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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氟草酯使用技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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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氰氟草酯防除双穗雀稗的最佳使用技术，采用室内试验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明确氰氟草酯在不

同施药情况下对双穗雀稗的防除效果。室内试验结果表明，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具有较好的防除效果，ＬＤ５０为有效

剂量２６．１５ｇ／ｈｍ２；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全株受药情况下，施用１０％氰氟草酯乳油有效剂量９０～２７０ｇ／ｈｍ２对苗

期至营养生长盛期双穗雀稗均具有较好的防除效果，防除效果接近１００％。室内和田间不均匀施药试验结果表明，

双穗雀稗喷施氰氟草酯部分防除效果较理想，未施药部分防除效果随着施药部分剂量的增加而增加。总体来讲，施

药不均匀是导致防除效果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施药均匀、全株施药的情况下，１０％氰氟草酯乳油有效剂量

９０ｇ／ｈｍ２对双穗雀稗具有很好的防除效果，在不能保证均匀全株受药的情况下，１０％氰氟草酯乳油防除双穗雀稗

的使用剂量应该提高到有效剂量２７０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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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Ｓ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犇犗犐：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 １５４２．２０１７．０５．０３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

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犮狅狀狋狉狅犾

犠犲狀犌狌犪狀犵狔狌犲
１，　犙犻犪狀犣犺犲狀犵狌犪狀

２，　犔犻犜犪狅２，　犙犻犪狀犵犛犺犲狀犵
３，　犛狅狀犵犡犻犪狅犾犻狀犵

３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犳狅狉犃犵狉犻犳狅狅犱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犪狀犱犜犲狊狋犻狀犵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１４０３，犆犺犻狀犪；２．犈犮狅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１４０３，犆犺犻狀犪；

３．犠犲犲犱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犖犪狀犼犻狀犵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犖犪狀犼犻狀犵　２１００９５，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狅犮犾犪狉犻犳狔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犪狀犱

犳犻犲犾犱狋狉犻犪犾狊狑犲狉犲犮犪狉狉犻犲犱狅狌狋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犺犪狋犮狔

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犵狅狅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狀犘．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狑犻狋犺狋犺犲犔犇５０狏犪犾狌犲狊狅犳２６．１５犵／犺犿
２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狅狊犪犵犲．

犉犻犲犾犱狋狉犻犪犾狊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犱狋犺犪狋犳狉狅犿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狋狅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狏犲犵狉狅狑狋犺狆犲犪犽狊狋犪犵犲，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狅犳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狅狀狑犺狅犾犲

狆犾犪狀狋犪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狅狊犪犵犲狅犳９０狋狅２７０犵／犺犿
２犺犪犱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１００％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犖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

犫狅狋犺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犪狀犱犳犻犲犾犱狊犺狅狑犲犱犵狅狅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犻狀狊狆狉犪狔犲犱犪狉犲犪，犫狌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犻狀狀狅狀狊狆狉犪狔犲犱犪狉犲犪犻狊

犱狅狊犲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犐狀犵犲狀犲狉犪犾，狀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狑犪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犿犪犻狀狉犲犪狊狅狀狊犳狅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犱犲犮狉犲犪狊犻狀犵．

１０％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犈犆狑犻狋犺狋犺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狅狊犪犵犲狅犳９０犵／犺犿
２狑狅狌犾犱犪犮犺犻犲狏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狀犘．犱犻狊

狋犻犮犺狌犿狌狀犱犲狉狌狀犻犳狅狉犿狊狆狉犪狔狅狀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狆犾犪狀狋狊，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犱狅狊犪犵犲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犱狋狅２７０犵／犺犿
２狑犺犲狀狆狉狅狆犲狉

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犮犪狀狀狅狋犫犲犵狌犪狉犪狀狋犲犲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狑犲犲犱犮狅狀狋狉狅犾；　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　犺犲狉犫犻犮犻犱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

　　双穗雀稗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禾本科雀稗属

植物，多年生。该草全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均有分

布［１］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江苏、台湾、湖北、湖南、云

南、广西、海南等省区；生于田边路旁，曾作为优良牧草

引种，但在局部地区成为造成作物减产的恶性杂草。

双穗雀稗主要以根茎和匍匐茎繁殖，种子也能作远途

传播。匍匐茎横走、粗壮，长达１ｍ，向上直立部分高２０

～４０ｃｍ，节生柔毛。一株根茎常具３０～４０节，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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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７０～８０节，每节有１～３个芽，每个芽都可以长成

