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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垦区旱田杂草调查及草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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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西 省渭南农垦局农科所 )

摘 要

垦区旱 田杂草 1 2 2 种 ( 或变神 )
,

在生产土危可严重的有20 种
。

危害值 ( 相对密度
、

相对沈度与怕对须度之和 ) 可作为
一

平价每种杂草危 害程度的一

个指标应用
。

麦田有草 68 种
,

其中危害值大
一

l
几

10 % 的有
:

芦苇
、

离蕊芥
、

拼 娘篙
、

王不

留行
、

黎
、

齿果酸模
、

打碗花
、

麦仁珠等 8 种
。 一

长柔毛野碗豆 ( 毛叶首子 ) 的危害值虽

仅 1
.

8 9 %
,

但局部地块危害严重
。

野燕麦危害值从 78 %
,

个另lJ田块受害
,

应引起重视
。

滩地芦苇危害较重
,

近年来
,

虽采取有效措施
,

数量大减
,

但部分地块迄今仍受其害
。

离蕊芥沙质土最多
,

危害最重
。

播娘篙
、

王不留行普遍危害较重
。

麦仁珠灌区较多
,

用

过 2
.

4一 D 类药剂防除的田块数 显增多
,

应注意选择理想药剂防除
。

葬以幼苗居 多
,

危害

不烈
。

棉 田有草 55 种
,

危害值大 于 10 %的有
:

马育 ( 包括毛马唐与止血马唐 )
、

狗尾草 ,

葵
、

大画眉草 ( 包括小画眉草与画眉草 )
、

牛筋 纂
、

稗
、

香附子
、

虎尾草
。

马唐
、

狗尾

草
、

菊 的危害值均在 39 %以上
,

农田普遍发生
,

危害严重
。

大画眉草 以沙质土最多
,

危

害最重
。

龙葵农田数量虽少
,

但单株投影面祖大
,

危害较重
。

香附子难以防除
,

应予以

重视
。

在生态条件相近的麦田
,

川草作比与产量的回归方程测算麦田草害减产百分率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

据测算垦区小 麦因草害减产 9
.

13 一 1 6
.

5%
,

并影响出售等级和面粉品质
,

有的杂草还影响机收的进度和质量
。

棉花苗期受害严重
,

刘棉花的产量
、

品质都有影响
。

麦田杂草发生的高峰有两个
,

十月中旬

—
十一 月上句出现 冬前高峰

,

三月下旬出

现冬后高峰
。

早播麦田冬前高峰大
,

晚播麦田冬后高峰大
。

麦田杂草的化学防除宜在发

生高峰前进行
。

棉田杂草发生 的第一高峰在五一六月
,

第二高峰七一八月
。

棉田杂草的

防除
,

应以第一发生高峰为主
。

注
: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 中
,

得到垦区 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
。

西北农学院 闻洪 汉教授
、

张智敏老师热情 指导
,

校审

文稿
,

协助解决有关问题
。

西北农学院杨春峰 副教授
、

省农科院粮作所 王玉 成所长
、

科研生产处刘文浩 副处长
、

省

农垦局陈焕庭 高级农艺师
、

全国杂草研究会主任委员
、

南京农学院李扬汉教授
,

均予 以热情指导
。

西北 值物 研究所

何善宝工程师校审了所用学名
。

华阴农 场试验站赵铎峰同志于 1 9 7 9年参加本场调查工作
,

本所部 分工人参加 调查和

资料整理工作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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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垦区田园草害较重
,

如何减轻草害是农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化学除草技术的发展
、

应用
,

垦区化学除草的试验
、

示范
、

推广工作业已开展
,

以化学除草为中心的综合除草体系正待建立
。

但未作草情的调查研究工作
,

而杂草的防

除又必须在草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

为此
,

我们从 1 9 7 9年开始本区农 田杂草种类
、

分布
、

感染
、

危害以及消长动态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

杂草的种类
、

分布
、

感染度采

用地植物学的调查方法
; 消长动态 以定位观测记载为主

、

结合大田调查进行
;
杂草对小

麦产量的影响则用生物统计法运算
。

现就三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农田杂草的种类与分布

( 一 ) 基本情况和 自然条件
:

渭南垦区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
、

华阴县境 内
,

地理位置在东径 1 0 9
“
5 0 /

一 z x o
O

1 5 ` ,

北纬 3 4
“
3 7 产一 3 4

“
5 9 `之 间

。

全区四个机械化国营农

场
,

有土地 36 5 ,

04 8亩
,

其中耕地 2 7 5 , 6 5 5亩
,

全部为旱 田
。

主栽小麦
、

其次为棉花
、

油料

以 及果树
、

蔬菜
、

香料等作物
。

三门峡库 区的土地
,

多为黄
、

渭
、

洛河的河漫滩地和部分沙苑 台地
。

河滩地 地 势 较

平 坦
,

海拔 33 0一 33 6米
,

土壤为洪水漫滩淤积的沙土或粘土
,

少数田块为盐渍土
。

沙苑台

地海拔 3 38 一 3 50 米
,

有未平整的小型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

土壤为风沙土
。

大荔农场位居洛

河下游灌区
,

海拔 35 7一 37 了米
。

土壤以楼土为主
,

少数 田块为灌淤土和盐渍土
。

全区年

平均气温 13
.

4℃一 1 4
.

8℃
。

年降水量 50 0一 60 0毫米
。

7
、
8

、

9 三个月为多雨季节
,

约 占

全年降水量的一半
。

无霜期 2 10 一 2 30 天
。

( 二 ) 杂草的种类
:

三年来
,

我们先后在本区采得 田园杂草标本 20 0 余种 ( 或变

种 )
,

其中农田常见或较常见的有 1 22 种 (或变种 )
,

隶属 32 科
、

95 属
。

以禾本科 ( 22 种 )
、

菊科 ( 2 6种 )
、

葵科 ( 9 种 )
、

豆科 ( 8 种 )
、

十字花科 ( 7 种 )
、

寥科 ( 7 种 )
、

紫

草科 ( 6 种 )
、

茄科 ( 4 种 )
、

大戟科 ( 4 种 ) 较多
。

根据杂草发生和繁殖的特点
,

可分为一年生
、

越年生和多年生三种类型
。

一年生杂草

46 种
,

主要危害棉花
、

花生等秋熟作物
,

其中早春杂草对小麦
、

油菜等夏熟作物亦有危害
。

越年生杂草 48 种
,

主要危害夏熟作物
,

秋作物田 中虽亦有发生
,

但已不 能 危 害
。

多年

生杂草 28 种
,

夏
、

秋熟作物均受其害
。

以分布与危害程度分为四个等级
:

I 级

—
已进

入农 田
,

但数量不多
,

危害不重的杂草 49 种 ( 占总草数的 4 0
.

1 6 % ) ; I 级

—
分布普

遍 或大部分农 田发生
、

危害较重的杂草 53 种 ( 占 4 3
.

4 4% ) ; 皿级

—
局部地区危害严

重的杂草 13 种 ( 占1 0
.

66 % ) ; W级

—
农田普遍发生

、

危害严重的杂草 7 种 ( 占5
.

74 % )

具体划分见表 1
。

( 三 ) 农田杂草 的分布
:

杂草的种类组成
、

分布与环境条件关系极大
,

即在同一气

候区域内
,

同一作物田中
,

亦 因地形 地势
、

土壤类型
、

耕作方式
、

管理水平等条件不 同

而不同
。

为便于各农场因地制宜地制定除草策略
,

现以地形地势和土壤类型等生态条件

分区说明
。

1
.

沙苑风沙土区
:

沙苑有五十余万亩土地
,

垦区耕种 7 , 4 56 亩
,

占垦区总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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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
_
_

一 -
~

一
门 , 口

的 2
。

7 %
。

土壤膺薄
、

保水
、

保肥力差
。

主要种植小麦
、

花生等作物
。

麦田杂草 27 种
,

其 中离蕊芥的相对密度为 2 4
.

4%
,

分布普遍
,

!戈片发生
,

连作时间愈长
,

发生片愈大
,

危害愈重
。

其它如打碗花 ( 8
.

7 9 % )
、

茵陈篙 ( 5
.

4 3 % )
、

播娘篙 ( 5
.

3 3 % )
、

节节草

( 4
.

7 3% )
、

夏至草 ( 1
.

93 % )
、

田旋花 ( 1
.

31 % )
、

王不留行 ( 1
.

24 % ) 以及刺儿菜

( 。
.

6% )
、

角茵香 ( 0
.

59 % )等分布亦很普遍
,

有些杂草在部分田块中危害 严 重
。

一 年

生早春杂草如疾黎 ( 7
.

0 3 % )
、

虫实 ( 5
.

3 7肠 ) 等数量亦较多
,

但均系幼苗
、

危 害 不

烈
。

花生田杂草 1 5种
,

其中大画眉草的相对密度为 2 3
.

0 2%
、

羡薄 1 6
.

54 %
、

马唐 15
.

8 3%
、

香附子 1 3
.

