供借鉴。

1 发展现状
1.1 增长速度快

2008年3月甘南州天鸿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
立，填补了合作市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白，
2009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2011年新增11
个，2012年新增8个，2013年新增292个。截止
2013年底，合作市注册登记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达317个，其中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组建合作
社26个，流转面积达163.5 hm2，覆盖6个乡、4个
街道办40个行政村（社区），注册资金达17 760.7万
元，入社社员5 200余户，占总农户的91.7%。业务
范围以农牧业特色产业生产、加工和流通为主。
有15个合作社通过农畜产品无公害产地认证，18
个合作社与流通企业建立稳定产销关系，2个合作
社获得商标认证标志，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较非
社员年人均增收600～800元。
1.2 产业特色明显

合作市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利用甘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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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过大等对玉米造成不同程度的药害。对玉米
田药剂除草大量有益的探索表明［ 7～8］，在温度高、
湿度大的条件下施药能促进杂草幼芽吸收药剂，
使药效反应加快，除草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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