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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叶片
生理指标的影响

吴济南,王丽玲,王惟帅,杜慧玲
*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研究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拔节期叶片叶绿素含量、过氧化物

酶( POD)、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和丙二醛( MDA )含量的影响。试验设 5 个处理: A1、A2、

A3、A4处理每小区各施阿特拉津和乙草胺 0 5mL、1 0mL、2 0mL、4 0mL,以清水为对照。结果

表明:随除草剂剂量升高, 叶绿素含量呈升高- 降低- 升高的变化趋势,以 A4处理最高, A2处理

次之,与对照相比分别增加 16. 6%、15. 2% ; SOD活性呈升高- 降低的变化趋势, A3 处理下 SOD

活性最高, 与对照相比增加 40. 6%, A2处理增加 38. 9%; POD活性呈升高- 降低- 升高的变化趋

势,以 A4处理最高,与对照相比增加 11. 9% , A2处理增加 10. 2% ; MDA 含量呈升高- 降低的变

化趋势,以 A1处理最高,与对照相比增加 8. 5%。A2处理能够增强玉米的光合作用,提高玉米的

抗逆性,因此,是一种值得推荐的除草剂施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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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 ix of Atrazine and Acetochlor on Physiolog ical

Index of Summer M aize

WU Ji nan, WANG Li ling, WANG Wei shuai, DU H ui ling*

( Colleg e o f A rts and Sciences, Shanx i Agr icultural Univer sity, T 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Random complete block design w as used to study the ef fect of mix of at razine and aceto

chlor on the contents of chlor ophyl l and MDA, and the activit ies o f POD and SOD of summer

maize leaves. F ive treatments w ere designed: at razine and acetochlor each w ere applied with

0 5mL, 1 0mL, 2 0mL, 4 0mL in treatments A1, A2, A3 and A4, w ith applicat ion of w ater as

the contr ol. T he results demonst rated that chlor ophy ll content displayed an increased decreased

increased trend, w ith A4 treatment the highest , then A2 treatment , respectively increased by

16 6%, 15 2% compared w ith the control. SOD act iv ity w as incr eased decreased trend, increased

by 40. 6% under A3 tr eatment , and by 38. 9% under A2 treatment compared w ith the contro l.

POD activ ity w as incr eased decreased increased trend, incr eased by 11. 9% under A4 treatment,

and by 10. 2% under A2 treatment compared w ith the control. MDA content w as increased

decreased trend, w ith A1 tr eatment the highest , increased by 8. 5% compared w ith the contro l.

A2 treatment enhanced the photosynthesis and improved the resistance of maize, so it w as a r ec

ommended dose of herbicide appl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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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津( atr azine)和乙草胺( acetochlo r) , 是 2