3 8%
,

普遍危害较重
。

其它 如 狗尾草 ( 8
.

63 % )
、

芦苇 ( 6
.

7 6% )
、

节节草

( 2
。

6 9% )
、

葫 ( 2
.

5 9% )
、

牛筋草 ( 2
.

4 5% )
、

虎尾草 ( 1
.

8 7% )等分布亦很普遍
。

附

近农民田 中硬 阿魏 ( 沙茵香 )
、

刺葬等较多
。

总之
,

该区农田草种少
,

发生时间较为集

中
,

容 易防除
。

2
.

河滩沙壤土区
:

土壤肥力中等
。

垦区种植面积 15 9 , 1 5 3亩
,

占垦区总耕地 面 积

的 5 7
.

7 4 %
。

主栽小麦
,

其次为油料
、

棉花等作物
。

麦田杂草 41 种
,

其中离蕊芥的相对

密度为 6 8
.

02 %
,

最多 田块高达 8 2
.

0 2 %
,

比风沙土发生量大
,

长势好
,

部分田块受害严

重
:

汕菜茬 麦田
,

油菜 占1 0
.

4 5 %
,

个别田块高达 8 3
.

2 6% ;
部分田块长柔毛野豌豆 (毛叶

酋子 ) 成灾
,

严重影响机收的进度和质量
,

并影响出售等级和面粉的品质
。

其它如芦苇

( 6
.

0 9 % )
、

打碗花 ( 5
.

7 3% )
、

旱型两栖寥 ( 0
.

6 3% )
、

播 娘 篙 ( 0
.

6 0% )
、

雀 麦

( 。
.

5 6 % )
、

夏至草 ( 0
.

33 % )
、

齿果酸模 ( 0
.

2 3% )
、

王不 留行 ( 。
.

2 2% ) 等亦较普

遍
,

但数量不大
,

容易防除
。

棉田杂草 24 种
,

其中狗尾草的相对密度为 2 8
.

6 8%
,

马 唐

1 9
.

9 7 %
,

大画眉草 1 5
.

34 %
,

牛筋草 1 1
.

40 %
,

蘸 1 1
.

31 %
,

普遍危害较重
。

其它如香附

子 ( 5
.

7 2% )
、

落地稗 (1
.

56 % )
、

龙葵 ( 1
.

45 % )
、

节节草 ( 1
.

2 2% ) 等分布 亦 较 普

遍
,

部分田块受害较重
、

防除不及时常造成草荒
。

3
.

河滩粘壤土区
: 土壤肥力较高

。

垦区种植面积 8 8 , 6 6 6 亩
,

占 总 耕 地 面 积的

3 2
.

1 7 %
。

主栽小麦
、

棉花等作物
。

麦田杂草 40 种
,

其中播娘篙的相对密度为 1 7
.

17 %
,

芦苇 9
.

1 4%
、

王不留行 8
.

64 %
,

分布普遍
,

危害较重
。

其它如齿果酸模 ( 7
。

22 % )
、

打碗

花 ( 4
.

1 1% )
、

离蕊芥 ( 3
.

3。% )
、

黄花篙 ( 1
.

8 4% )
、

雀麦 ( 1
.

6 2% ) 等多集中部分农

田中
,

数量也不多
,

容易防除
。

葬 ( 1 3
.

0 2% )
、

猪毛菜 ( 1
.

2 2% ) 等一年生早春 杂 草

幼苗虽较多
,

但麦株长势好
,

抑草力强
,

已不能危害
。

棉田杂草 32 种
,

其中马唐的相对

密度为 2 6
.

1 3%
、

菜 17
.

18 %
、

香附子 1 1
.

4 9%
,

危害严重
。

其它如落 地 稗 ( 5
.

7 1% )
、

驹 尾草 ( 4
.

9 4夕石 )
、

打碗花 ( 2
。

3 9% )
、

龙葵 ( 1
.

7 1% )
、

虎尾草 ( 1
.

5 3% )
、

皱果览

( 1
.

50 % )等分布亦较普遍
,

有的田块数量亦较多
。

但发生期较集中
,

只要杀下第一个发

生高峰
,

即可减轻危害
。

4
.

洛河灌溉楼土区
:

土壤肥沃
。

面积约 1 1 , 7 28 亩
,

占垦区总耕地面积的 4
.

25 %
。

主栽小麦
、

棉花等作物
。

麦田杂草 55 种
,

其中麦仁珠 ( 猪殃殃 ) 的相对密度为 2 0
.

95 %
,

播娘篙 15
.

42 %
,

分布较广
,

部分田块受害严重
。

其它如离蕊芥 ( 8
.

6 6% )
、

王不 留 行

( 7
.

0 2 % )
、

班种草 ( 3
.

7 4% )
、

刺儿菜 ( 3
.

0 3% )
、

打碗花 ( 2
.

1 4 % )
、

离子草 ( 1
.

2 9%)
、

算 ( 。
.

86 % ) 等数量亦较多
;
个别田块野燕麦

、

节节草危害严重
,

已改种棉花
。

棉田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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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3 8种
,
其中狗尾草的相对密度为 5 1

.

09 %
,

马唐 3 8
.

6 2%
,

分布普遍
,
危害严重

。

其它

如落地稗 ( 5
。

7 4% )
、

刺儿菜 ( 2
。

5 9% )
、

野糜子 ( 2
。

3 3% )
、

野西瓜 苗 ( 2
。
1 2% )

、

田旋花 (1
.

59 % )
、

芭英菜 ( 1
.

3 3% ) 以及龙葵 ( 0
.

8 2% )
,

简 麻 ( 0
.

7 6% )
、

曼 陀 罗

( .0 7% )
、

香附子 ( 0
.

6 5 % ) 等分布亦较普遍
。

秋季发生的 越 年生杂草
,

如 秃 疮 花

( 2、 4 9% )
、

黄花篙 ( 0
.

6 7% )
、

养 ( 0
.

67 % )
、

拢牛儿苗 ( O
。

6 4% ) 等亦有一定数量
,

但

已不能危害
。

总之
,

该区棉 田杂草种类多
,

发生期较长
,

但只要杀下第一个发草高峰
,

就不致发生草荒
。

5
。

盐渍土区
:
面积约 8 6 5 2亩

,
占垦区总耕地面积的 .3 14 %

。

据本所化验室资料
,

主要成份为硫酸盐和 氯 化 物
,

总盐量 0
.

33 8一 0
.

38 3%
,

lC
一

占总盐量的 。
.

1一 1 0
.

16 %
,

30
` “

占。
.

14 一 0
.

2%
。

主栽小麦
。

不同田块虽因成份或地形差异而杂草有所变化
,

但均

以葬
、

灰绿葬
、

灰绿碱蓬
、

地肤等拳科杂草为主
,

低湿地有芦苇
、

鳗肠
、

棒头草等
。

危

害不重
,

容易防除
。

表 l 农 田 主 要 杂 草 分 类 表

亘巨…
” 学

” ,i’
一

` 一

巨盔
一

i’’
”

石
境

一
` 一

…靡
翌回

万 。 “

默黑盅 …
多年生

…刽黔高粼
”

…二
桑 科

…
“ 草

…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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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u s g a l l f

落地稗
v a r 明了t i s ( P u r s h

。

)

P e t e t m
。

一年生 种子
农田

、

渠边
、

水边
、

湿地

虱子草
T r a g u s b e r t e r o n f a ” u s

S o h u l t
。 一年生 种子

荒地
、

路边
、

农田

甚少

荻
M i

I
o r

: e a n t h u : : a e e h a r i f
-

u s
( M a x i m

.

) B e n t h
.

多年生 根茎 沟渠
、

湿地
、

白 茅

e t H o o k
。

f
。

I m P e r a t a e y l i n d : i c a

( L
。

) B e a u v 。

V a r .

阴 a j
( N e e s

) C
。

E
。

H u b b
。

根茎 农田
、

沟渠
、

沙荒地
生多年rO

词
香附子

…
· ·· · r ·

一
L

·

多年生 块茎 }农田
、

路边
、

渠岸 } I

二
、

农田杂草的感染与危害

( 一 ) 麦田

1
.

感染度与感染危害的分析

三年来
,

我们先后 目测麦田 30
, 5 92 亩

,

按五个等级进行统计
。

其中 I 级 ( 草极少 )

的面积 3 , 4 3 6亩
,

占 1一 2 3% , 亚级 (草少 ) 9 , 0 9 1亩
,

占 2 9
.

7 2% , l 级 ( 草 中等 )

1 1 , 2 3 2亩
,

占 3 6
.

7 2% ; W级 ( 草多 ) 3 , 3 2 5亩
,

占 1 0
.

8 7% ; V级 ( 草极多 ) 3 ,

5 0 8亩
,

占 1 1
.

4 7%
。

在 目测的基础上
,

选点取样
,

进行样地调查
。

样地最小面积为 一平方米
,

最大六十四平方米
。

1 9 7 9年与 1 9 8 0年 5 月共调查十四个单位 (次 )的 1 1 ,
7 81 亩麦田

,

调查

结果见表 2 。

1 9 7 9年麦田平均每平方米有草 4 2
.