新枝，繁殖竞争力极强，蔓延甚速［２］。由于稻田连年

机械旋耕与收割、水稻轻型栽培的推广、田埂沟渠处

的杂草清除不力等因素，双穗雀稗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前在田埂边处局部发生演替为

全田分布发生，上升为与稗草、千金子并重的禾本科杂

草优势种，对水稻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３］。双

穗雀稗严重影响直播稻田水稻产量，双穗雀稗每平方

米增加１株，水稻产量损失率平均提高１０．２８百分点；

分枝数每增加１个，鲜重每增加１ｇ，每６６７ｍ２水稻产

量损失分别为０．７６ｋｇ和０．２０ｋｇ
［４］。

氰氟草酯是芳氧苯氧丙酸类除草剂中唯一对水

稻高度安全的种类，是内吸传导性除草剂，由植物体

的叶片和叶鞘吸收，经韧皮部传导，积累于植物体的

分生组织区。双穗雀稗是氰氟草酯的防除对象之

一，但是研究者对氰氟草酯的推荐使用剂量存在一

定差异，例如１０％氰氟草酯乳油的推荐使用剂量有

１６５～２２５ｇ／ｈｍ２
［２］、９０ｇ／ｈｍ２

［５］等。部分农场或者

农民反映在水稻实际生产中双穗雀稗较难防除，防

除效果不彻底。因此，为了明确氰氟草酯防除双穗

雀稗的使用技术，提高氰氟草酯防除双穗雀稗的质

量，特开展本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

１０％氰氟草酯（ｃｙｈａｌｏｆｏｐｂｕｔｙｌ）乳油，美国陶

氏益农公司生产。

１．２　供试材料

双穗雀稗，采集自休闲农田。

１．３　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防除作用

１．３．１　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ＬＤ５０测定

取塑料盒（１５ｃｍ×１１ｃｍ×５ｃｍ），盒中加入

２～３ｃｍ底土，加水至饱和。把采集的双穗雀稗剪

成含有一个节的茎段，每个盒子扦插１０个茎段。放入

Ｌ∥Ｄ＝１２ｈ∥１２ｈ的培养箱中培养，光照时温度２８℃

黑暗时温度２５℃。间歇加水，保证盒中土壤干湿交替。

待双穗雀稗长至４～５片叶后，使用生测喷雾塔

（３ＷＰＳＨ５００Ｅ型，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生产）将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均匀喷于叶片表面。

１０％氰氟草酯乳油设置为有效剂量３７．５、３３．０、

２８．５、２４．０、１９．５、１５．０、１０．５ｇ／ｈｍ２，兑水量为４５０

ｋｇ／ｈｍ２。施药前倾倒掉盒子中多余的水分，施药后

２４ｈ补水２～３ｃｍ至盒子边缘，试验期间每天补水

保持该水层深度，每个处理４次重复。喷药后１４ｄ

调查每个处理双穗雀稗存活株数，计算株防效。建

立氰氟草酯有效剂量自然对数值与防效几率值之间

线性方程，计算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ＬＤ５０。

１．３．２　氰氟草酯对不同生长阶段双穗雀稗的田间

防除效果

　　水田整田后，将采集的双穗雀稗剪成含一个节

的茎段，每个小区２０ｍ２撒播８０个茎段，撒播后使

用铁锨把茎段踏入泥土中。田间管理方式按照直播

稻栽培模式管理，但未播种水稻。

在双穗雀稗苗期、营养生长初中期以及营养生长

盛期分别使用背负式喷雾器（ＨＤ４００型，新加坡利农

公司生产）喷施１０％氰氟草酯乳油，有效剂量设置为

９０、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２７０ｇ／ｈｍ２，兑水量为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每

