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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丁!异丙草胺乳油防除玉米田杂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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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间小区试验结果表明$>!?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对玉米田的稗草&狗尾草&藜&本氏蓼等一年生单双

子叶杂草有良好的防除效果$对野黍和苍耳等耐药性较强的杂草防效较差’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的适宜施药时

期为玉米播后苗前土壤喷雾处理$适宜用药量为 !"" @ !9" AB C ;;> A!$在此剂量范围内对玉米安全(

关键词# 滴丁%异丙草胺)玉米)杂草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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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丁%异丙草胺乳油是山东胜邦绿野化学

有限公司新开发的除草剂$ 是 !N#:X 丁酯和异丙草

胺的混剂$用于玉米田播种后出苗前土壤处理(为了

明确该混剂对玉米田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防除

效果及对玉米的安全性$ 于 !""% @ !""! 年进行了

田间小区试验$现报道试验结果(

% 材料与方法

DED 试验材料

试验药剂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 <有效成分#
!N#:X 丁酯 C 异丙草胺$英文通用名#!N#:X Q,]M0/]5 C
^-+^38+7L0+-=及对照药剂 >!? !N#:X 丁酯乳油&>!?
异丙草胺乳油均由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提

供(
DE"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在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试验地

进行( 试验地土壤为黑土$ 中等质地$ 有机质含量

!D9>? @ !D;)?$^F 值 ;D)! @ ;D)#(前茬作物大豆$秋

季整地起垄$垄距 >" 7A( 玉米品种吉单 %#% 和四单

收稿日期# !""#:"%:"(
作 者 简 介# 黄 春 艳 <%&9&:=$女$研 究 员$从 事 除 草 剂 及 杂 草 防 除 研

究( P50#"#9%:;;;)>(;
O:A/30#L,/._7L,.M/..dL+]A/30D7+A

%&$播种量 ! a_ C ;;> A!$机械垄上穴播$播种时间分

别为 # 月 !> 日和 # 月 !( 日(试验区机械中耕两次$
其它管理同生产田(

田间主要杂草有稗草 <;*<+$(*<"(# *’.-=13""+=&
狗尾草 <8)%3’+3 >+’+5+-=& 野黍 <O’+(*<"(# >+""(-#=&藜

<?<)$(@(5+.6 3":.6=&本氏蓼<&(".1($.6 :.$1)3$.6=&
苍耳<A3$%<+.6 -%’.63’+.6=等( 其它杂草如反枝苋

<4:.%+"($ %<)(@<’3-%3=&龙 葵 <8("3$.6 $+1’.6=&苘 麻

<4:.%+"($ %<)(@<’3-%+=等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匀(
试验处理#>!?滴丁%异丙草胺乳油 %9"&!"" 和

!9" AB C ;;> A!$ 对 照 药 剂 >!?异 丙 草 胺 乳 油 %;"
AB C ;;> A! 及 >!? !N#:X 丁 酯 乳 油 >" AB C ;;> A!$
设不施药为对照$# 次重复$ 小区随机区组排列$每

小区面积 !" A!(
DEF 施药方法

施药时间分别为 # 月 !) 日和 # 月 !& 日$ 玉米

播种后出苗前土壤喷雾处理( 采用喷幅 ! A 的小区

专用背负压缩式喷雾器进行$喷雾器工作压力 # a_ C
7A!$小区喷液量按 ("" B C LA! 计算(
DE+ 调查项目

施药后观察记录作物和杂草对药剂的反应$施

药后 ( 周采用 & 级目测法调查杂草的株数防效$施

药后 ; 周采用数测法调查杂草的株数防效和鲜重



防效!每小区调查 ! "# 各种杂草的残存株数和地上

部鲜重!与不除草对照区相比计算除草效果!玉米收

获时每小区取 !$ 穗!风干后称量穗重和粒重!计算

玉米产量"