9 5株
,

草作比9
.

43 %
。

1 9 8 0年因持续干旱时间较

长
,

( 1 9 7 9年n 月至 1 9 8 0年 3 月总降水量仅 2 3
.

7毫米 )
,

平均每平方米有草 18
.

84 株
,

草作比 7
.

47 %
。

以滩地沙质土感染度最大
,

平均每平方米有草63
。

30 株
,

草作比 14
.

95 % ,

滩地粘土感染度最小
,

平均每平方米 20
.

62 株
,

草作比4
.

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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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
一

舒于块样地中共有杂草 6 8种
,

其中感染严重或较重的杂草 29 种
。

各草感 染 度 见

咬表 3
。

表 2 麦 田 杂 草 感 染 度

质土势地形地
面积

( 亩 )

前 茬 !样地数
杂草数量 1小麦株数 }草作

} } 比
(株 / m

“
) {(穗 / m

’
) } ( % )

单
年份

八aOé,l八0今曰。én,内了Oé乃̀峥才J任口口戒性J性八石九htlt了勺自只én
é尸O八b

.. ... .

……
氏户曰ó口110自J任J任一a伙月

八00自ō匕n
UOJ片了111门乙巧了

.. ..

……
内匕Q心目了n乙户ntll匕Qé六UQ心óUno月19曰嘴.占naJ生产O八b,11工

,1

华阴农场六站

华阴农场六站

华阴农场六站

华阴农场五站

朝邑农场五站

朝邑农场五站

华阴农场二站

华阴农场三站

沙苑农场六站

农科所试验站

大荔农场四站

大荔农场二站

大荔农场二站

合 计

1 0 0 0

7 2 0

1 0 0 0

3 1 0

8 1 1

6 0 6

1 4 4 0

2 0 0

4 0 0

3 4

2 8 8

3 3 9

3 6 9

7 5 1 7

滩地 粘壤
棉花

、

芝麻
`

小麦

5

4

4

4

5

5

2 1

7

7

8

1 3

5

2 1

1 0 9

4 9 7
。

7 7 7

6 2 3

6 4 6

2 8 5
。

2 6 8

3 8 6
。

6 1 3
。

3 0 2
。

6 5 5

6 5 3
。

6 8 8
。

6 1 1
。

7

2

4

1

1 2

2

沙壤 2 9 } 3 7

台地

灌区

7 `
1”

4 2 { 1 9

楼土

一九七九

4
。

4

1 1 0
。

2 1 1 8
。

0 1

月,no.合ù勺ùO
J住,JJ组内J叮自,上,曰

:…
ū了口甘,土八Jl上R
ù

O白

!
.

leel
. eses

.

es
.

esesesl
.

eseses
.

!es
.

i
l

华阴农场二站

华阴农场三站

华阴农场八站

沙苑农场八站

大荔农场四站

大荔农场四站

合 计

7 2 0

4 0 0

6 3 0

1 6 6 6

5 6 0

2 8 8

4 2 6 4

滩地 沙壤

”

小麦

”

粘壤

灌区 楼土

3 1 3
。

2

4 4 1
。

7

5 2 6
。

9

5 8 9

6 5 2
。

8

1 4 4
。

8

尸a` .山八O门甘O口

n甘八O,上1孟口氏ō袱à

:…
八JLat了QU厅I八11é勺山111人沼任

20202020205105

””””

…
一

l

川川
J

州叫
IJ I

总 计 1 1 7 8 1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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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麦 田 主 要 杂 草 感 染 度

草 名
…密度my(t { 高度 ( em )

物候期
平均 }最大 }平均

单株投影面积
( em

“
)

平 均
}
最大

单株鲜重
( g )

平均
4
最重

生耍空…
( % ) )

眠养眠养眠养眠养实养养眠眠实休营休休营营休营结营营休休结1 6 0
。

1 5

4 7 0
。

6 2

1 3 0
。

1 3

2 0
。

8 4

5 6
。

6 6

2 6 9
。

8 5

2 3 1
。

9 2

9 0 6
。

5

1 5 4
。

1 2

1 3
。

2 8

1 0 7
。

2 2

1 4 8
。

0 3

1 9 5
。

0 8

2 4 4
。

6 4

1 1 4
。

5 0

5 4
。

7 4

2 9
。

4 0

1 6 9 8
。

0 7

2 7 6
。

5

4 6 9
。

8 6

1 0
。

4 4

5 0

1 6 3
。

9 7

5 0
。

6 5

1 6 6 4

1 5 0 0

5 2 5 2

7 0

2 8 5

3 0 2 4

1 6 4 0

2 2 2 6

3 8 1
。

5

1 8 2 4

5 6 9
。

3 3

4 0

2 7 4

氏口00二厅才月任n口OU八b八匕月任勺自O自八OL勺月任0口j任gdJ.占八6.̀人
..

…
1 7 4

3 7 0

3 0 0

5 0 0

8 0 0

2 8 0 0

8 8 4

3 4 2

1 2 0

4 7 6 0

1 2 0 0

3 0 0 0

7 2

1 0 5 0

3 6 0

2 7 0

结实
、

营养

养眠眠养眠养眠养养眠养休营休休休营营营营休营

O。,土n甘1上二do公110J5
八̀,曰八O刀任尸aOOJ任QOno注人孟比ù八jCO口d沼任一HJ任一勺八匕Qd介O,10dl上1么月任1上

……
!
l

eeeees
ó

es

es
es..
.

.

.

汀
..............心..
.

les

es
es
ereses.几

……
l

…

nù
ō

八nU厅甘才
、
凡O叮才1山八U八」

八bJ.土

勺山O口

11 0

1 0

ǹ厅̀O口00八OQù乃0nOQUt
了l八hG公,上nO0lt叮ILO叮JJ49臼O乙斤了00COCOn

ù厅OrU曰
..11no八匕乃bl
ó

QU009口行了一ó9曰八匕
ó
口
ǎ挑

. ................

……
八OJ达一几0110自氏JO乙Qé一ó。Jno
JLLō叮̀一了OJO白1上O乙八UOC曰.土J峡,口月了厅了

1

1ee
!||t人浴|
,

11廿LI7
卜
ee

|
卜

|
.

|
叹厂
l

|
l

…||
沪口

|
|
.

|
.

|
.

|…
!
日以|l|阵
I’es

............

!
.̀.....

11
................,.....

es
..............̀..........

es
............J̀

l
`
..

.

es
es
eseses
.

es

eses
es

es
es
i

.

4

O口几O,.一O自1工勺自no00QU一艺nÙ.人八hgù,上八匕J性,孟今曰
12984943433836幼2019

ù
OC入à,
土咬才nO7沈刁

闷.上
J.上1上,
lxl土

。

1 6

。

1 6

。

14

。

1 4

。

13

。

1 2

。

1 1

。

1 0

。

0 6

。

0 6

9曰八U刀叮性了

离 蕊 芥

芦 苇

播 娘 篙

打 碗 花

麦 仁 珠

李

王不留行

齿果酸模

早型两栖寥

灰绿碱蓬

芭 笑 菜

雀 麦

夏 至 草

班 种 草

刺 儿 菜

小花糖芥

小白酒草

算

黄 花 篙

离 子 草

草 木 栖

独 行 菜

猪 毛 菜

田 旋 花

节 节 麦

篇 蓄

长柔毛野豌豆

野 燕 麦

油 菜

。

0 5

。

0 1

1 7 4

3

3 0
。

7 4

6 5
。

2

5 4
。
0 4

7 2

2 7
。

7

3 5
。

4 4

4 2
。

0 5

6 1
。

0 3

1 2
。

9 3

8
。

2 7

1 7
。

1 7

6 8
。

6 9

3 1
。

5 4

3 7
。

5 9

2 5
。

0 8

7 0
。

8 5

10
。

0 8

5 0
。

9 1

5 9

4 4
。

2 0

9
。

9 3

1 3
。

5 6

1 6
。

1 6

3 5
。

3 8

6 4
。

1 7

9
。

8 8 2 0 3

1 2 7

眠眠休休0 0 3 }3 7 4

最高

8 5

1 2 3

1 4 6

8 0

8 2

7 O

9 6

1 4 2

8 0
。

8 4

2 6

1 2 1

9 4

5 5

1 2 0

1 0 8

3 3

6 4

1 2 1

6 6

3 2

3 0

2 7

1 0 4

9 0

4 5

1 8 2

1 5 2

1 3 0

}1 0 8 6
·

1
2 7 5

4 0 15

2 0 7 0

8 0 0
。

7 9 } 6 0 3 0

。

5 8

。

7 5

4 6

6 1 0

。

2 0

。

0 1

。

8 4

。

3 8

。

8 6

。

6 9

。

4 1

。

2 6

。

2 9

。

3 3

。

2 0

。

6 1

。

8 5

。

2 9

。

0 4

。

8 5

。

3 7

。

2 0

。

4 1

。

8 5

。

0 8

。

5 2

。

2 9

。

4 1

。

8 1

。

4 1

。

8 5

。

2 5

。

7 2

结实
、

休眠

月任一洲ù

叮了n甘0口夕一

:
1ō
月任11

OOt了

9曰9白乃白,上1人1孟八们ùnUnénUnUnnUU
幽
IIUCU八U八U八V(\U八UO八V八énUnU
六U八U

2
。

4 7

为探讨各种杂草感染危害的程度
,
我们作了感染危害的分析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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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麦田主要杂草感染危害分析表

频 度
相对频度
( % )

危害值
( % )

势)优%对̀相度
度势优

草 名

}备济
相对密度

( % )

一óOULa厅1La八八ù巧0OJ,i008月任八UC
éno月任一衬Jq

...