个处理４次重复。苗期施药为双穗雀稗茎段撒播后

４周，茎段节部的芽萌发成独立植株，植株直立，未

呈匍匐状态，植株４～５片叶。营养生长初中期施药

时间为双穗雀稗撒播后６周，植株主茎已匍匐生长，

主茎节部萌发出新茎，每个新茎１～２片叶，主茎６

～１０个节，新茎直立生长。营养生长盛期施药时间

为双穗雀稗茎段撒播后１０周，植株已蔓延、成簇生

长，每个茎５～１０片叶。施药前排干田间积水，施药

后２４ｈ上水，水层深度５～１０ｃｍ，并保持该水层深

度至试验结束。施药后２周调查每个小区双穗雀稗

植株茎的数量，计算防效。

１．４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影响

１．４．１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

室内测定

　　田间采集双穗雀稗茎段，每个茎段带有５～１０

个节，节上均生有幼茎。取长方形塑料盒（２２ｃｍ×

１６ｃｍ×７ｃｍ），盒中加入２～３ｃｍ底土，加水至饱

和，将上述茎平铺于盒子中，使每个节均能接触土

壤，并将节轻压至土壤中。待节部的芽萌发至４～５

片叶时，把一条主茎上节部萌发的所有茎均匀分成

两部分，主茎保持相连，一部分植株使用塑料薄膜罩

住，使其喷药时不能被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喷施，另一

部分植株裸露，植株可被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喷施，采

用３ＷＰＳＨ５００Ｅ型生测喷雾塔喷雾。１０％氰氟草酯

乳油设置为有效剂量４５、９０、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ｇ／ｈｍ２，兑

水量为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每个处理４次重复。施药前倾

倒掉盒子中多余的水分，施药后２４ｈ补水３～５ｃｍ

至盒子边缘，试验期间每天补水保持该水层深度。

施药后２周调查每株双穗雀稗施药部分和未施药部

分的茎数，分别计算施药部分防效、未施药部分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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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体防效。

１．４．２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

田间测定

　　水稻田整地完成后，将田间采集的含５～１０个

节的双穗雀稗茎段平铺于２０ｍ２小区内，每个小区

平铺４条茎段，铺好后使用双手把茎段压入泥土中，

每个处理４次重复。待双穗雀稗节部生长出的茎开

始匍匐蔓延成簇生长，每个茎约５片叶时，把成簇的

双穗雀稗按照其田间生长走势平均分成两部分，一

部分喷施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另一部分不喷施１０％

氰氟草酯乳油。１０％氰氟草酯乳油设置为有效剂量

９０、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２７０ｇ／ｈｍ２，兑水量为４５０ｋｇ／ｈｍ２。

施药前排干田间积水，施药后２４ｈ上水，水层深度５

～１０ｃｍ，并保持该水层深度至试验结束。施药后２

周分别调查整个小区双穗雀稗植株施药部分和未施

药部分的茎数，分别计算施药部分、未施药部分防效

和总体防效，药后７５ｄ目测整体防效。

１．５　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ＳＡＳ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防除作用

２．１．１　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ＬＤ５０测定

室内试验结果表明，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对双穗

雀稗具有很好的防除效果（表１），有效剂量自然对

数值和抑制率几率值的线性方程为狔＝１．６６１８狓－

０．４２３８（犚２＝０．８３７３），其中狓＝ｌｎ（有效剂量），狔＝

抑制率几率值，通过计算得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

ＬＤ５０为２６．１５ｇ／ｈｍ２。

表１　不同有效剂量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防除作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

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狅狊犪犵犲狊

有效剂量／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ｏｓａｇｅ

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ｌａｎ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７．５ ３．００±１．３５ ６９．２

３３．０ ３．７５±１．８９ ６１．５

２８．５ ３．７５±１．７５ ６１．５

２４．０ ６．５０±１．０４ ３３．３

１９．５ ６．００±２．１６ ３８．５

１５．０ ６．２５±１．４４ ３５．９

１０．５ ９．５０±０．６５ ２．６

ＣＫ ９．７５±０．８５ －

２．１．２　氰氟草酯对不同生长阶段双穗雀稗的田间

防除效果

　　田间试验结果（表２）表明，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对不

同龄期双穗雀稗均具有很好的防除效果。在施药均

匀、全株受药的情况下，施用１０％氰氟草酯乳油有效剂

量９０～２７０ｇ／ｈｍ２对苗期、营养生长初中期以及营养生

长盛期的双穗雀稗防除效果均达到或接近１００％。

表２　氰氟草酯对不同生长阶段双穗雀稗的防除作用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

有效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营养生长初中期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营养生长盛期

