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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桂七芒果基地进行了30%草甘膦水剂和20%百草枯水剂2种常用除草剂对芒果园
杂草的防效试验，结果表明：30%草甘膦水剂和20%百草枯水剂各用量处理对芒果园中杂草有较好的防效，30%
草甘膦水剂用量为6 000耀9 000 g/hm2的处理，药后30 d对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达到了
95%以上。20%百草枯水剂各处理在药后3 d时，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均达90%以上，药后7 d时除
处理D对禾本科杂草的鲜重防效为93.91%外，其余处理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达到了95%以上。30%草甘膦水剂
在用量6 000 g/hm2以下对芒果树安全，20%百草枯水剂用量在4 500 g/hm2以下对芒果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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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e 30% glyphosate aqueous solution and 20% paraquat aqueous solution to control mango orchard weeds in
Guangxi province，Baise city Tiandong county Guiqi mango bas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wo agents each treatment control mango
orchard weed with good effect. After 30 days of spraying，30% glyphosate aqueous solution's single and fresh weight control effect on
gramineous weeds and broadleaf weeds both above 95%；after 3 days of spraying，20% paraquat aqueous solution control effect on
gramineous weeds and broadleaf weeds over 90%，after 7 days of spraying every treatment's single and fresh weigh control effect
above 95% besides treatment D is 93.91%. 30% glyphosate aqueous solution under 6 000 g/hm2 and 20% paraquat aqueous solution
under 4 500 g/hm2 both safe to mango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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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果实椭圆滑润，果皮呈柠檬黄色，肉质
细腻，气味香甜，含有丰富的糖、维生素，蛋白
质含量 0.65%～1.31%。果肉含胡萝卜素 2 281～
6 304 滋g/100 g、可溶性固形物 14.0%～24.8%，而
且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钙、磷、钾、铁等含
量也高，有“热带水果之王”的美称，营养价值极
高［ 1 - 6］。芒果园除草是芒果树生产管理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杂草与芒果树争水、争肥、争生长空
间，严重影响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杂草的防除
通常主要有人工除草和化学除草，但近几年随着
人工劳动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除草剂在果园除草
中应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种植户使用草甘膦和
百草枯的比较多［ 7 - 8］。我们通过草甘膦和百草枯
在芒果园中对杂草防除效果及芒果树的安全性试

两种常用除草剂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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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药后15 d株防效 药后30 d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株防效 鲜重防效 株防效 鲜重防效

验，以期为田间安全应用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药剂为 30%草甘膦水剂（广西化工院生
产）、20%百草枯水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指示芒果树品种为桂七。防治对象为广西芒
果园常见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L.）Scop.］、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
（L.）Beauv］、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Griseb］、绿苋（Altemanthera Paronychioides）
等为优势种。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桂七芒果
基地进行，芒果株高 100～120 cm。试验设 7个处
理，处理 A为施 30%草甘膦水剂 3 000 g/hm2，处理
B 为施 30%草甘膦水剂 6 000 g/hm2，处理 C 为施
30%草甘膦水剂 9 000 g/hm2，处理 D为施 20%百草
枯水剂 2 250 g/hm2，处理 E 为施 20%百草枯水剂
4 500 g/hm2，处理 F 为施 20%百草枯水剂 6 750
g/hm2，处理 G为空白对照。各药剂处理对水量均
为 600 kg/hm2，空白对照为喷等量清水。试验采用
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4次，小区面积 15 m2，各个
小区设有 1 m保护行。于 2014年 4月 10日上午按
试验设计用量采用卫士牌WS-16背负式喷雾器［喷
头为低容量喷头（雾滴大，流量小）］将稀释好的药
液均匀喷于杂草茎叶，以杂草叶面上有小水珠滴落
为准。施药时按低浓度至高浓度顺序喷施，不同药
剂更换时对喷雾器进行清洗，以免出现交叉污染。
另外喷雾过程中药严格行间定向喷雾，不能喷洒到
芒果树叶片或茎干上，以免造成药害。
1.3 调查方法

1.3.1 对杂草的防效调查 调查时每小区随机抽
取 4个样点，每点取 0.25 m2，施药前调查杂草发
生基数，施药后调查杂草残存株数和测量鲜重，
并计算株防效和鲜重防效。
株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处理区杂草

株数）/对照区杂草株数］×100
鲜重防效（%）=［（对照区杂草鲜重-处理区杂

草鲜重）/对照区杂草鲜重］×100
由于草甘膦与百草枯性质和作用方式的不同，

2 种药剂各处理对杂草防效调查时间有所不同。
30%草甘膦水剂各处理防效调查时间为药后15 d
（调查杂草残存株数）、药后30 d（调查杂草残存株
数和鲜重）。20%百草枯水剂施药各处理防效调查
时间为药后 3 d（调查杂草残存株数）、药后 7 d（调
查杂草残存株数和鲜重）。
1.3.2 对芒果树的安全性调查 30%草甘膦水剂各
处理分别于药后 15、30、45 d进行，20%百草枯
水剂各处理分别于药后 3、7、15 d进行，以空白
对照芒果树生长情况为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