……
9曰ù艺八Q八UCOg月1占八U丹b239目,ú,上

111山月l

O八00,JOUQ口今自哎é一匀J侠9自0
.口口

:…
J任月任丹0OJ,O

QJJ任,上八匕ùó,自,dQOU八ùJ任八Ut了óó,生nUnUt̀ù匕性刀,自QtU了内匕八匕一b通
ō

.. .....

……
0口几0no勺白,目,一,曰1上.工,上,山1上1二

nU泣
ǎǔ
吕八O。口1上ntJLat了内匕八匕,自,自八b内bt

了

斤̀了。Oj任目了O。互口几匕J任O。性月钾了1二nU八h八Dt了八OQ自J任叮了月任刀任ǎ吕口氏内hg目。O八00口成任ǹno月任八0叮10白O口山吟Qó
..... .................

……
丹j11OU,l勺̀门̀勺司Jd

J` .1门目ō .1J.1月
..占r.̀r之r`ō .J̀.J户
J

,̀ J̀J.. .J月̀ō, .J,
..户.、,J.卜门钊

1上1上

1

1
ee
.

.

.. .

es
.es.

eswe
es
`

r
es

……
0
。

1 1 0 1

0
。

3 9 2 0

0
。

3 0 8 4

0
。

4 1 4 1

0
。

0 9 6 9

0
。

0 9 2 6

0
。

1 13 8

0
。

1 5 8 6

0
。

0 6 2 6

0
。

12 3 3

0
。

0 5 2 0

0
。

0 6 6 1

0
。

0 5 3 9

0
。

0 2 2 0

0
。

0 8 0 4

0
。

0 8 3 7

0
。

0 4 8 5

0
。

0 4 8 5

0
。

0 8 8 1

0
。

0 4 4 1

0
.

0 4 8 5

0
。

0 5 2 9

0
.

5 8 5

0
。

0 6 2 5

0
。

0 4 4 1

0
。

0 3 5 2

0
。

0 4 4 1

0
。

0 3 0 8

乃心月任,山八00口。nù厅̀O八,上né,上0é八0Q.一了八00。Od钾了尸Ot了O八àù日月任一b八U八U
, .一`工ù只ù00八匕nonU八bō“ó

..

……
0...

……
一城口UJ4八口一勺门了门钊,l刀勺卜门U,.二n目八目nUnllù八们ù六引切月.二n们户钊n卜é们钊nU八引U八IIU八llU八目

,1

1
1

ee
.

l
.

l

l

l
es
.esl
、

es
ee
r

eewe
..

l
.

!
es
...r...........` ..1` ...........................r
几

I
l

l
es
ee

4IJ…
eses

八01人一ó00QJO口八匕00LO
月.上,山八西à丹00八Q
.比OUJ司.工OUt勺户0tt尸廿口Jlù只ù内O0八0nU工勺弓自,自八匕,自内匕八U

ónù八0Q.7OUt
尹

Ò口八hg曰八O甲̀刀怡nljù0白户匀侈自口d
.... ...

……
0.....

……
0.

,l,1八UJLLù户勺今自厅̀口匀八U,目0自,上八U确.ǔn甘n甘n甘八Un
é八UC甘nUùO八甘n甘n八̀U

J.一,土月.工

l̀es.

r

ll
es
..

les…
.
.̀、.............

1
.

!es
.` 1..............................` ......

es
...、 ..

1
............

I

JJ
esl
ee

l
l
l

.. ...............
.

!
.

l
ee

苇芥篙
卜̀

娘蕊
芦离播

王 不 留 行

薄

齿 果 酸 模

灰 绿 碱 蓬

旱型两栖寥

雀 麦

斑 种 草

首 共 菜

刺 儿 菜

小 白 酒 草

夏 至 草

离 子 草

节 节 麦

黄 花 篙

小 花 糖 芥

猪 毛 菜

长柔毛野豌豆

野 燕 麦

篇 蓄

独 行 菜

田 旋 花

草 木 栖

0
。

1 1 1 1

0
.

0 3 8 8

0
。

0 2 8 0

0
。

0 2 2 7

0
。

0 3 0 2

0
。

0 4 4 4

0
。

0 0 3 4

0
。

0 0 6 4

0
。

0 2 3 8

0
。

0 0 0 6

0
。

0 0 6 6

0
。

0 0 5 3

0
。

0 0 4 9

0
。

0 0 4 1

0
。

0 0 2 2

0
。

0 0 0 5

0
。

0 0 4 1

0
。

0 0 6 1

花珠碗仁莽打麦

凡勺八UtlQ甘,自叮̀八U工口q̀丹匕Q口弓乙,生八UJ.上,几n
切n甘

...

……

2
。

3 6

2
。

4 2

2
。

1 5

0
。

9 8

1
。

1 2

0
。

4 9

1
。

6 4

1
。

1 3

0
。

1 4

0
。

4 3

0
。

4 3

0
。

3 6

0
。

2 0

0
。

3 8

0
。

1 9

0
。

1 6

O
。

2 1

0
。

1 3

O
。

0 6

0
。

1 4

0
。

1 6

0
。

1 0

0
。

0 1

0
。

0 0 3

0
。

0 5

0
。

1 1

0
。

0 6

0
。

12

0
。

0 0 3 9

0
。

0 0 1 8

0
。

0 0 1 6

0
。

0 0 1 1

0
。

0 0 0 1

0
。

0 0 1 0

0
。

0 0 0 6

0
。

0 0 0 3

0
。

0 0 0 1

从分析的结果看
,

危害值 10 % 以上的杂草
,

普遍危害较重或部分地块危害严重
,
大

于 1% 的杂草
,

部分地块危害较重或个别地块危害严 重 , 小于 l % 的杂草
,

危害不重
。

唯小麦生长后期发生的小草
,

密度与频度均较大
,

宠害值虽在 1% 以上
,

但危害并不重

或无害
。

因此危害值的应用
,

尚待今后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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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危害

据有关资料介绍
,

一般小麦田杂草危害减产 10 %一 20 %
,

严重者达 40 %以上
。

根据

我们的测算
,

垦区小麦因草害减产 9
.

13 一 1 6
.

5%
。

详见表 5
。

草害减产百分率
,

一般采用与无草田产量比较计算
。

但在实际调查中
,

往往不易找

到无草的样方
。

我们以回归线与 y 轴相交之点相应 y 值作为无草 田产量计算
。

现以华阴

农场三站 7 号条田为例
,

见表 6
。

·

表 6 麦 田 草 作 比 与 产 量 相 关 表

样方号 小麦穗数
( 株 /m

’
) 草作比 ( % ) 予产 ( 斤 /m

Z

)

14
。

2 5

`

8
。

0 3

5
。

2 5

2 3

2 8
。

0 4

n 1 8

4
。

8 1

4
。

0 5

1 0
。

4 4

2
。

1 9

3
。

8 1

O
。

8 2

1
。

9 6

2
。

7 9

0
。

2 1

3
。

8 5

0
。

4 0

5
。

9

1
。

4 8

l
。

3 8

1
。

5 7

1
。

1 3

5
。

1 1

6
。

7 1

x 3
。

2 6

3 1 2

4 2 0

3 6 4

4 6 8

4 7 2

4 8 6

4 6 0

5 1 0

4 8 8

4 4 2

4 0 8

3 4 0

5 5 6

5 0 9

5 12

4 6 4

4 5 0

4 1 8

0
。

5 7

0
。

6 2

0
。

5 0

0
。

7 8

0
。

8 8

0
。

8 0

0
。

8 5

O
。

9 0

0
。

7 0

0
。

7 6

0
。

6 8

0
。

5 4

0
。

9 0

0
。

8 1

0
。

8 4

0
。

8 2

0
。

6 8

O
。

7 2

丁 0
.

7 4

2
。

7 4

2
。

5 1

5
。

2 2

1
。

7 1

3
。

3 5

1上9ù勺口4
1
匕

0
。

6 6

1
。

6 7

2
。

5 1

0
。

1 5

2
。

9 3

0
。

2 7

3
。

1 9

1
。

3 3

1
。

1 2

1
。

3 2

0
.