Ｔｈｅ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ｔａｇ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９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７±５．２４）ｂ ９６．９４

１３５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０

ＣＫ （６４．３３±１０．０９）ａ － （７３．３３±４．９１）ａ － （２１７．６７±３１．７１）ａ －

　１）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的影响

２．２．１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

室内测定

　　从图１可以看出，施药部分，１０％氰氟草酯乳油

有效剂量４５ｇ／ｈｍ２处理对双穗雀稗的防除效果为

８３．０４％，有效剂量９０～２２５ｇ／ｈｍ２处理的防除效果

均为１００％，与４５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差异显著。

从图２可以看出，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对未施药部

分双穗雀稗的防除效果随着施药部分氰氟草酯有效

剂量的升高而呈现上升趋势。有效剂量４５ｇ／ｈｍ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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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分别为３８．８４％和４３．６１％；有

效剂量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ｇ／ｈｍ２ 的防除效果分别为

９５．２４％、８３．０４％和８７．５０％，３个处理之间差异不

显著，但与有效剂量４５、９０ｇ／ｈｍ２处理之间差异显

著。相同剂量下，对未施药部分的防除效果明显低

于施药部分。

图１　１０％氰氟草酯乳油不均匀施药对进行

施药处理的双穗雀稗的防除效果

犉犻犵．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１０％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犈犆狅狀

狋狉犲犪狋犲犱狆犪狉狋狅犳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狑犻狋犺狌狀犲狏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图２　１０％氰氟草酯乳油不均匀施药对未进行施药

处理的双穗雀稗的防除效果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１０％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犈犆狅狀

狌狀狋狉犲犪狋犲犱狆犪狉狋狅犳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狑犻狋犺

狌狀犲狏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图３　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对双穗雀稗的整体防效

犉犻犵．３　犜犺犲狑犺狅犾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１０％

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犈犆狅狀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

从图３可以看出，不均匀施用１０％氰氟草酯

乳油，随着有效剂量的增加，整体防除效果逐渐升

高。有效剂量４５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为６０．９４％；有效

剂量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分别为８５．７１％、

９１．５２％和９３．７５％，３个处理的之间差异不显著，但

与有效剂量４５ｇ／ｈｍ２处理差异显著。

２．２．２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

田间测定

　　田间试验结果（表３）表明，施药部分，１０％氰氟

草酯乳油有效剂量９０～２７０ｇ／ｈｍ２对双穗雀稗的防

除效果均为１００％。

１０％氰氟草酯乳油对未施药部分双穗雀稗的

防除效果随着施药部分氰氟草酯有效剂量的增加

而呈现上升的趋势，有效剂量９０、１３５、１８０、２２５、

２７０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分别为４２．２０％、４５．０９％、

６７．７３％、７３．２２％和９３．０６％，其中有效剂量２７０

ｇ／ｈｍ２处理中未施药部分的茎数与有效剂量９０、

１３５ｇ／ｈｍ２处理之间差异显著；不均匀施用１０％氰

氟草酯对双穗雀稗的总防效的趋势与未施药部分

的防效趋势相类似，有效剂量９０～２７０ｇ／ｈｍ２的总

体防效为７１．９１％～９６．６３％。但是对有效剂量

２２５ｇ／ｈｍ２和２７０ｇ／ｈｍ２ 的未施药部分茎数和总

茎数汇总样本分别进行狋测验比较后发现，有效剂

量２２５和２７０ｇ／ｈｍ２ 未施药部分和总茎数汇总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即有效剂量２７０ｇ／ｈｍ２的防除效