% 试验结果

!"# 杂草对药剂的反应

杂草出苗后观察!&%’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各处

理及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油和 &%’ %()*+ 丁

酯乳油处理杂草出苗数明显比不施药对照少" 禾本

科杂草出苗后!心叶扭曲成牛尾状!不能正常展开!
生长受抑制! 一部分缓慢枯死" 阔叶杂草生长受抑

制!苍耳叶片成条形" 部分残存杂草以后恢复生长!
并少量开花结实"
!"! 除草效果

!"!"# 目测除草效果

&%’滴 丁$异 丙 草 胺 乳 油 !,$%%$$ 和 %,$ "- .
//& "% 各 处 理 对 禾 本 科 杂 草 的 目 测 防 效 0%$$1 2
%$$% 年平均值!以下同3分别为 &4$%/4, 和 ,4, 级!对

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油 1/$ "- . //& "# 处理为 /
级 !&#’ #()*+ 丁 酯 乳 油 &$ "- . //& "# 处 理 为 5
级" 对阔叶杂草的目测防效!&#’滴丁$异丙草胺乳

油 1,$%#$$ 和 #,$ "- . //& "# 各处理分别为 &4,%/4,
和 ,4, 级!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油 1/$ "- . //&
"# 处理区为 5 级!&#’ #()*+ 丁酯乳油 &$ "- . //&
"# 处理区为 ,4, 级0表 16"
!"!"! 数测除草效果

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滴丁$异丙草胺乳油

1,$%#$$ 和 #,$ "- . //& "# 各处理总的株数防效分

别 为 ,14,’ %&74$’ 和 8$4$’ ! 鲜 重 防 效 分 别 为

,,4$’%&/4,’和 &54,’’ 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

油 !/$ "- . //& "% 处 理 总 的 株 数 防 效 为 &%4,’!鲜

重防效为 &74,’’对照药剂 &%’ %()*+ 丁酯乳油 &$
"- . //& "% 处理总的株数防效为 %74,’! 鲜重防效

为 !)4,’( 在禾本科杂草中对稗草和狗尾草的防效

较好!对野黍的防效较差9表 1%表 #6)
对 阔 叶 杂 草 的 防 效&&#’滴 丁$异 丙 草 胺 乳 油

1,$%#$$ 和 #,$ "- . //& "# 各处理总的株数防效分

别 为 ))4$’ %/)4$’ 和 /54,’ ! 鲜 重 防 效 分 别 为

//4$’%&,4,’和 8#4,’’ 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

油 1/$ "- . //& "# 处 理 总 的 株 数 防 效 为 #,4,’!鲜

重防效为 ,)4,’’对照药剂 &#’ #()*+ 丁酯乳油 &$
"- . //& "# 处理总的株数防效为 /84,’! 鲜重防效

为 8/4$’" 在阔叶杂草中!&#’滴丁$异丙草胺乳油

对藜和本氏蓼的防效较好! 对苍耳的防效较差 0表
1%表 #6"
!"$ 对玉米的安全性和玉米产量的影响

玉米出苗后观察!&#’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各处

理及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油和 &#’ #()*+ 丁

酯乳油单用处理玉米均无明显药害症状! 整个生育

期生长正常"表 # 测产结果表明!玉米产量与除草效

果呈正相关" 以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 #,$ "- .
//& "# 处理产量最高!&#’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各处

理玉米产量均高于对照药剂 &#’异丙草胺乳油 1/$
"- . //& "# 和 &#’ #()*+ 丁酯乳油 &$ "- . //& "# 单

用处理"

剂 量

0"- . //& "#6 禾本科草 阔叶杂草 稗草 狗尾草 野黍 藜 本氏蓼 苍耳

&#’滴丁$异丙草胺 1,$ &4$ &4, ,&4$ 1$$4$ )#4$ 8,4, ,$4$ 784,
&#’滴丁$异丙草胺 #$$ /4, /4, &/4, 1$$4$ /54$ 854, ,54, ,14$
&#’滴丁$异丙草胺 #,$ ,4, ,4, 8,4, 1$$4$ &14, 5&4, ,54$ 184$
&#’异丙草胺乳油 1/$ /4$ 54$ &&4, 1$$4$ /#4, ,74$ $4$ 154$
&#’ #()*+ 丁酯乳油 &$ 54$ ,4, 7/4, #$4$ 1)4, &84, &$4$ 7$4,

* * /147 #4, 7&4, 1)4, #148 )48

注&表中数值为 #$$12 #$$# 平均数!地点为哈尔滨!下表同"

