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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除草剂对玉米郑单958生物学
特性和产量的剂量效应①

侯文邦, 周 璐

河南科技大学 农学院,河南 洛阳471003

摘要:选取生产上常用的4%烟嘧磺隆悬浮剂、38%莠去津悬浮剂和24%烟·莠可分散油悬浮剂,分别以推荐剂量

和倍量于玉米郑单958品种五叶期喷施,以人工除草为对照.通过测定玉米的SPAD 值、株高、叶面积和产量来评

价其对玉米生物学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烟嘧磺隆、莠去津、烟·莠的推荐剂量和烟嘧磺隆、烟·

莠的倍量对玉米郑单958的前期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莠去津的倍量对玉米郑单958的前期生长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烟嘧磺隆和烟·莠的推荐剂量使玉米增产,其余处理使玉米减产.研究结果对于玉米地安全使用除草剂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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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玉米在我国谷物总产量中超过小麦,居第1位.由于玉米生长期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杂草滋长

快,如除草不及时往往造成草荒,从而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化学除草是防治杂草的主要方法,而当

前由于用药量过大、混用不当,施用时期有误等易造成玉米药害,如一般玉米苗后除草剂使用的安全期为

3~5叶期,2叶期以下或6叶期以上容易产生药害,而酰胺类除草剂的使用应避免多雨高湿天气[1].所以,

明确玉米苗后常用除草剂对玉米的安全性在农业生产应用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选取生产上常用的玉米田除草剂烟嘧磺隆、莠去津以及烟·莠作为试验药剂,国内外对这3种药剂的

药效试验研究较多,但对这3种药剂大田施用对玉米的生物学特性及产量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

文研究这3种药剂的推荐剂量和倍量对玉米常用品种郑单958生物学特性及产量的影响,以指导田间用

药,从而减轻和避免除草剂对玉米的药害,为实际生产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药剂

4%烟嘧磺隆(nicosulfuron)悬浮剂(由洛阳龙邦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38%莠去津(atrazine)悬浮剂

(由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提供);24%烟·莠(4%烟嘧磺隆和20%莠去津复配)可分散油悬浮剂(由洛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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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1.2 供试作物

玉米(郑单958).

1.1.3 试验仪器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SPAD-502,工农-16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等.

1.2 试验方法

1.2.1 田间试验

于2012年6月至2012年10月在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农场进行,以玉米郑单958为研究对象.前

茬作物为小麦,6月21日播种,株距24.7cm,行距60cm,播种密度为6.75×104 株/hm2.试验设6个

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人工除草为对照.试验小区面积21m2,小区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各小区

间留有保护行.玉米5叶期时,每个小区选具有代表性的幼苗5株,挂牌标记,按试验处理(表1)施药.
分别在药后8d,15d测量玉米株高[2]、叶面积和SPAD 值,收获期测产.

表1 试验处理

处  理
剂量/

(g·hm-2)

喷液量/

(L·hm-2)
处  理

剂量/

(g·hm-2)

喷液量/

(L·hm-2)

人工除草 ﹣ 450 38%莠去津悬浮剂 1140 450

4%烟嘧磺隆悬浮剂 54 450 24%烟·莠可分散油悬浮剂 324 450

4%烟嘧磺隆悬浮剂 108 450 24%烟·莠可分散油悬浮剂 648 450

38%莠去津悬浮剂 570 450

  注:表1中g·hm-2为有效质量浓度.

1.2.2 测定方法

株高测定:用卷尺测量其自然生长状态下的高度.
叶面积测定:采用常规法逐个叶片测定,全株叶面积为各叶面积之和.单片叶面积=长×宽×0.75[3],

其中叶片的长度是从叶基到叶尖,宽度为叶片中部的最宽部位.

SPAD 值测定:采用日本美能达公司生产的叶绿素含量测定仪SPAD-502测定玉米新梢顶叶下第2张

叶片(为主要功能叶的代表)的SPAD 值[4-5],每片叶子在中部和两侧读取3个数据,求平均值.产量测定:

在每个试验小区选取中间两行玉米连续取20穗[6]放在标记好的尼龙袋中,待其自然风干后,测定每穗玉米

的穗行数、行粒数及各小区玉米的百粒质量.

y=E×G×W
公式中,y 为每公顷质量,E 为每公顷穗数,G 为每穗粒数,W 为单位质量.