果优于２２５ｇ／ｈｍ２。

药后７５ｄ目测整体防效结果表明（表４），随着

氰氟草酯有效剂量的升高，其对双穗雀稗的整体防

效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有效剂量２２５、２７０ｇ／ｈｍ２的防

除效果较好，目测防效分别为８５．００％和９０．００％，与

有效剂量９０～１３５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差异显著。

综合室内试验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施药均

匀、全株受药的情况下，１０％氰氟草酯乳油有效剂

量９０ｇ／ｈｍ２（氰氟草酯田间推荐使用剂量范围内）

对双穗雀稗具有很好的防除效果。但是考虑到农

民手动喷雾或田间机械喷雾会存在喷雾不均匀等

一些问题，以及双穗雀稗无性繁殖蔓延迅速等特

点，在不能保证均匀全株受药的情况下，１０％氰氟

草酯乳油防除双穗雀稗的使用剂量应该提高到有

效剂量２７０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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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效果田间试验结果（药后２周）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狑犻狋犺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狌狀犲狏犲狀犾狔（２狑犲犲犽狊犪犳狋犲狉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有效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ｏｓａｇｅ

施药部分Ｐａｒ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未施药部分Ｐａｒｔｓ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总茎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ｓｔｅｍ

总防效／％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９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 （１６．６７±４．１７）ｂ ４２．２０ （１６．６７±４．１７）ｂ ７１．９１

１３５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 （１５．８３±３．５４）ｂ ４５．０９ （１５．８３±３．５４）ｂｃ ７３．３１

１８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 （９．３１±５．７８）ｂｃ ６７．７３ （９．３１±５．７８）ｂｃ ８４．３２

２２５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 （７．７２±０．７０）ｂｃ ７３．２２ （７．７２±０．７０）ｂｃ ８６．９９

２７０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６３）ｃ ９３．０６ （２．００±０．６３）ｃ ９６．６３

ＣＫ （３０．５０±３．１２）ａ － （２８．８３±３．８８）ａ － （５９．３３±６．８４）ａ －

表４　不均匀施用氰氟草酯对双穗雀稗防除

效果田间试验结果（药后７５犱）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犮狔犺犪犾狅犳狅狆犫狌狋狔犾狅狀

犘犪狊狆犪犾狌犿犱犻狊狋犻犮犺狌犿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狑犻狋犺狊狆狉犪狔犻狀犵

狌狀犲狏犲狀犾狔（７５犱犪狔狊犪犳狋犲狉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有效剂量／ｇ·（ｈｍ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ｏｓａｇｅ

目测防效／％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ｂｙ

ｖｉｓｕ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９０ （５５．００±５．００）ｂ

１３５ （５７．５０±２．５０）ｂ

１８０ （７３．３３±８．８２）ａｂ

２２５ （８５．００±５．００）ａ

２７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ａ

３　讨论

在对１０％氰氟草酯乳油进行初筛时，３７．５ｇ／ｈｍ２

防除效果已达到８０．０％，但在本文生物测定的最高

剂量３７．５ｇ／ｈｍ２的防除效果为６９．２％（表１），低于

初筛结果，因此所计算的ＬＤ５０略为偏高，仅供参考。

从本研究结果分析，即使采用氰氟草酯低剂量

处理双穗雀稗，着药部分防除效果也较理想，这说明

双穗雀稗茎叶对氰氟草酯吸收作用较好，导致双穗

雀稗植株死亡。相反，未着药部分防除效果较差，可

能是由于氰氟草酯在双穗雀稗体内传导作用较差。

要使双穗雀稗同一植株未着药部分达到理想的防除

效果，就要使用较高剂量的氰氟草酯。因此，从双穗

雀稗的形态结构、代谢等原因分析氰氟草酯在双穗

雀稗体内的吸收和传导［６８］，分析其对双穗雀稗防除

效果的影响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多年生杂草一直是杂草防除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无论是采用手动喷雾还是机械喷施往往都会出现喷

雾不均匀甚至漏喷等现象，而且由于水稻植株对杂草

的遮挡，也会导致杂草受药不均匀，从而导致其对双

穗雀稗防除效果不彻底。因此，正确的施药技术是氰

氟草酯对双穗雀稗达到理想防除效果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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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正

本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１９２页刊登的“进境高粱种子中葡萄茎枯病菌的检验鉴定”（作者：张宇，许萍萍，吴晶，杨静，李彬，

吴翠萍）一文的基金项目及编号有误，正确的应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ＩＫ１５７）；江苏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ＫＪ０８）”，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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