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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除草剂对玉米田间杂草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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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玉米播种后和苗期喷施除草剂对多种杂草防效及安全性研究结果表明， 播种后喷施 42%玉农思悬浮
剂 4 500 mL/hm2 和 31.5%金禾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2 250 mL/hm2， 或苗期施用 42%玉农思悬浮剂 3 000 mL/hm2 和
31.5%金禾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1 500 mL/hm2 均能安全防除玉米田间多年生禾本科杂草和莎草科杂草， 防效达到
90%以上。 播前和玉米 4—5叶期各施用 1次， 防除效果最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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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平凉市第二大粮食作物， 近年来播种
面积稳定在 10 万 hm2 以上， 随着玉米播种面积的
逐年增加， 玉米田间杂草发生及为危害日趋严
重， 特别是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大力普及与
推广， 为玉米丰产创造增温保墒条件的同时， 也
为杂草生长提供了优越的光热和水分环境， 单靠
传统的人工除草已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
的需要。 因此筛选玉米田间化学除草技术已成为
当务之急， 目前玉米田间除草剂主要有酰胺类、
三氮苯类、 苯氧羧酸类、 磺酰脲类等 4 类化学除

草剂［1�-�7�］。
平凉种植的都是春玉米， 由于播种时气温较

低， 玉米前期生长缓慢， 田间空隙大， 极有利于
杂草的发生。 据平凉市农业科学院调查， 玉米旱
田杂草有 80 多种， 真正造成危害的有 18 科 30 多
种。 其中藜、 苣荬菜、 刺儿菜、 反枝苋、 狗尾草
等优势种杂草发生密度占 90%以上。 为掌握 4 种
化学除草剂对玉米田间杂草的防除技术和效果，
我们进行了玉米田间杂草防效试验， 现将试验结
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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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作物春玉米品种为先玉 335， 防治对象为
玉米田间杂草， 供试药剂有 42%玉农思悬浮剂（山
东胜邦绿叶化学有限公司生产）、 31.5%金禾烟嘧·
莠去津悬浮剂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 50%乙草胺乳油（山东胜邦绿叶化学有限公司
生产）、 57%�2， 4-D 丁酯乳油 （武汉汉南同心化
工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万宝川农场进行， 试验地为石灰性新
积土， 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1.8�g/kg、 速效氮 126�
mg/kg、 速效磷 5.8�mg/kg、 速效钾 165�mg/kg， pH
为 8.2， 土壤肥力中等， 前茬作物玉米。 试验分 2
个时期进行， 即播种后土壤封闭防除杂草试验和
苗期除草试验。
1.2.1����播种后处理 土壤处理是指将除草剂用水
稀释均匀喷洒到土壤表面或用细土拌匀撒施到田
间， 在土壤表层形成药层， 杀死出土的杂草幼苗，
喷施除草剂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除草方法。
我们于 4 月 22 日采用玉米精量播种机播种， 23 日
进行土壤喷施除草剂封闭处理， 试验共设 5 个处
理， 处理①42%玉农思悬浮剂 4�500�mL/hm2， 处理
②31.5%金禾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2�250�mL/hm2， 处
理③50%乙草胺乳油 2�250�mL/hm2， 处理④57%
2， 4-D 丁酯乳油 1�500�mL/hm2， 处理⑤清水 750�
kg�/hm2（CK）。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28�m2（7�m×4�m）。 按各处理设计用药量对
水 750�kg/hm2， 用机动喷雾器均匀喷施于土壤表面。
1.2.2���苗期处理 于 5 月 30日， 玉米出苗后 4～5
叶期， 田间杂草 2～4 叶时喷药。 试验共设 5 个处
理， 处理 A�42%玉农思悬浮剂 3�000�mL/hm2， 处
理 B�31.5%金禾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1�500�mL/hm2，
处理 C� 50%乙草胺乳油 1� 500�mL/hm2， 处理 D�
57%�2， 4-D 丁酯乳油 1�500�mL/hm2， 处理 E 清水
750�kg�/hm2（CK）。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28�m2（7�m×4�m）。 按各处理设计用药量对
水 750�kg/hm2， 用喷雾器对杂草均匀喷施。
1.3 调查项目和方法

施药期间， 观察药物对玉米的安全性， 收获
前， 每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考种。 采用随机抽样
法， 每小区 3 点取样， 每样点面积1�m2（1�m×1�
m）。 播种后土壤封闭试验分别于施药后 30、 45�d

统计各样点杂草株数， 施药后 45�d 称量各样点杂
草地上部鲜重， 计算株防效、 校正防效和鲜重仿
效。 玉米苗期试验分别于药后 15、 30�d 统计杂草
株数， 施药 45�d 后称量杂草地上部鲜重。

株防效=（处理小区用药前杂草株数-处理小区
用药后杂草株数）/处理小区用药前杂草株数×100

自然增长率=（对照小区用药后杂草株数-对照
小区用药前杂草株数）/对照小区用药前杂草株数×
100

校正防效=（株防效+自然增长率）/（1+自然增
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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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数据统计

以上指标均重复测定 3 次， 取平均值。 试验
数据采用 Microsoft�Excel 和 2003DPS 软件分析。
2���结果分析
2.1 播种后土壤封闭处理的防效