种选择性除草剂, 广泛应用于玉米田杂草的防除。

关于阿特拉津和乙草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土壤

生态效应影响、残留特征及降解规律方面。胡晓

捷
[ 1]
研究了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阿乙混用)对土

壤酶的影响。卢向阳
[ 2]
研究表明, 阿乙混用在杀草

谱、持效性、联合作用、使用时期、安全性、相容性及

经济效益等诸方面合理性良好。而阿特拉津和乙草

胺混用时作物的相关响应机制鲜见报道。本试验以

早熟夏玉米新农早 2 号为材料, 研究阿特拉津和乙

草胺混用对夏玉米拔节期叶片叶绿素含量、丙二醛

( MDA)含量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过氧化物

酶( POD)等保护酶活性的影响,试图阐明这 2 种药

剂混用对夏玉米生长的影响及其生理响应机制, 以

期为夏玉米高产栽培的化学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新农早 2号; 供试除草剂为山

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 38%阿特拉津悬

浮剂和 50%乙草胺乳油。

1. 2 试验设计与实施

田间试验于 2010年 7- 9月在山西农业大学农

作站进行。供试土壤为石灰性褐土,质地中壤,未使

用过除草剂。土壤理化性状为:全氮 1. 07 g/ kg, 有

机质 26 20 g/ kg , 碱解氮 52 16mg/ kg , 速效磷

18 81mg/ kg, 速效钾 147 0mg / kg, pH 7. 36, 全盐

0 0882%。

试验设 5 个剂量处理: ( 1 ) 以清水为对照

( CK) ; ( 2) 每小区施 0. 5mL 阿特拉津+ 0. 5mL 乙

草胺 ( A1 ) ; ( 3) 每小区施 1. 0mL 阿特拉津 +

1 0mL 乙草胺( A2) ; ( 4) 每小区施 2. 0mL 阿特拉

津+ 2 0mL 乙草胺( A3) ; ( 5) 每小区施 4. 0mL 阿

特拉津 + 4. 0mL 乙草胺( A4)。3次重复, 随机区

组排列, 小区面积 6m
2
( 2 m 3m)。在玉米播后苗

前按照试验设计,向土壤喷施阿特拉津和乙草胺的

稀释液各 500mL。于三叶期间苗,田间管理按照大

田管理进行。

1. 3 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于玉米拔节期采集第 6片展开叶进行叶绿素、

MDA 含量和 POD、SOD活性测定。叶绿素含量采

用直接浸提法测定; POD 活性采用愈创木酚法测

定; SOD活性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测定; M DA 含

量用硫代巴比妥酸显色法测定 [ 3]。

1. 4 数据处理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DPS v3. 11

专业版处理,对测定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并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叶片叶绿素

含量的影响

由图 1可知, 随着除草剂剂量升高,玉米叶片中

叶绿素含量总体呈升高- 降低- 升高的变化趋势,

其中以 A4处理最高, A2处理次之,分别比对照升

高 16. 6%、15. 2%, 表明这 2 种处理增强了玉米植

株的光合作用; A3处理叶绿素含量最低, 与对照相

比降低了 8. 9%, 表明该处理对玉米体内的叶绿素

带来损伤,造成植株光合作用下降。

图 1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

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2. 2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叶片 SOD活

性的影响

从图 2可以看出, SOD活性随着除草剂剂量的

升高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单峰曲线变化, A1、

A2、A3处理下 SOD 活性极显著地高于对照( P<

0 01) , 其中 A3 处理下 SOD 活性达到最大, 而

A4处理下 SOD 活性基本恢复到对照水平, 各处

理下SOD活性比对照分别增加了 34 4%、38 9%、

图 2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

叶片 SOD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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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和 2 75%。SOD活性提高, 说明玉米植株能

够及时清理体内多余的活性氧, 可忍受一定剂量阿

特拉津和乙草胺的胁迫, 但在最高剂量时, 体内

SOD活性降低,清理活性氧能力下降。

2. 3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叶片 POD活

性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 随除草剂剂量升高玉米叶片中

POD活性总体呈升高- 降低- 升高的变化趋势。

A4 处理下 POD 活性最大, 与对照相比升高

11 9%, A2处理升高 10. 2%, 说明这 2 种处理提高

了植株抗逆能力,有利于植株生长发育。

图 3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

叶片 POD活性的影响

2. 4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叶片 MDA

含量的影响

由图 4可知, 玉米叶片中 MDA 含量随着除草

剂剂量的升高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以

A1处理最高, 与对照相比增加了 8. 5% ; A2、A3、

A4处理下 MDA 含量与对照相比均降低,以 A4处

图 4 阿特拉津和乙草胺混用对夏玉米

叶片MDA 活性的影响

理最低,降低了 19. 08%。

3 结论与讨论

当植物处于逆境胁迫时, 植物细胞内自由基产

生与清除的平衡状态就会遭到破坏, 从而造成植物

细胞膜的损伤和破坏, 膜系统的完整性丧失。SOD、

POD 等保护酶类在植物体内协同作用清除过量的

活性氧,以维持活性氧的代谢平衡、保护膜结构, 从

而使植物在一定程度上忍耐、减缓或抵御逆境胁迫

伤害
[ 4]
。

本研究表明,随着阿特拉津和乙草胺剂量的升

高,玉米叶片中叶绿素、MDA含量、SOD和 POD活

性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低剂量阿乙混用( A1、A2

处理)加快叶绿素的合成, 随着剂量升高, 叶绿素合

成量又降低。随着除草剂剂量升高, 玉米叶片中

SOD活性显著升高, 能够及时清除体内多余的活性

氧, A3 处理下 (每小区喷施阿特拉津和乙草胺各

1 0mL) SOD活性最大,但高剂量( A4处理)处理下

SOD活性又回到对照水平。随着除草剂剂量升高,

玉米叶片 POD 活性表现为先上升后降低再上升,

M DA 含量表现为先上升后降低。A2处理下(每小

区喷施阿特拉津和乙草胺各 0 5mL)玉米叶绿素含

量、SOD、POD 活性与对照相比分别升高 15 2%、

38 9%、10 2%。因此,每小区喷施阿特拉津和乙草

胺各 0 5mL 的处理增强了玉米的光合作用, 提高

了玉米的抗逆性, 是一种值得推荐的除草剂施用

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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