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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随着马铃薯的生产规模逐年扩大
，

田间杂草危害渐渐上升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

素
。

广灭灵是由美国 孙爪二公司开发生产的有机杂环

类选择性苗前除草剂
。

自上世纪 �� 年代引人国内以

来
，

在北方地区的大豆作物上得到大面积推广
，

有

很多关于广灭灵在这一作物上试验
、

应用的报道 �

但是
，

关于广灭灵及其混剂在马铃薯作物上使用效

果及其安全性的论述却很少
。

本研究通过 ���图豆

美乳油在马铃薯露地和地膜田的一系列试验
，

旨在

探求广灭灵混剂在马铃薯的两种栽培模式下的控制

草害效果
，

以及对当茬和下茬作物的安全性
。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辽宁省拥顶市后古农场进行
。
供试作物马

铃薯品种为早大白
，

播种 日期为 �月 巧 日
。

试验地

块栽培管理条件一致
，

肥力中等
，

土壤类型为壤土
、

中性偏酸
，

有机质含量为 �
�

��
。

试验所用施药器械

为工农 �� 型背负式喷雾器
，

施药方式是土壤表面喷

雾处理
，

药液量为 �� 呵肠�时
。

施药时微风
、

晴天
，

当日最高温度 ��
�

�℃ ，

最低温度 �
�

�℃ 。

供试药剂为 ���图豆美乳油
，

其有效成分为

广灭灵和乙草胺
，

由河北宣化农药有限公司提供
。

�
�

� 露地模式

���图豆美乳油设 �个剂量处理
，

分别是 ���

������时 �商 品量
，

下 同�
、
��� ������耐

、
���

������时
、
���������时

。

对照药剂是 ��� 乙草

胺乳油
，

剂量 为 ��� ������耐
。

另设空 白对 照
，

田 间不采取任柯除草措施
。
�个处理

，

�次重复
，

共 �� 个小区
，

随机区组排列
。

每个小区面积 ��
�

�

时
，

总计面积 ��� 时
。

于马铃薯播后 ��
，

按药剂

相应剂量进行喷雾处理
。

�
�

� 地膜田模式

���图豆美乳油设 �个处理
，

分别是 ��� ���

���时
、
���������时

、
���������耐

。

对照药剂

是 ���拉索乳油
，

剂量为 ����������
� 。

另设空

白对照
，
田间不采取任何除草措施

。
�个处理

，

三

次重复
，

共 �� 个小区
，

随机区组排列
。

每个小区

面积 ��
�

�耐
，

总计面积 ���
�

�时
。
于马铃薯播后

覆膜前
，

随即按药剂相应剂量进行喷雾处理
。

以上两种模式下的试验调查方法是相同的
。

于

施药后 巧 �
、
���调查田间杂草种类

、

杂草株数并

计算各种杂草总和株防效 � 施药后 ���调查各种

杂草鲜重
，

计算各种杂草总和鲜重防效
。
田间调查

采取对角线五点随机取样法
，

每点 ��
�� ��� ��

。

同时
，

观察马铃薯和杂草出苗
、

生长发育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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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经过田间调查
，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

图豆美防

除马铃薯田杂草试验的结果如表 �所示
。

试验区内杂草的优势种主要有稗草
、

马唐
、

简

麻
、

莽菜
、

马齿览
、

鸭趾草
、

黎
、

铁觅菜等
。
图豆

美对单子叶杂草和阔叶杂草均有较高的防效
。

施药

后图豆美处理区大部分杂草不能出苗而死
。

少部分

虽能萌芽出土
，

则表现为叶片失绿
、

长势弱
。

只有

极少部分杂草存活下来
，

其余杂草逐渐死亡
。

�
�

� 图豆美防除露地马铃薯田杂草的效果

施药后 巧 �调查
，

图豆美各处理区的总和株

防效达 ��
�

�� 一 ��
�

��
。

其中
，

图豆美各剂量处

理的总和株防效均明显高于对照药剂乙草胺
，

特别

是 ���������时 处理的防效最高
，

极显著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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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药剂乙草胺
。