2.1.1 30%草甘膦水剂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 从表
1可以看出，30%草甘膦水剂不同用量各处理对芒
果园中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都有较高的防效。在
药后 15 d时，3个处理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
株防效均以处理 C最高，分别为 93.16%、92.26%；
处理 B次之，分别为 87.33%、87.05%；处理 A最
低，分别为 83.39%、79.46%。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 3个处理间差异均达极显著
水平；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处理 C与处理 B差异显
著，且二者均与处理 A差异极显著。

药后 30 d时，3个不同剂量处理对禾本科杂
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以处理 C 最高，分别为
96.49%、99.22%；处理 B 次之，分别为 96.32%、
96.25%；处理 A最低，分别为 92.98%、92.45%。
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也均以处理 C 最
高，分别为 99.01%、98.98%；处理 B次之，分别
为 95.70%、95.74%；处理 A最低，分别为 94.87%、
94.88%。当 30%草甘膦水剂用量高于 6 000 g/hm2

时，药后 30 d对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的株防效
和鲜重防效均达到了 95%以上。对防效进行的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处理 C
与处理 B差异不显著，且二者均与处理 A差异极
显著，鲜重防效 3个处理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表现为处理 C
与处理 A、处理 B差异极显著，处理 B 与处理 A
差异不显著。
2.1.2 20%百草枯水剂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 从表
2可以看出，20%百草枯水剂不同用量各处理对芒

表 1 30%草甘膦水剂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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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中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都有较高的防效。
在药后 3 d时，3个处理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
株防效均以处理 F最高，分别为 99.06%、98.96%；
处理 B次之，分别为 95.27%、95.26%；处理 A最
低，分别为 90.85%、91.98%。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株防效 3个处理
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药后 7 d时，3个不同用量处理对禾本科杂草

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以处理 F 最高，分别为
99.14%、98.86%；处理 E 次之，分别为 97.93%、
96.92%；处理 D最低，分别为 95.34%、93.91%。
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也均以处理 F最
高，分别为 98.91%、99.08%；处理 E次之，分别
为 97.50%、 97.38%；处理 D 最低，分别为
95.78%、95.50%。当 20%百草枯水剂各处理在药
后 3 d时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株防效均达
90%以上，药后 7 d时各处理除处理 D对禾本科杂
草的鲜重防效为 93.91%外，其余处理的株防效和
鲜重防效均达到了 95%以上。对防效进行的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处理 F与
处理 E差异显著，且二者均与处理 D差异极显著，
鲜重防效 3个处理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对阔
叶杂草的株防效处理 F与处理 E 差异显著，与处
理 D差异极显著，处理 E与处理 D差异显著，鲜
重防效 3个处理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2.2 安全性

2.2.1 不同用量 30%草甘膦水剂对芒果树的安全
性 从表 3可以看出，处理 A在药后 15、30、45
d时芒果树均表现生长正常；处理 B在在药后 15、
30 d时表现为芒果树叶色微黄，但在药后 45 d时
芒果树恢复正常；处理 C在药后 15 d时表现为芒
果树叶色微黄，在药后 30、45 d时表现为叶色微
黄，生长略受抑制。说明 30%草甘膦水剂在用量
为 6 000 g/hm2以下对芒果树安全性好，当 30%草
甘膦水剂用量达到或超过 9 000 g/hm2 时，会抑制
芒果树生长，影响芒果的品质。
2.2.2 不同用量 20%百草枯水剂对芒果树的安全
性 从表 4可以看出，处理 D在药后 3、7、15 d
时芒果树均表现生长正常；处理 E在药后 3、7 d
时表现为芒果树底部少量叶片有灼烧斑，但在药

后 15 d时芒果树恢复正常；处理 C在药后 3、7、
15 d 时均表现为芒果树底部少量叶片有灼烧斑。
说明 20%百草枯水剂用量为 4 500 g/hm2以下时对
芒果树安全性好，但当用量达到 6 750 g/hm2 时，
芒果树底部叶片灼烧斑点比较明显且不易恢复，
影响芒果树的正常生长。