9’ 3

3
。

4 7

4
。

8 3

么 x y 3 9
。

9 1

口J,ù
.

10叮100六UC八ù J任Od1上,上nOI山,上

,únj八hūOn
ù八匕八U,é

.

…

1上叮才,工n甘八O

,玉,曰

户nà行子000én甘1土9一今口去”性一a八勺厅200

111山,峭胜土1山J.占,二1人,土

么 x 5 8
。

6 1

刃 x , 30 8
。

9 5

万 y

万 y

13
。

3 5

1 0
。

1 6

( 1 ) 分析变量
x

( 草作比 ) 与变量 y ( 产量 ) 相关性
:

两变量的相关系数 (
!

)

为 一 0
.

6 4 3 8 ( 机率% ) 成高度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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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V一
(〔 x) (〔 y)

n
r二 I 石- - -

~、 ~

一- , 二 -一 ` 二 - -二二 一

一 下二 - - -一一- - - - -丁 - , -一二 ; - -二
万

_

/ l 尸 ~ 2 _ ( 已 x 夕
一

1
.

! , 一 2 _ 吸压 y 少
`

!
y 甘 忆 人 一

—
!
二

亡 y 一

—
l

` I I J ` U J

3 9
。

9 1 一
5 8

。

6 1 x 1 3
。

3 5

杯〔
3” 8

·

9 5 - 5 8
。

6 1 1 3
。

3 5

1 8

1 8

一

〕
·

〔
` ”

·
` 6

-

1 8

= 一 0
。

6 4 3 8

( 2 ) 回归分析

其中
:

= a

= y

+ b

一 b

〔 x y 一

X

( 〔 x ) ( 〔 y )

n

VJa

( 乏 x )
“

n

产爱ǎ熟夕

将各项值代入
:

y = 0
。

7 4 一 ( 一 0
。

0 3 0 1 4 x 3
。

2 6 )

+ ( 一 0
。

0 3 0 1 4 ) x

= 0
。

8 3 8 3 一 0
。

0 3 0 1 4 x

据回归方程作回归线
。

( 3 ) 推算该地减产百分率
Z 。

y x 二 a + l

V X = a

·

1 0 0 %

其中 y

y 值
。

设 a =

则
Z 二

x = a
为

x
等于任意值时之

。

8 0 8

8 3 8 3
) x 3

。

2 6
o一.0

一

01̀
、

X 1 0 0% = 1 1
.

7 2%

( 4 ) 推算亩减产数
。

据 y = 0
.

8 3 8 3 一 0
。

0 3 0 1 4 x

当 x = 0 日寸 y = O
。

8 3 8 3

亩减产为
:

0
。

8 3 8 3 又 6 6 6
.

6 7 x 1 1
.

7之%

= 6 5
.

5 0 ( 斤 )

姜田草作比辱产量的关系

草 作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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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不仅影响小麦的产量
,

而且影响出售等级和面粉的品质
。

1 9 7 9年我们在朝邑农

场取得 的四个小麦样品中
,

三个含长柔毛野豌豆籽
,

其中三站的 50 0克样品中含 58 5 粒
,

重 1 5
.

15 克
,

占小麦重量的 3
.

03 %
。

1 9 7 9年朝 邑粮站共收购朝 邑农场含长柔毛野 豌 豆籽

的小麦 1 , 2以
, 980 斤

,

损失 ( 扣杂 ) 小麦 4 2 9 6 2斤
。

据朝邑粮站介绍
: 面粉食后 有 失 昏

感
。

此外
,

长柔毛野豌豆
、

芦苇等杂草还严重影响机收的进度和质量
。

很多杂草是小麦

病
、

虫的中间寄主
,

往往造成病
、

虫的蔓延危害
。

( 二 ) 棉田

1
。

感染度与感染危害的分析

1 9 79
、
1 9 8 1年棉花收获前

,

我们先后调查了18 个作业站 ( 次 ) 的 8 , 5 15 亩棉花
, 调查

结果见表 7
。

近年来
,

各农场棉田管理较细
,

一般人工除草 2 一 5 次
,

机械中耕 l 一 3 次
,

基本

上消灭了草荒
。

大小草平均每平方米 3 5
.

5 7株
,

草作比 4 2 6
。

2 7%
,

其中大草约 占4 8
.

9 2%
,

草数仍以滩地沙质土最多
,

平均每平方米 3 7
.

3 7 株
,

草作比 5 25
.

35 % ; 滩地粘土最少
,

平均每平方米 2 1
.

9 6 株
,

草作比 3 2 9
.

4 8%
。

在 1 05 块样地中
,

有草 55 种
,

其中感染度较大和危害值 1% 以上的杂草22 种
,

各草感

染度及感染危害分析见表 8
、

表 9
。

表 8 棉 田 主 要 杂 草 感 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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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棉 田 主 要 杂 草 感 染 危 害 分 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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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危害

(1 )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1 9 7 9年 华 阴农场八站棉田

,

平均每平方 米 有 草

1 7
.

3株
,

其中大草 4
.

7 株
,

占 2 7
.

0 3%
,

主要是黎
、

马唐
、

狗尾草
、

香附子
。

试测减产

1 6
。

6 1%
。

1 9 7 9年大荔农场四站二区密植棉 田的固定样地与大 田比较 结 果
:
草 数 平 均 增多

9 4
.

1%
,

单株成铃减少 6 5
。

6 1%
,

铃重减轻 2 5
.

4 3%
,

衣指减少 18
.

94 %
,

籽指减少 18
。

92
,

减产 5 1
。

4 3%
,

见表 10
。

表 1 0 杂 草 对 棉 花 产 量
、

品 质 的 影 响

样 地

…
草数

单株
铃数

铃重
( g )

衣分
丈% )

衣指
( g )

籽指
( g )

纤维长度
( m m )

产 量
(斤 /亩 )

减 产
( % )

月任份d9自OU

:
厅̀001

. .......月 ......

一óO口J任.

左ǔ

:
J任5

................

一匕J任2O.

OUOU八0CO…
...............

固定样地

大 田

9 5
。

7 5 1
。

9 6 3
。

0 2

4
。

0 5

2 7
。

9 2

2 7
。

9 1

7 9
。

6 5

1 6 4

5 1
。

4 3

4 9
。

3 3 5
。

7

( 2 ) 对棉花生长发育的影响
: 1 9 7 9年农科所试验站棉田的固定样地与大田比较

结果
:

草数平均增多 17 4
.

49 %
,

果枝数减少 40
.

75 %
,

主茎节间长度增加 2 9
.

2 5%
,

始节

高度增加 4 0
。

9 6%
,

铃数减少 8 3
。

3 1%
,

晚落率增加 2 1
.

2 6% ( 见表 1 1 )
。

表 1 1 杂 草 对 棉 花 发 育 的 影 响

调查时间 ( 日 /月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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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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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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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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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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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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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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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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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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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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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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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
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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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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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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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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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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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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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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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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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2 2

1
6

·

3 6

}
5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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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农田主要杂草的消长动态及防除意见

1
.

麦田
:
本区小麦多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播种

,

10 月上
、

中旬出苗
。

多数杂草

与麦田同时出土
。

1 9 7 9年 9 月雨水充足
,

降水 10 6
.

6 毫米
, g 月下旬播种的麦田

,

10 月

麦田主要杂草俏长图

(农科 所 试 验 站 麦 田 )

9 7 9一 1 9 8 0

王不由行

林 莱

一
}…{

塑 !毕
、 、

....i1
鲤倒

丸
’
淞 侃

}{
’

{ }

{ :

{

{{一士
-

/

\
、

_拼 {

-. -.-.... ..

……发生率ǎ.o/à

、小
-

、乡
、、、

, -少
”“

、
、、 、U

!, , ,

夕认
浅峨

弘 咪
盆
张 % 呱

2

般 弘 恻
派
火

琴

日 期
.

(叭 )

||铸||||滋j ||||||可

死亡
·

早产%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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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 (平均气温 15
.

9℃ )杂草发生率达 39
.

40 % (累计发生率 5 5
.

2 0 % )
,

出现冬前发生高

峰
。

10 上旬播种的麦田
,

n 月上旬 ( 平均气温 12 ℃ ) 发生率达 3 5
.

0 9% ( 累 计 发 生 率

6 0
.

0 5 % )
,

出现冬前发生高峰
。

10 月下 旬播种的回茬麦
,

冬草数量极少
,

无冬前 发 生

高峰
。

王不 留行
、

独行菜
、

秃疮花以及旱型两栖寥等杂草在小麦出苗后即出现高峰期
。

播娘篙
、

莽
、

夏至草等多数杂草的高峰期则晚十天左右
。

1 1月 22 日 (平均气温 一 1
.

1℃ )

打碗花
、

芦苇
、

旱型两栖寥等多年生杂草的地上部分死亡
。

出现死草高峰
,

多数杂草 n

月 以后不再发生
,

唯播娘篙
、

离蕊芥冬灌或雨后屡有发生
,

直至元月 中旬发生量始见减

少
。

3 月上旬 ( 平均气温 6
.