施药后 �� �调查
，

图豆美各处理

区的总和株防效达 ��
�

�� 一 ��
�

��
，

总和鲜重防

效达 ��
�

�� 一��
�

��
。
对照药剂乙草胺对单子叶

杂草防治效果良好
，

对阔叶杂草防效较差
，

总和株

防效为 ��
�

��
，
总和鲜重防效为 ��

�

��
。
图豆美

各剂量处理的总和株防效与乙草胺相比在极显著水

平上无差异
。

而就总和鲜重防效
，

图豆美 ������

���时 和 ���������时 处理的防效明显高于 乙草

胺
，

特别是 ��� ������时 处理的总和鲜重防效极

显著高于乙草胺
，

其他剂量处理的防效与乙草胺无

显著差异
。

由此基本上可断定
，

图豆美在 ���一

���������衬 剂量下 的除草效果与对照药剂 乙草

胺持平
，

而当剂量达到 ���������时 时
，

效果则

极明显优于乙草胺 �表 ��
。

表 � ���图豆美乳油防除马铃薯田杂草试验的结果

第一次调查结果 第二次调查结果

田间
处 理

�同����衬�
总和株 多重比较

’

总和株 多重比较
砚

防效�����显著水平 ��显著水平 防效�����显著水平 ��显著水平

总和鲜重 多重比较
�

防效��� ��显著水平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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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复极差测验

�
�

� 图豆美防除马铃薯地膜田杂草的效果

施药后 �� �调查
，

图豆美各处理区的总和株

防效达 ��
�

�� 一 ��
�

��
。
其 中

，

图豆美 ��� ���

���时 处理的总和株防效明显高于对照药剂拉索
，

���������时
、
���������耐 处理的防效与拉索相

比无显著差异
。
在极显著水平上

，

图豆美各处理的

防效与对照药剂拉索是无差异的
。

施药后 �� �调

查
，

图豆 美各处理 区的 总和 株 防效达 ��
�

�� 一

��
�

��
，

总和鲜重 防效达 ��
�

�� 一��
�

��
。

对照

药剂拉索对单子叶杂草防治效果良好
，

对阔叶杂草

防效较差
，

总和株防效为 ��
�

��
，

总和鲜重防效

为 ��
�

��
。

图豆美 ��� ������时 处理的总和株防

效和总和鲜重防效明显高于对照药剂拉索 � 而在极

显 著水 平 上
，

这 一 差 异 则 不 复存 在
。
��� ���

����罕
、

���������时 处理的总和株防效与拉索相

比在极显著水平上无差异
。

经分析可以看出
，

图豆美 ���一���������时

的除草效果大致与对照药剂拉索相同
，

当剂量增加

到 ���������时 时
，

效果将明显高于拉索 �表 ��
。

�
�

� 图豆美对马铃薯及下茬白菜作物的影响

无论露地或地膜栽培方式
，

经 目测观察
，

图

豆美处理区内的马铃薯出苗率
、

苗高
、

叶色等情

况与空白对照区无明显差异
。
另外

，

在图豆美处

理过的地块
，

下茬种植白菜
，

始终未发现生长异

常现象
。

由此可见
，

图豆美在试验剂量范围内对

马铃薯及下茬白菜较安全
，

无药害影响
。

至于是

否对其他下茬作物产生影响
，

还需进一步试验求

证
。

� 讨 论

�
�

广灭灵是芽前优良除草剂
，

被杂草吸收后
，

抑制其叶绿素和类胡萝 卜素的合成
，

形成白化苗并

在短期内枯死
，

适于马铃薯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

当

与乙草胺混合使用时
，

既弥补了广灭灵对一些阔叶

杂草药效差的缺点
，

又增加了对当茬及后茬作物的

安全性
，

用药量一般各为单用剂量的 ���一���
。

�
�

在马铃薯田使用广灭灵
、

乙草胺
，

其杀草

谱较常规药剂乙草胺和拉索更宽广
、

效果更佳
。

一

般田间的适宜剂量为露地 ��� 图豆美乳油 ��� ���

���耐 � 地膜田���������时
。

具体用药量还应根

据土质和有机质含量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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