1.3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SASV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显著水平为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玉米叶片SPAD 值的影响

由表2可知,喷药后8d,莠去津倍量、莠去津推荐剂量及烟·莠推荐剂量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其他处理均与人工除草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人工除草相比,这些处理都显著降低

了SPAD 值;在推荐剂量下,烟·莠与莠去津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烟嘧磺隆与烟·莠和莠去津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倍量情况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喷药后15d,与人工除草相比,莠去津倍量显著地提高了玉米叶片的SPAD 值,使之增加4.60%,莠

2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39卷



去津常规用量与人工除草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处理均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并且显著地降低了玉米叶片的SPAD 值;在常规推荐用量下,莠去津与烟·莠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烟嘧磺隆与莠去津和烟·莠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倍量处理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表2 不同处理下玉米叶片SPAD 值的变化

试验处理
喷药后8d

SPAD 值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喷药后15d
SPAD 值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人工除草 41.94±1.01ab 0.00 44.75±1.19b 0.00

莠去津推荐剂量 41.44±2.21b 1.19 43.63±2.85bc 2.50

莠去津倍量 43.00±1.85a -2.53 46.81±2.79a -4.60

烟嘧磺隆推荐剂量 39.56±1.77c 5.67 40.02±1.42d 10.57

烟嘧磺隆倍量 30.93±1.57d 26.25 31.83±0.86f 28.87

烟·莠推荐剂量 42.54±2.29ab -1.43 43.09±1.70c 3.71

烟·莠倍量 38.29±1.66c 8.70 38.53±1.56e 13.90

  注:表2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列中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处理对玉米株高的影响

由表3可知,喷药后8d,与人工除草相比,所有处理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玉米的株高,但莠去津倍

量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处理均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推荐剂量

下,莠去津与烟·莠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烟嘧磺隆与烟·莠和莠去津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倍量处理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喷药后15d,与人工除草相比,所有处理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玉米的株高,但莠去津倍量、烟·莠

推荐剂量、烟嘧磺隆推荐剂量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处理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推荐剂量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倍量处理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在所有处理中,从喷药后8d至喷药后15d,烟嘧磺隆倍量抑制玉米株高程度最深,其次为烟·莠倍

量,说明玉米的茎对烟嘧磺隆倍量最为敏感.
表3 不同处理下玉米株高的变化

试验处理
喷药后8d

株高/cm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喷药后15d
株高/cm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人工除草 53.47±2.97a 0.00 84.44±3.62a 0.00

莠去津推荐剂量 49.73±1.97b 6.99 80.40±2.77bc 4.78

莠去津倍量 52.4±2.90a 2.00 83.87±3.31a 0.68

烟嘧磺隆推荐剂量 44.63±1.84c 16.53 81.97±3.88ab 2.93

烟嘧磺隆倍量 41.15±4.51d 23.04 73.73±4.89d 12.68

烟·莠推荐剂量 49.50±1.32b 7.42 83.27±5.31ab 1.39

烟·莠倍量 43.2±2.85c 19.21 78.23±4.31c 7.35

  注:表3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列中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不同处理对玉米叶面积的影响

由表4可知,喷药后8d,莠去津的2种用量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处理与人

工除草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推荐剂量下,烟·莠与烟嘧磺隆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莠去津

与烟·莠和烟嘧磺隆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倍量处理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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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药后15d,莠去津倍量、烟·莠推荐剂量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处理与人

工除草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推荐剂量下,莠去津与烟嘧磺隆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烟·莠

与莠去津和烟嘧磺隆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倍量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4 不同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由表5可知 与人工除草相比,烟·莠和烟嘧磺隆的推荐剂量使玉米增产,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他处理则显著地降低了玉米产量;在推荐剂量下,烟·莠与烟嘧磺隆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莠去

津与烟·莠和烟嘧磺隆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倍量下,3种药剂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4 不同处理下玉米叶面积的变化

试验处理
喷药后8d

单株叶面积/cm2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喷药后15d
单株叶面积/cm2 与对照相比抑制率/%

人工除草 744.39±33.67a 0.00 1858.63±54.22a 0.00

莠去津推荐剂量 778.43±44.50a -4.57 1791.99±89.70b 3.59

莠去津倍量 779.09±93.65a -4.66 1882.66±55.49a -1.29

烟嘧磺隆推荐剂量 651.65±27.64b 12.46 1780.78±62.65b 4.19

烟嘧磺隆倍量 500.56±63.19d 32.76 1435.77±44.75d 22.75

烟·莠推荐剂量 651.7±123.18b 12.45 1853.29±78.74a 0.29

烟·莠倍量 565.81±97.54c 23.99 1685.78±56.26c 9.30

  注:表4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列中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不同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试验处理
折合产量/