8℃ )
,

莽
、

播娘篙等部分弱小苗死亡
,

出现死草小 高 峰
,

黍
、

篇蓄等一年生早春杂草开始发生
,

多年生杂草幼芽出土
。

3 月 下 旬 ( 平 均 气 温

7
.

8℃ ) 正茬麦田杂草发生率达 9
.

7 4% ( 累计发生率 9 7
.

0 4% )
,

出现冬后发生小高峰
,

回茬麦田出现发生高峰
。

4月下旬回茬麦田屡有发生
,

而正茬麦田 已不再发生
。

越冬杂草冬季生长缓慢
, 3 月以后生长加快

,

与麦苗竞争趋向激烈
。

一般越年生杂

草 的早
、

壮苗都能开花结实
,

由于草种不同
,

发生的时间不一致
,

开花结实的早晚亦不

尽相同
,

但 5 月中
、

下旬均渐成熟
,

生育期 20 0 余天
。

2
.

棉 田 : 本区棉花多在 4 月中
、

下旬播种
,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出苗

,

浅土中的草

籽常比棉花出苗早
。

1 9 7 9年 5 月降水 2 4
.

6毫米
,

下旬 ( 平均气温 2 1
.

9℃ ) 杂草发生率达

3 5
.

5 6 % ( 累计发生率 6 9
.

5 1% )
,

出现第一发生高峰
。

7 月降水 94 毫米
,

下句杂草率为

1 3
.

7% ( 累计发生率 8 9
.

2 4% )
,

出现第二发生高峰
。

每次雨后或浇水后都出现发 生 小

高峰
。

各草的发生高峰并不一致
, 5 月上旬

,

曼陀罗
、

商麻的发生率分别达 6 6
.

6 7 %
、

50 %
、

出现高峰
。

5 月中旬
,

稗 ( 落地稗 ) 的发率 llt
.

64 % ( 累计发生率 5 2
.

7 6% )
,

出

现高峰
。

5 月下旬
,

狗尾草发生率 ( 3 7
.

5% )
、

葵 ( 3 8
.

4 6% )
、

马唐 ( 30 % )
,

出 现 第

一次高峰
, 7 月下旬出现第二次高峰

。
1 9 8 1年 5 月降水仅 9

.

5 毫米
,

直至 6 月下旬
,

方

出现第一次发生高峰 ( 发生率 6 5
.

8 9% )
。

棉 田杂草发生得越早
,

对棉田危害愈大
,

因此
,

棉田杂草的防除应在第一发生高峰

前进行
。

以后发生的杂草
,

有些虽亦能完成其生活史
,

但对当年棉花危害不大
。

棉 田杂草多在 6 一 7 月间开花
, 7 一 9 月种子渐成熟

,

生育期 60 一 1 00 天
,

有些后

期发生的小草
,

如狗尾草
、

画眉草等株高仅 5 一 6 厘米就开花结果
,

生育期仅 一 月 左

右
。

棉田一般从 8 月开始死草
, 9 一 10 月出现死草高峰

,
但黎属

、

地锦草等晚苗直至冻

死前生长仍很健旺
。

在死草前后还出现不少越冬杂草幼苗
,

如香附子
、

夏至 草
、

秃 疮

花
、

苦菜等
,

但已不能危害
。

( 二 ) 防除意见

杂草的防除需用综合措施
,

只有把控制感染途径
、

生态防除
、

机械防除
、

化学防除

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组成 以化学除草为中心的综合除草体系
,

才能有效地减轻草害
,

促

进作物增产
。

1
.

化学除草

方法简单
,

除草效果显著
,

用工少
,

成本低
,

并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
,

应成为综合



西北农学院学报 18 92年第 2期

稀田主要杂草消长图

(农科 所试验 钻、

9 7,

`分
:

若众

丫多

,;
,

:
,!,!

:
勺汀门汀

.卜”勺|声之亡
。。。州J,一̀、、 ,

|”r翻...rr,户!|̀、、 J声/弓
、

l
卜l’.

派
卜队巨-l卜口一

曼陀罗

八
、 、 、 、

户/

伙协
. ...̀··

……

,飞、、飞叹
了了

习

” ,

众丫门
唐ù
ù
一雄一子一捆ù共ù要艺挪一笙酗马ù

ù

一拉香一野ù

滋leO11||||叶.J||饰||摊

发生由丈%)

气
`
粉 、 么 ,犯 z%

日 期

叭
`
矜 君歼

` 日 /月 )

除草措施中一项主要措施
。

1 9 76年大荔农场四站棉田化学除草示 范 85 亩
,

除 草 效 果

89
.

1%
,

亩增产 5 4
.

3 8%
,

亩用工减少 75 %
,

亩费用降低 37 %
。

1 9 7 9 年农科所用二甲四

氯
、

2
。
4一 D 钠盐两种除草剂在麦田试验

,

除草效果均在 94 % 以上
,

基本控制了草害
。

( l ) 麦田化学除草

施药时间及用药种类
:

麦田杂草的用药时间应根据草情
、

苗情
、

气候
、

土壤
、

播期

等因素决定
。

冬前用药最好在苗前处理土壤
,

春季用药最好在 2 月下旬至 3 月初小麦返青

至拔节前进行
。

当前在麦田化学除草剂品种不多的情况下
,

一般双子叶杂草危害严重田

块可用二甲四氯
、

2
.

4一 D 类药剂防除
。

禾本科危害严重田块用绿麦隆防除
。

野燕麦发生

严重田块用野燕估
、

新燕灵进行防除
。

其用量
、

用法如表 1 2
。

据农科所 试验
:

二甲四氯
、

2
.

4一 D 丁脂
、

2
.

4一 D 钠盐对播娘篙
、

离蕊芥
、

莽菜
、

王

不留行
、

油菜等主要杂草均有较好的防除效果
。

增产幅度在 8
.

5%一 3 7
。

7% 之间
。

在适

宜的用药时期和用药量的情况下
,

对小麦未见不 良影响
,

值得推广
。

详见表 1 3
。

施药注意事项
:

① 不同喷雾机械用液量不同
。

一般高容量每亩用水 50 一 10 0斤
,

低容量每亩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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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药

麦 田 化 除 药 量
、

时 期 及 方 法

雾雾雾雾雾雾喷喷喷 雾喷喷喷喷 7 0%二甲四氯

2 0%二甲四氯

7 0% 2
.

4一 D T脂

8 0% 2
。

4一 D钠盐

25 %绿麦隆

2 0%新燕灵

野燕苦

亩 适 用 量

O
。

5一 1
。

7两
’

3一 5两

1
。

5一 2两

l
。

5一 2两

3一 4两

O
。

8一 1斤

用 药 时 期 施药方法

1
。

6两

春季分集

盛 期

春季分孽

至拔节前

苗前或春季分孽至拔节前

春季分粟末至拔节初

春季分莱末至拔节初

表 1 3麦 田 化 除 药 效 对 比 试 验 表

产果们增效口调查

日期

杂草
数 (

/ m
“

总 {死亡株

株 {数 (株
’

1 / m
Z

)

防治
效果

(%)

药期施日量 )用两亩 (施药

年份

行了 O C工勺 0口 O心 n口 23
。

2

2 4 8
。

8

2 0 8
。

5

9自,曰9曰9自山勺n乙

…
1
。

5

2

2
·

“ 7
1
“

2
。

2 7 1 3

1 + 0
。

3 {2
。

2 7

not
`

100QUQUO曰ū
`

甲了̀叮̀自今O乙9曰,口0山尸a八b

:
nUCU

8 0% 2
.

4一 D钠盐

8 0% 2
.

4一 D 钠盐

8 0% 2 4一 D钠盐 + 70 %二甲四氯

C K

7 0%二甲四氯

7 0%二甲四氯

8 0% 2
.

4一 D 钠盐 + 二甲四氯

九七九年

一O口八O一乃On甘nU

1 + 0
。

5 12
。

3
。

2 2

3
。

2 2

3
。

2 2

2 8 8

1 8 8
。

5

2 1 7
。

5

1 9 1

2 2 4

1 7 0
。

5

1 3 5
。

5

2 2 1
。

5

1 6 5
。

5

1 3 3
。

5

00只QUCO

…
白

叮̀ū了一/7己nonoCO00六匕只八hùì..33.3一70 % 2
.

4一 D 丁脂

7 0% 2
.

4一 D 丁脂

70 % 2
.

4一 D 丁脂

C K

4
。

2 6

4
.

2 6

4
。

2 6

3 5
。

3

3 7
。

8

3 6
。

3

。

3 9

1 0 0
钊川到曰

20 斤水
。

要求每平方厘米有雾点 20 个
,

雾点直径为 15 0 拼
。

初次用药
,

水可适量 加大
。

以保证药剂喷洒均匀
。

② 施药前一定要算准面积
。

按面积称准药量
。

对喷药机械要作认真检查
。

喷雾系

统不得漏水漏气
。

喷咀距地面不要太低
,

一般以 40 一 60 c m为宜
。

各喷咀流量相 差 不 要

超过 10 %
,

泵体出液量以 50 一 70 升为宜
,

机车行走速度 1一 1
.

