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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除草是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我国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初仅限于小麦和

水稻田的化学除草，后来逐渐发展为大豆、棉花和

玉米田的化学除草[1]。而马铃薯田的化学除草则应

用较晚，在借鉴其它作物化学除草的基础上，近几

年来开始了马铃薯田土壤处理化学除草 [2-3]进而发

展到茎叶处理化学除草 [4-5]。由于除草效果受到土

壤条件，气候条件及生态区域的影响，盲目照搬或

模仿常给生产带来巨大的损失。本试验是在历年研

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与完善，探索出的一种具有广

谱杀草，防除草龄幅度大的除草方式及化学除草组

合，以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海峰农牧场位于山西省繁峙县金山铺乡，该区

域地广人稀，海拔高，无霜期短，马铃薯是当地的

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农场种植规模大，机械化程度

高，生产效益很好，但是杂草的危害严重地制约了

马铃薯种植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实施了该项试

验，以期探索出适合于当地的化学除草方式及除草

剂品种，适应其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的需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为紫花白；供试的除草剂为：

①金银尔 72%乳油（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②
施田补 33%乳油（巴斯夫贸易上海有限公司）；③
收乐通 12%乳油（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④2 甲 4 氯钠盐 56%可湿性粉剂（抚顺制药厂）。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08 年在海峰农牧场实施。试验共设

4个处理，则土壤按每 667 m2 处理：①金银尔150
mL；②施田补 200 mL；每 667 m2 茎叶处理：③收

乐通+2 甲4 氯钠盐（50 mL+100 g）；④CK清水对

照。每 667 m2 加水 50 kg 喷施。三次重复，随机

排列，小区面积44.4 m2。
1.3 试验概况

供试地块位于金山铺乡滹沱河畔，土质沙壤，

前茬为玉米。该地杂草种类较多，达 10 科 16 种，

为有效防除增加了难度。试验于 2008 年 6 月 1 日播

种，6 月4日土壤处理施药，6 月 26 出苗，7 月4 日

茎叶处理施药，8 月 4 日调查杂草防治效果，10 月

15 日收获。在本试验用药条件下，均无药害产生。
1.4 调查方法

为更好地比较不同处理之间的除草效果，设在

同一天进行除草效果调查。每小区取 3 个样点，每

点1 m2，调查杂草种类、杂草株数、杂草鲜重。收

获时以每小区测定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防除马铃薯田杂草的效果比较

由于试验区杂草种类较纷杂，这里只列出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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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除草处理对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为了降低杂草对马铃薯的产量所造成的影响，

于 8月 4 日除草效果调查之后，连同对照区的杂草

全部进行清除，并喷施调节剂，每 667 m2 施保丰

素15 g，美加丰 60 mL，以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

质，其后按正常栽培管理。

由表 2 可以得知，不同的除草方式对马铃薯的

产量和品质均具有一定的影响。茎叶处理明显好于

土壤处理，而不同土壤处理之间则没有差异。与对

照相比，土壤处理可增产 21.13%；茎叶处理则可

达到 30.36%；茎叶处理较土壤处理可增产 7.62%，

说明茎叶处理是较理想的除草方式。

3 讨 论

从试验结果来看，无论是除草效果还是产量结

果，茎叶处理均好于土壤处理，尤其如藜、反枝

苋、刺儿菜等恶性杂草在大草龄条件下，均有非常

好的防草效果，适合于在马铃薯田大面积推广。
在除草效果方面，土壤处理防效均低于茎叶处

理的防效，其原因就在于一些萌发晚的杂草和种子

埋藏深的杂草出土较晚，此时土壤封闭药效逐渐减

缓，造成防效降低。其次是随风吹、灌水及人、畜

活动带来的杂草种子遇雨水迅速萌发生长，也导致

了杂草的增多；另外，在产量因素方面，茎叶处理

的杂草在其未生长到影响马铃薯的生长时已得到抑

制或杀灭，而土壤处理中的杂草正处于高温、降雨

时期，生长迅速，与马铃薯争光、争水、争肥，导

致产量降低。这样，为了减轻再生杂草对马铃薯的

危害，势必要进行二次除草，增加了生产成本。因

此，建议在杂草种类繁杂的区域，最好推广茎叶处

理，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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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较均匀杂草的株防效和鲜重防效，整体除草效

果的比较，通过杂草的总株防效和总鲜重防效来表

达。由表 1 可以看出，不管土壤处理还是茎叶处

理，其除草效果与对照相比均非常明显。虽然土壤

处理不同杂草间株防效差异较大，在 33.51~83.18

之间，但总株防效与总鲜重防效相对差异不大，分

别为67.04%~70.97%和 69.98%~73.08%之间。而茎

叶处理的防效远远好于土壤处理，分别达到 95.64%
与97.38%，较土壤处理提高了 27.84%和 26.55%，

是理想的马铃薯田除草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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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防除马铃薯田杂草试验结果

表 2 不同除草方式对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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