(kg·hm-2)

比人工除草增产率/

%
试验处理

折合产量/

(kg·hm-2)

比人工除草增产率/

%
人工除草 9405a 0 烟嘧磺隆倍量 8021d -14.71

莠去津推荐剂量 7950d -15.43 烟·莠推荐剂量 9483a 0.84

莠去津倍量 8753b -6.94 烟·莠倍量 8235c -12.44

烟嘧磺隆推荐剂量 9146a 0.12

  注:表5中同一列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论与讨论

喷药后8d,烟嘧磺隆处理后的玉米叶间明显失绿,叶片出现不规则的褪绿斑、局部干枯、叶茎轻微皱

缩弯曲,影响心叶抽出,且烟嘧磺隆倍量处理过的玉米表现更为严重.莠去津倍量处理后的玉米叶色表现

得更为浓绿,可能是莠去津倍量处理刺激了玉米的生长,而莠去津推荐剂量下的玉米生长状况与人工除草

相比,无太大差别.与对照相比,烟·莠推荐剂量处理下的玉米长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抑制,说明莠去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烟嘧磺隆对玉米的药害,而烟·莠倍量处理下的玉米生长状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抑

制,说明其浓度越高,对玉米生长影响越严重,这与卢向阳等[7]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喷药后15d,受到药害影响的玉米虽然有所生长,但是与人工除草相比,其生长还是受到一定的抑制.

其中,烟嘧磺隆倍量对玉米生长的抑制最严重,玉米叶片失绿、发黄,叶茎皱缩卷曲等症状并未缓解;而烟

嘧磺隆推荐剂量处理下的玉米叶片症状虽未缓解,但其对茎伸长的抑制已解除.莠去津倍量处理下,玉米

整体生长状况与人工除草下的玉米并无太大差别,而莠去津推荐剂量处理下,玉米的叶色虽然与人工除草

相比并无差别,但是其株高和叶面积受到显著性抑制.与人工除草相比,烟·莠倍量处理对玉米生长产生

了一定的抑制,烟·莠推荐剂量下的玉米叶色略微发黄、褪绿,但株高和叶面积与人工除草相比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在复配药剂中莠去津减轻了烟嘧磺隆对玉米的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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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莠和烟嘧磺隆推荐剂量下的产量与人工除草的产量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处理的产量

均与人工除草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产量明显低于人工除草后的产量.可能是因为莠去津常规用量

除草效果较差,导致玉米在后期的生长过程中与杂草竞争养料,杂草过多而使玉米减产;而烟嘧磺隆倍量

虽然除草效果很好,但是对玉米药害的影响较严重,从而使玉米减产.莠去津倍量的产量略高于烟·莠倍

量的产量,可能是因为烟·莠倍量对玉米造成药害要大于莠去津倍量对玉米造成的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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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RecommendedDoseandDoubleDose
ofThreeHerbicidesontheGrowthofZhengdan958

HOU Wen-bang, ZHOU Lu
CollegeofAgriculture,He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LuoyangHenan471003,China

Abstract:Threeherbicides,4%nicosulfuronsuspendingagent,38%atrazinesuspendingagentand24%

nicosulfuron·atrazinedispersedoilsuspendingagent,whichwerecommonlyusedinthefields,werese-

lected,andrespectivelysprayatfive-leafstageofmaizeZhengdan958withtherecommendeddoseand

doubledose,manualweedingascontrols.BymeasuringSPADvalue,plantheight,leafareaandyieldof

thedifferenttreatmentsevaluateditsinfluenceoncorn.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thecon-

trol,boththerecommendeddoseofnicosulfuron,atrazine,nicosulfuron·atrazineandtherecommended

doubledoseofnicosulfuron,nicosulfuron·atrazinehadacertaininhibitiontotheearlygrowthstageof

maizeZhengdan958,therecommendeddoubledoseofatrazinehadacertainpromotiontotheearlygrowth

stageofmaizeZhengdan958,therecommendeddoseofnicosulfuron,nicosulfuron·atrazineincreasedthe

yieldofcorn,othertreatmentsinducedtheyieldofcorn.

Keywords:herbicide;dose;zhengdan958;five-leaf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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