5 m /秒
。

喷药前应先在空

场地上试喷
,

并测量各项要求指标
。

喷洒时不要重喷漏喷
。

喷药过程中不要在 田 间 停

留
。

需要检修 时
,

应先关喷头后停机
。

③ 喷药应选择晴天
、

无露水
、

风力小 ( 1一 s m /秒 ) 时进行
。

④ 配制二甲四氯
、

2
.

4一 D 丁脂可加硫酸按
、

硝酸铰
、

过磷酸钙 4 一 6 /亩
,

配制

野燕枯
、

新燕灵可按药液量加 0
.

2 % 的洗衣粉
,

以提高除草效果
。



西北农学院学报 9 8 2 1年第 2期

施药区对药剂敏感作物区间应设 1卯一 2 00米保护带
,

以防药害
。

喷雾器使用完毕后
,

要用 2 %苏打水或碱水浸泡 8 一 12 小时
,

认真清洗
,

以防

⑤⑥

后作喷药受害
。

⑦ 上述各药除野燕枯
、

新燕灵不得与二甲四氯
、

2
.

4一 D 类混合应用外
,

其它可根

据草情混合应用
。

但各药用量应按比例下降
,

以降低用药成本
。

( 2 ) 棉田化学除草

棉花苗期生长缓慢
,

杂草多集中在五月下旬发生
,

此时正值夏收大忙
,

劳力紧张
,

易形成草荒
。

因此棉田施药应以苗前土壤处理为主
,

把杂草消灭在萌发阶段
。

这样既可

以把主要的发生高峰杀下去
,

又可解决夏收劳力紧张的矛盾
。

我省目前棉田大量推广应用的药剂有敌草隆
、

除草醚
。

对伏草隆
、

棉草完等也进行

了小量试验示范
。

各药施用方法及本区近年应用效果如表 1 4
。

表 1 4 棉 田 化 除 试 验 推 广 效 果 表

产果̀靳姗%
第一次调查
比对照减少%

第二次调查
比对照减少 %

日期 } 株数 鲜重旧期

积扫药海阂油
单 位 处 理 ( 斤 /亩 )

份药年施

大荔农
场试验站

敌草隆 0
.

5 + 除草醚 O
。

3 6 2
。

9 7 8
.

3 }1 0 / 6

株数

7 9
。

7

鲜重

8 1
。

2

大荔农
场试验站

大荔农
场试验站

大荔农
场试验站

7 7
.

4 }9 0
.

7 }1 0 / 6 8 8
。

6 9 4
。

9

大荔农
场试验站

5 3
.

3 !6 1
.

6}1 0 / 6 8 7
。

3 9 3
。

8

大荔农
场 试验站

4 5
。

5 111 0 / 666 6 7
。

888 8 4
。

333

大荔农
场试验站

敌 草 隆 0
.

8

敌 草 隆 1
.

0

伏 草 隆 。
.

8

棉 草 完 0
.

4

敌 草 隆 0
.

8

伏 草 隆 0
.

8

2 9 / 5 1

2 9 / 5

2 9 / 5

2 9 / 5

2 9 / 5

2 9 / 5

2 9 / 5

九七七年

7 5
.

9 {9 3
.

5 11 0 / 6 8 9
。

9 9 7
。

3

沙苑农
场八站

敌草隆 0
.

5 + 除草醚 0
.

3

敌草隆 0
.

5 + 除草醚 0
.

3

敌草隆 0
.

5 + 除草醚 0
.

3

敌草隆 0
.

8 + 除草醚。
.

4

2 7 5

{
“ / 6 {

8 。一” ” {
2 7 8

}
2 2 6 }

5 8
.

6
{
。 3

} }
6 `

·

2

3 8
。

9农站一农站荔二

2 / 6 } 9 2
.

3 19 5
.

6叮了一产O一Q一一邑三

一大场一朝场

华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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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垦区旱田杂草调查及草害的研究

试验示范结果表明
;上述药品在本区应用效果都在 80%以上

,

对棉田主要杂草葬
、

稗
、

狗尾草
、

马唐
、

铁觅菜等均有较好的防除效果
,

对筒麻及多年生杂草打 碗 花
、

芭 英

菜
,

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

其中以敌草隆 0
.

5斤 /亩加除草醚 0
.

5斤 /亩效果最优
。

在适宜

的用量下不仅亩成本费用降低
,

且增产效果显著
。

据大荔农场二站调查
,

一般增产 10 %

以上
。

有的高达 3 8
.

9%
。

据华阴农场试验站调查
,

仅中耕和打叉两项费用比对照减少投

资 3
.

7 2元
。

施药注意事项
:

① 不同药剂
,

具有不 同除草效果
,

施药前一定要了解前作杂草发生情况
,

做到有

的放矢
。

② 要准确掌握施药时间
,

一定要在棉花播后发芽前施用
,

以防发生药害
。

③ 要精细整地
,

使土表层接触药液均匀
。

④ 在用药量相同情况下
,

施药效果砂性土优于粘性土
,

土壤有机质少的优于有机

质多的
。

因此不同土质的土壤用药量应适量增减
,

以保证防除效果
。

⑤ 喷药最好在雨后或土壤潮湿时进行
。

亩喷液量以 2 00 一 3 00 斤为宜
,

以保证药剂

分布均匀
,

增加杂草触药机会
。

⑥ 敌草隆
、

除草醚对小麦有杀伤作用
,

在与棉花相邻无障碍物的麦田应 设 1 00 一
2 00 米保护带

。

⑦ 其它注意事项同小麦

2
.

农业除草是当前主要的除草手段
。

它与化学除草很好配合
,

可收到良好的除草

效果
。

( 1 ) 消灭草籽

① 精选麦种
:
多年来各农场虽都注意精选麦种

,

但据调查麦种仍有 。
.

08 % 的 草

籽
。

因此
,

今后选种应严格把关
,

对清选出的草籽应及时收集处理
。

② 腐熟农家肥
:
据调查

,

施用腐熟厩肥棉田的草数为施土杂肥或未腐熟堆肥棉田

的七分之一
,

因此施用有机肥时应充分腐熟发酵
。

用混有草籽的农付产品作饲料最好经

过粉碎和蒸煮
。

③ 拔除大草
:

作物生长中后期应及时组织人力拔除遗留大草
,

以减低感染源
。

④ 结合积肥清除田边杂草
。

⑤ 开展植物检疫
。

今后在外地调种必须严格执行检疫制度
,

严防恶性杂草传播
。

目前野燕麦
、

节节草已在本区部分田块发生
。

为防止蔓延
,

应对发生 田块要造册登记
,

不留种
、

不外调
。

( 2 ) 合理轮作

本区作物单纯
,

普遍轮作比较困难
。

但对杂草危害严重田块可实行夏收作物轮作
,

以增加作物次数
,

降低草害
;

( 3 ) 适时耕作加强管理

① 及时深翻耙耪
。

小麦收获后应及时翻耕晒堡
,

对一年生及多年生杂草均有一定

防除效果
。

芦苇
、

小旋花等多年生杂草发生严重的田块应在翻后耙地捡拾草根
。

棉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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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后应及时翻地
,

秋末冬初杂草发生高峰期
,

可用耕耙方法消灭越冬草苗
。

② 播前耙地
。

有些杂草发生早于作物
,

播前耙地可大大减轻草害
。

如华阴农场五

站种麦前耙地灭草率达 90 %以上
。

③ 及时中耕
。

中耕作物在化除药剂失效期
,

应视杂草发生情况及时进行中耕
。

④ 合理施肥灌水
,

作物生长期间适时早追肥灌水
,

促进早封行
,

增强抑草力
,

同

时在施肥过程 中还可机械损伤部分行间杂草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闻洪汉 ( 1 9 4 7 )
: 渭河滩地植物社会构造之研究

,

西北农学院研究报告
,

第一

号
。

孔宪武 ( 1 9 38 )
:

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
,

西北农林第 3 一 4 期
。

王枝荣 ( 1 9 6 3 )
:

大荔地区常见种子植物分类检索表
,

原陕西省大荔农校印
。

李扬汉 ( 1 9 8 1 )
:

田园杂草和草害—
识别

、

防除与检疫
,

江苏科学技术 出版

社
。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化学除草组 ( 1 97 了 )
:
农田杂草的识别与 化 学 防

除
,

科学出版社
。

唐洪元 ( 1 9 7 8 )
:

农 田化学除草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陈铁保等 ( 1 9 7 8 )
:

农 田化学除草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化学除草组 ( 1 9 7 8 ) : 化学除草
,

科学出版社
。

蒋有绪译 ( 1 9 7 9 )
:

普通生态学实验手册
,

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 ( 1 9 7 2一 1 9 7 6 )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科学 出版

社
。



王枝荣等
:

陕西渭南垦区旱田杂草调查及草害的研究 3 1

R e s er a e hon
.