不施药对照区杂草株数0株 . "#6

数 测 防 效 0’6目测效果0级6
试验处理

表 #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对玉米田杂草的目测防效’级(和株数防效

剂 量

0"- . //& "#6 稗草 狗尾草 野黍 藜 本氏蓼 苍耳 穗重 粒重

&#’滴丁$异丙草胺 1,$ ,/4, 1$$ ),4, 574, ,54$ 7/4$ ,7/4, 78,4,
&#’滴丁$异丙草胺 #$$ &84$ 1$$ &/4$ 574, &14, &$4$ ,,)4, 75&4,
&#’滴丁$异丙草胺 #,$ 8&4$ 1$$ &,4, 554$ &#4, /#4, /$/4, ))/4$
&#’异丙草胺乳油 1/$ 8$4, 1$$ /54, 8#4, #84, 7)4, ,#74$ 7&74$
&#’ #()*+ 丁酯乳油 &$ #&4$ /& 54$ 5/4, 8$4, /,4$ ,#&4$ 78)4,

874, / 18&4, #7$4$ 7$148 ,,48 #,74$ 1&/4$不施药对照地上部鲜重0: . "%6

玉米产量0;: . //& "%6数测杂草鲜重防效0’6
处 理

表 !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对玉米田杂草的鲜重防效和玉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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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结

综合 "##$ % "##" 年试验结果认为! 山东胜邦

绿野化学有限公司提供的除草剂 &"’滴丁"异丙草

胺乳油对玉米田的稗草#狗尾草#藜和本氏蓼等一年

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有良好防效! 而对野黍和

苍耳防效较差$ 混剂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与对照药

剂 &"(异丙草胺乳油相比没有明显降低!对阔叶杂

草的防效与对照药剂 &"( ")*+, 丁酯乳油相比也

没有明显降低$ 在玉米田播后苗前进行土壤处理!

&"(滴丁"异丙草胺乳油的适宜用药量为 "## % "-#
./ 0 11& ."!在此剂量范围内对玉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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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对于玉米矮花叶病由于系统调查资料不多!又

由于该病害涉及因素较多! 尤其是传播介体在该病

害系统中的重要作用2- < 83!准确预测预报一直是一个

难题$本研究尝试实际调查和历史资料相结合!利用

生长模型预测法& 马尔科夫链预测法和回归模型预

测法对该病害流行情况进行分期&分段预测!从而构

建了玉米矮花叶病的流行预测体系! 利用生长模型

预测法可对该病进行短中期预测! 利用回归模型预

测法可对该病进行中期预测! 利用马尔科夫链预测

法可对该病进行长期发生趋势的概率预测$
生长模型预测法可不考虑环境条件的影响! 利用

病害早期的调查数据对病害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
由于生长模型预测方法的特点和应用到该病害系统

的特殊性! 可利用该方法对夏玉米和生长到一定阶

段的春玉米进行短中期的预测$ 但由于生长模型预

测法只考虑了基本数对:建模数据;获得阶段病害系

统中各因子相互作用的总效应! 并假定在预测期内

病害系统中各因子相互作用的平均状态与基本数对

获得期间的平均状态一致2*3!所以!应在预测过程中

不断吸收系统反馈信息进行参数重新估计! 以保证

预测结果有较高的准确度$ 马尔科夫链预测法是一

种概率预测方法! 应用该方法不需要考虑病害发生

的环境状态及其它因素的影响! 只需要通过病害发

生状态转移概率的计算预测病害的长期发生趋势!

可作为病害长期和宏观治理的一个参考$ 回归模型

预测方法!考虑了各流行因素的影响!可通过对有关

因素的调查做到病害的中期预测$ 生长模型预测法

可得到玉米生长各个阶段的发病情况$ 而回归模型

预测法可得到生长季的最终病情!其各有作用!但玉

米矮花叶病病害系统因素是多变的! 对玉米矮花叶

病进行最终病情的预测时! 最好选用回归模型预测

方法$ 所构建的预测体系! 可对玉米矮花叶病进行

短&中&长期的预测!方法简单!易于操作!但该体系

的可应用性及其准确程度尚需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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