3 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30%草甘膦水剂和 20%百草枯
水剂各用量处理对芒果园中杂草有较好的防效，
30%草甘膦水剂药后 30 d对禾本科杂草、阔叶杂
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达到了 95%以上；20%
百草枯水剂各处理在药后 3 d时对禾本科杂草和阔
叶杂草的株防效均达 90%以上，药后 7 d时各处理
除处理 D对禾本科杂草的鲜重防效为 93.91%外，
其余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均达到了 95%以上。整
体防效均达到 95%以上。
2） 30%草甘膦水剂在用量为 6 000 g/hm2以下时对芒
果树安全性较好。当用量达到 9 000 g/hm2时，会抑
制芒果树生长，影响芒果树的质量和产量。20%百
草枯水剂用量为 4 500 g/hm2以下对芒果树安全性较

处理
药后芒果树药害反应 安全性

评价药后15 d 药后30 d 药后45 d

A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安全性好

B 芒果树叶色
微黄

芒果树叶色
微黄

芒果树恢复
正常

安全性好

C 芒果树叶色
微黄

芒果树叶色
微黄，生长
略受抑制

芒果树生长
略受抑制

安全性差

G（CK）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E 95.27 bB 95.26 bB 97.93 bA 96.92 bB 97.50 bAB 97.38 bB
F 99.06 aA 98.96 aA 99.14 aA 98.86 aA 98.91 aA 99.08 aA

D 90.85 cC 91.98 cC 95.34 cB 93.91 cC 95.78cB 95.50 cC

处理
药后 3 d株防效 药后 7 d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株防效 鲜重防效 株防效 鲜重防效

表 2 20%百草枯水剂对芒果园杂草的防效 %

表 3 30%草甘膦水剂不同用量下对芒果树安全性调查结果

处理
药后芒果树药害反应 安全性

评价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5 d

D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安全性好

E
芒果树底部
少量叶片有
灼烧斑

芒果树底部
少量叶片有
灼烧斑

芒果树恢复
正常

安全性好

F
芒果树底部
少量叶片有
灼烧斑

芒果树底部
少量叶片有
灼烧斑

芒果树底部
少量叶片有
灼烧斑

安全性
略差

G（CK）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芒果树正常

表 4 20%百草枯水剂不同用量下对芒果树安全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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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温室中采用不同育苗基质、苗龄、覆膜方式研究对当归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配方为
60%田园土、20%腐熟厩肥、20%炉渣混合基质中，育出的当归苗株高、叶面积、根长、根粗优于其他基质；温
室苗大田移栽后，田间早期抽薹率为0。以温室育苗苗龄100 d时移栽最好，干当归产量达到1 387.88 kg/hm2。覆
膜栽培比露地栽培具有明显的高产优势，当归在覆膜栽培方式下比露地栽培生长势好、产量高，干当归产量达
1 973.20 kg/hm2。
关键词：当归；温室育苗；移栽；抽薹率，干归产量
中图分类号：S56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11-00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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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为伞形科

（Umbelliferae）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因产地不同

有岷归、秦归、云归等别名。全株有特异香气。

主根粗短，肥大肉质，下部分为多数粗长支根。

茎直立，带紫色，夏季开花，花白色，复伞形花

序，双悬果［ 1］。其干燥的贮藏根为常用中药材，

药用历史悠久，药效奇特，历来是医家珍品。当

归性辛、温，味甘，归肝、心、脾经，是补血活

血，去淤生新，润肠通便，调经止痛的良药［ 2 - 5］。

甘肃省是全国当归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主要分

好；当用量达到 6 750 g/hm2，芒果树底部叶片灼烧
斑点比较明显且不易恢复，影响芒果苗的正常生长。
3） 30%草甘膦水剂与 20%百草枯水剂都是灭生性
广谱除草剂，2种药剂在一定剂量下对芒果园杂草
都有较好的防效，但是两者对杂草的作用方式不
同。草甘膦为内吸性除草剂，有内吸传导作用，
对杂草作用较慢，但草甘膦可以斩草除根，持效
期较长。20%百草枯水剂为触杀型除草剂，对杂草
反应较快，一般 3 d杂草就可以死亡，但是百草枯
不能杀死杂草根部，持效期短，杂草返青快。目
前芒果园除草中选用草甘膦的较多。芒果园用百
草枯除草时，一定要行间定向喷雾并将喷头压低，
不能将药液喷洒到芒果树叶片或是茎干上，以免
对芒果树产生药害。当芒果树根部较浅时，不宜
用草甘膦除草，以免对芒果树产生药害。
4）化学除草最大优点是减轻劳动强度，除草效果
好。草甘膦持效期长，可以减少用药次数，从而可
以降低芒果园除草的成本。不足之处是长期使用化
学除草剂，会使土壤板结，不利于芒果树根系的生
长。中耕除草不仅在于除草，还有松土、保水、改
良土壤肥料状况的作用。所以，芒果园除草要将中
耕除草与化学除草相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减

轻劳动强度，又可以保证土壤结构不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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