从表 1 可以看出， 施药后 30�d�， 各处理的校
正防效以处理①最高， 为 91.8%； 处理②次之， 为
90.2%； 处理④最低， 为 80.1%。 施药后 45�d， 各
处理间的校正防效和鲜重防效以处理①最高， 分
别为 71.6%和 89.4%； 处理②次之， 分别为 68.2%
和 87.7%； 处理④校正防效和鲜重防效最低， 分别
为 43.7%、 79.1%。 同时， 土壤封闭处理防治杂草
效果与土壤墒情有关， 土壤墒情好， 则土壤封闭
处理防治杂草效果就好， 反之亦然。

2.2 玉米苗期喷雾处理的防除效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 施药后 15�d 各处理的校正

防效以处理①最高， 达到 96.4%； 处理②次之， 为
95.2%； 处理④最低， 只有 88.4%。 施药后 45�d 各
处理的校正防效以处理 A 最高， 为 91.6%； 处理 B
次之， 为 89.9%； 处理 D 最低， 为 83.7%。 鲜重防
效类似， 仍以处理 A 最高， 为 94.6%； 处理 B 次

处理
药后30�d 药后45�d

密度
/（株/m2）

校正防效
/%

密度
/（株/m2）

校正防效
/%

鲜重
/g

鲜重防效
/%

① 7.2 91.8 25.6 71.6 6.8 89.4

② 9.2 90.2 27.9 68.2 7.9 87.7

③ 22.4 83.4 44.2 51.3 11.8 81.6

④ 24.6 80.1 49.4 43.7 13.4 79.1

⑤（CK） 89.6 91.2 64.2

表 1 播种前土壤封闭处理对杂草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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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为 94.0%； 处理 D 最低， 为 88.3%。
2.3 施用 除草剂对玉米生长及产量影响

经观察， 施药期间全田药物对玉米安全， 均
无不良反应。 表 3表明， 4 种药剂对玉米穗长、 穗
粗和穗行数没有明显的影响， 只是行粒数、 百粒
重比对照有所增加。
3���小结与讨论

玉米播种后土壤处理和苗期喷施除草剂均对
玉米安全。 播种后土壤表面喷施 42%玉农思悬浮
剂 4�500�mL/hm2 和 31.5%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2�250�
mL/hm2， 苗期施用 42%玉农思 3� 000�mL/hm2 和
31.5%金禾烟嘧·莠去津 1�500�mL/hm2， 均能安全防
除玉米田多年生禾本科杂草和莎草科杂草， 防效
达到 90%以上。 播前和玉米 4�— 5 叶期各施用 1
次， 防除效果最为理想。

42%玉农思和 31.5%金禾烟嘧·莠去津两种除
草剂不论作为土壤封闭处理还是苗期施用， 防除
杂草效果相对较好， 两个均为二元混配除草剂，
由磺酰脲类除草剂烟嘧磺隆和三氮苯类除草剂莠
去津两种成分复配而成的玉米专用选择性除草剂。
一般生产上施用 1～2 次， 即播前和玉米 4�— 5 叶
期各施用 1 次， 防除效果最为理想。 烟嘧磺隆和
莠去津混剂是一种理想的除草剂混剂， 不仅可以
有效防治多种一年生杂草， 而且可以防治多年生
禾本科杂草和莎草科杂草， 施用方便， 对玉米和
后茬作物安全， 但不能与有机磷类杀虫剂混合使
用， 可与菊酯类杀虫剂混用。 主要防除玉米田稗
草、 狗尾草、 马唐、 牛筋草、 反枝苋、 藜、 荠荠
菜、 马齿苋、 苋菜、 蓼等和香附子撒草科等一年

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 可作为播前土壤封闭
处理和出苗后使用， 具有安全性高、 除草谱广、
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个别玉米田间多年生杂草如冰草、 水蒿和芦苇，
应该选用灭生性除草剂百草枯和草甘膦， 用量 20%
百草枯乳油 3�000�mL/hm2 对水 750�kg， 在秋季玉米
收获后喷施杂草茎叶， 杂草长到 30�cm 高时， 用药
量加倍。 或 10%草甘膦乳油 19.5～22.5�kg/hm2 对水
750�kg喷施杂草茎叶， 均可收到良好防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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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剂 穗长
/cm

穗粗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百粒重
/g

42%玉农思悬浮剂 20.6 5.3 17.4 41.4 40.2
31.5%金禾烟嘧·莠去津悬浮剂 21.1 5.1 17.2 40.8 39.8

50%乙草胺乳油 20.4 5.5 17.1 40.6 39.2
57%�2， 4-D丁酯乳油 20.6 5.2 17.3 40.1 38.5

清水（CK） 20.2 5.1 16.9 39.8 38.4

药后 15�d 药后 45�d
密度

/（株 /m2）
校正防效

/%
密度

/（株 /m2）
校正防效

/%
鲜重
/g

鲜重防效
/%

8.8 96.4 16.3 91.6 24.1 94.6
10.8 95.2 28.6 89.9 26.8 94.0
15.3 92.5 31.4 85.8 34.7 92.2
22.1 88.4 36.5 83.7 52.3 88.3
264.2 272.1 446.5

药前密度
/（株 /m2）

201.6
206.2
208.3
198.8
204.6

处理

A
B
C
D

E（CK）

表 2 苗期施药对杂草的防效

①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表 3 4种除草剂对玉米经济性状的影响①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