W
e ed In vn et or i e s an d

The ir Hr a m ful n e s s in R a in fedF i el d s in t he

Ex pl o it ed Ar e a o fW
e in n a,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c e

S u m m a r y

T h e r e a r e 1 2 2 s p e e i e s o r o t h e r v a r i e t i e s i n t h e r a i n f e d f i e l d s i n t h e

e x p l o i t e d a r e a s , o f w h i e h t h e r e a r e 2 0 s p e e i e s o f t h e m m a y e a u s e s e r i o u s h a r m

t o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P r o d u e t i o n 。

T h e h a r m f u l v a l u e ( i n e l u d i n g r e l a t i v e d e n s i t y
,

r e l a t i v e d o m i n a n e y a n d r e l a t i v e f r e q u e n e y ) e a n b e u s e d a s a n i n d e x t o e v a l u a t e

t h e h a r m f u l n e s s o f e a e h w e e d
。

T h e r e a r e 6 8 s P e e i e s o f t h e m i n t h e w i n t e r

w h e a t f i e l d s , o f w h i e h t h e h a r m f u l v a l u e o f o v e r 1 0 a r e : P h r a g 阴` t e ` e o 阴m u -

n i s T r i n ;
M

a l e o ! 。 i a a
f
r i e a n a

( L
。

) R
。

B r .
, D

e s e o r a i n i a : o P h f a ( L
。

) S e h u r ;

犷 a e e a r i a s e夕 e t a l`s (Ne
e k

.

) G a r e k e , C h
e n o P o d f“ m a lb“ 川 L

. , R u m e 戈 d e n t a -

t“ s L
。
, C a l y s t e g i a h e d e r a e e a w a l l a n d G

a
l i

u m 才r i e o r n e S t o k e s o f 8 s p e e i e s 。

A l t h o u g h t h e h a r m f u l 厂 i e i a v i l l
o s a R o t h 15 o n l y l

。

8 9%
,

i t e a u s e s s e r i o u s

h a r m t o p ar t o f t h e e r o p f i e王d s
。

A t t e n t i o n s h o u l d b e `p a i d t o t h e e r a d i e a t i o 壮

。 主 A o e n a
f

a ` u a l w i t h i t s h a r m f u l v a l u e o f 1
.

7 8%
,
w h i e h m a y a l s o e a u s e h a r m

t o s o m e i n d i v i d u a l e r o p f i e l d
。

I n r e e e n t y e a r s ,
t h o u g h s o m e e f f e e t i v e m e a s u r e s

h a , e
/ b

e e n t a k e n t o e r a d i e a t e P h r a g m l’ ` e s e o 。 。 “ n ` 5 T r i n
.

i n t h e l o w
一
l y i n g

l a n d s w i t h a g r e a t d e e r e a s e ,
i t s t i l l e a u s e s h a r m t o s o m e l a n d s h i t h e r t o

.

M
a l

-

c o l m i a a
f

r i e a o a ( L
.

) R
.

B r 。 s p r e a d s m o s t i n t h e s a n d
一 5 0 11 f i e ld s a n d 。 a u -

s e s t h e m o s t s e r i o u s h a r m t o t h e m
。

D e s e u r a f n i a s o P h`a ( L )
s e h u r a n d

工厂 a c e a r f a s e g e z a l f s ( N e e k ) G n r e k e m a y h a v e m o r e s e r i o u s h a r m f u l n e s s 。

G a l i u优 t r 矛c o r n e s t o k e s m a y b e s e e n i n t h e i r r i g a t e d f i e l d s i n w h i e h Z
。

4一D

e h e m i e a l s w e r e u , e d m a y b e e o m e s e r i o u s 5 0 t h a t a t t e n t i o n s h o u l d b e p a i d t o

t Ii e o e l比 t i o n o f e f f e e t i v e e h e n l i e a l s t o e r a d i e a t e t h e m
。

R “ 切 e 劣 d e n t a 艺u s L
。

s p r e a d o m o r e i n i t s y o u n g s e e d l i n g s t a g e w i t h l e s s h a r m
.

T h e r e a r e 5 5 s p e -

e i e s o f w e e d s i n t P e e 0 0 t o n f i e l d s , o f w h i e h t h e h a r m f u l v a l u e o f o v e r 1 0%

a r e :

D i g i t o r i a s a n g u i n a l i : ( L
.

) S e o p ( i n e l u d i n g D f夕i t a r f a s a n g u i n a l i s v o r 。

e f l f a r i s ( R e t z
.

)
a n d D i夕i z a 艺r f a f s e h o e协 u附 ( S e h r e b

.

) S e h r e b
。 e x M u h i

。

) ;

E l e u s f n e f n d ` e a ( L
.

) G a e r t n
. ; E e h i n o e h l

o a e r u s g a l l i v a r 。 m i t i s ( P u r s h )

p e e t e r m ; e 夕P e n e s r o
f

u n d u s L
。 a n d C h l o r f s v i r夕a t a Sw a r t z

。

D i夕f t a r i a ` 。 n -

夕 u i n a l f s ( L
。

) S e o p ; E l e u s i n e i n d f e a ( L
。

) G a e r t u a n d C h日 n o P o d i u用 a l b
u阴 l



西北农学院学报 8 1 92年第 2 期韶

贫 ith th eh ar mf u lv a lu e ofv r o e 3 9 % o e e ur w id e ly i nth e er op f i e ld s, a n d a l s o

` a u s。 。 e r i o u o il a r m 玄0 th e m
.

万 r a g r o : 才i : c才]i a n e n : 15 ( A ll
.

) V主g一L u t
.
s o r e a ds i n

t h e s a n d 5 0 11 f i e l d s a n d h a s a s e r i o u s h a r m f u l n e s s 。

S o l a n u协 n i g r u川 e a n b e

s e ld o m
.

s e e n i n t h e e r o p f i e l d s ,
b n t t h e s i n g l e p l a n t m a y h a v e a b i g e a s t

s h a d o w w i t h a s e r i o u s h a r m f u l n e s s 。

I t 15 h a r d t o e r a d i e a t e C y P e r u ` r o t u n d u s

L
。

t o w h i e h a t t e n t i o n s h o u l d b e p a i d
。

I n t h e w i n t e r w h e a t f i e l d s u n d e r t h e s i nt i l a r e e o l o g i e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 t h e

r a t e o f y i e l d r e d u e t i o n o f t h e w h e a t e a l e u l a t e d t h r o u g h m e a o u r e m e n t s b y t h e

r e g r e s s i o刘 a n a l y s e s o f y i e l d s w i t h w e e d s a s e o u t r a s t 15 o f p r a e t i e a l v a l u e .

I t

w a o e a l e u l a t e d t h r o u g h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t h a t t h e w h e a t y i e l d w a s r e d u e e d t o 5
.

1 3一 l p
.

5% b e e a u s e o f w e e d h a r z a r d s ,
w h i e h a f f e e t e d b o t h o f g r a d e f o r s a l e

a n d f l u r q u a l i t y
.

S o m e o f t h e w e e d s m a y a l s o a f f e e t t h e p r o g r e s s a n d q u a l i t y

o f h a r v e s t i n g b y m a e h i n e s .

C o t t o n i n i t s s e e d l i n g s t a g e m a y b e s e r i o u s l y a f f e e -

t e d w i t P t h e r e s u l t t h a t e o t t o n y i e l d s a n d q u a l i t i e s w i l l a l s o b e a f f e e t e d
.

T h e o e e u r e n e e o f w e e d s i n t h e w i n t e r w h e a t f i e l d s m a y h a v e t w o P e a k

P e r i o d s .

T h e P r e w i n s e r p e a k p e r i o d o e e u r s f r o m t h e m i d o e t o b e r t o e a r l y

N o v e m b e r .

T h e p o s t w i n t e r p e a k P e r i o d o e e u r s i n t h e l a t e M a r e h
.

T h e w h e a t

f i e ld s s o w n e a r l y m a y h a v e t h e p r e w i n t e r p e a k p e r全o d
,

w h i l e t h o s e s o w n l a t o

犯 a y h a v e t h e p o s t w i n t e r p e a k p e r i o d
.

T h e e r a d i e a t i o n o f w e e d s i n t h e w h e a t

f i e l d s s h o u l d b e e a r r i e d o u t b e f o r e t h e o e e u r e n e e o f t h e p e a k p e r i o d s o f w e e d s 。

T h e f i r s t p e a k P e r i o d o f t h e o e e u r e n e e o f w e e d s i n t h e e o t t o n f i e l d s m a y b e

i n M a y / J
u n e ,

w h i l e t h e s e e o n d p e a k p e r i o d i n Ju l y /A
u g u s t 5 0 t h a t t h e f i r s t

p e a k p e : i o d o f t h e o e e u r e n e e o f w e e d s i n t h e e o t t o n f i e l d s s h o u l d b e t a k e n a s

t h e m a i n e r a d i e a t i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