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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大蒜田杂草日益严重 ,已成为生产上的突出问题 ,调查了全省蒜田杂草种类 、优势

种 、优势种生物学特性及其消长规律 ,提出了以化学防除为主 、化学防除与生态调控相结合的

无公害综合治理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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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我国种植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大蒜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我国种植面积现已发展到 27万

hm2 ,占世界总面积的 1/3 , 河南种植面积近 9 万

hm
2
,占全国总面积的 1/3。其中中牟县 、杞县两地

种植面积已达 5万 hm2 ,种植大蒜已是农民增收的

主要途径 。由于大蒜生育期长 、种植密度大 ,滋生杂

草多 、密度高 、数量大 ,与大蒜争水肥 、争光照 ,一般

致大蒜减产 20%～ 30%,严重的减产达 50%以上 。

蒜田杂草制约着大蒜的产量与品质 ,如何有效地防

除蒜田杂草是大蒜生产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1　蒜田杂草发生规律

1.1　杂草和大蒜共生期长

大蒜生育期 220 d左右 ,杂草危害可分为 4 个

时期 ,依次为早秋杂草危害期 、晚秋杂草危害期 、早

春杂草危害期 、晚春杂草危害期 。从鳞茎播种到收

获的整个生育期 ,均有杂草发生。

1.2　蒜田杂草早期危害较重

大蒜因叶片窄长 、植株高度低 ,在整个生育期内

都不能遮蔽地面 ,生长前期更不可能形成郁蔽;而杂

草出苗往往比蒜早 ,生长速度快 ,尤其在前期竞争优

势较强 ,在大蒜根系未形成之前 ,杂草根系已经形

成 ,在吸收水肥方面和大蒜竞争激烈 ,严重影响了大

蒜的生长和发育。如大蒜在播种出苗前 ,早秋杂草

就迅速占领了有利空间。

1.3　蒜田杂草种群数量大

大蒜地膜覆盖技术的推广提高了地温和土壤湿

度 ,减少了养分损失 ,同时也给蒜田杂草的生长发育

和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据调查 ,蒜地一般有杂草

180 ～ 850株/hm2 ,严重的达 1 000株/hm2 以上 ,平

均有杂草 200多株/hm2 。

1.4　蒜田杂草种类多 ,出苗不一致

蒜田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分期出苗 ,生长速度

快 ,蒜农因劳力少 ,除草难度大 ,很难用除草剂一次

性灭草 。

2　蒜田杂草种类 、优势种及消长规律

2.1　蒜田杂草种类

据调查 ,蒜田杂草有 36科 168 种。分别为 ,禾

本科 19种 ,十字花科 14种 ,蓼科 8种 ,藜科 7种 ,石

竹科 6种 ,马齿苋科 1 种 ,豆科 11 种 ,旋花科 3种 ,

紫草科 5种 ,唇形科 10种 ,玄参科 5种 ,菊科 25种 ,

茜草科 2种 ,苋科 6种 ,茄科 4种 ,桑科 2种 ,莎草科

1种等 。其中 ,单子叶杂草占 22种 ,双子叶杂草 146

种 。

2.2　常见优势杂草种

蒜田常见优势杂草种有:播娘蒿 、荠菜 、早熟禾 、

王不留行 、面条棵 、附地菜 、婆婆纳 、蚤缀 、碎米莎草 、

莎草 、牛繁缕 、繁缕 、行仪芝 、猪殃殃 、田紫草 、大巢

菜 、田旋花 、小蓟 、猪毛菜 、野苋菜 、刺苋 、看麦娘 、扁

蓄 、藜 、独行菜 、北美独行菜 、铁杆蒿 、马唐 、野燕麦 、

雀麦 、棒头草 、酸模叶蓼 、柳叶蓼 、两叶蓼 、泽漆 、小旋

花 、夏至草 、一年蓬 、小飞蓬 、鬼针草 、蒲公英 、苦苣

菜 、 草等。

2.3　优势杂草种分布

大蒜田因土壤质地 、地区 、茬口和轮作方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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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草相比较复杂 ,下面主要根据土壤质地来划分。

2.3.1　砂土蒜田杂草优势种　由于砂土保水保肥

能力差 ,土质松散 ,适合一些耐旱耐脊薄的杂草滋

生 ,优势种有节节草 、早熟禾 、小蓟 、猪毛菜 、碱蓬 、野

苋 、一年蓬 、田紫草 、阿尔泰 、灰保藜 、紫苑菜 、打碗花

等。

2.3.2　砂壤土蒜田杂草优势种　砂壤土保水保肥

能力比较好 ,一般有灌溉条件 ,杂草种类繁多 ,优势

种有马唐 、米米蒿 、田旋花 、野苋菜 、刺苋 、扁蓄 、婆婆

纳 、日本天剑 、蚤缀 、繁缕 、小蓟 、附地菜等。

2.3.3　河滩蒜田杂草优势种　由于地势低洼 、土壤

湿度大 ,适合于耐淹 、喜温 、水生性杂草生长 ,从而形

成了适于湿生的特殊杂草群落。优势种类有毛茛 、

苦苣菜 、马唐 、宝心莲子菜 、两栖蓼 、柳叶紫苑 、鲤肠 、

荔枝草 、碎米荠 、柳叶蓼 、酸模 、芦苇 、白茅草 、野薄

荷 、旋复花 、水胡芦苗 、水芹菜等。

2.3.4　沿黄泛区蒜田杂草优势种　沿黄泛区蒜田

由于长期使用黄河水灌溉 ,加之近几年采用麦 、稻 、

瓜 、蒜轮作 ,已形成特殊的优势杂草种群 。优势种类

有小蓟 、苦苣菜 、米米蒿 、野苋菜 、刺苋 、大婆婆纳 、蚤

缀 、繁缕 、两栖蓼 、马唐 、柳叶蓼 、白茅 、野薄荷 、芦苇 、

鲤肠 、平车前等 。

2.3.5　蒜田特殊杂草种　调查显示 ,由于个别蒜农

购买农家肥作底肥 ,因畜禽粪便中带有大量的蚤缀 、

牛繁缕杂草种子 ,在地膜下形成以牛繁缕为主 、10 ～

16 cm 厚的垫状植被 ,从而形成特有的杂草种群。

2.4　蒜田杂草的消长规律

杂草危害时期分为早秋杂草危害期 、晚秋杂草

危害期 、早春杂草危害期 、晚春杂草危害期 4 个时

期。在一般地膜覆盖大蒜田 ,杂草发生高峰在播种

后 40 ～ 60 d ,即当年的 11月上 、中旬为杂草出苗高

峰。一般条件下 ,田间湿度大 ,杂草密度高 ,平均可

达 200株/m2以上。第 2年的早春又有一次出苗高

峰。

3　蒜田优势种的生物学特性

蒜田杂草适应性广 ,繁殖力强 ,大部分杂草的繁

殖系数是农作物的几倍至几十倍。据调查 ,一株蒲

公英可结实 1 100多粒 ,一株播娘蒿可结实 2 300

多粒 ,一株柳叶紫苑可结实 30 000粒左右 。蒜田中

的苦苣菜 、小蓟 、一年蓬 、飞廉 、鲤肠 、旋复花 、鬼针

草 、面条棵等都是结实率极高的杂草。因此 ,繁殖系

数高是蒜田杂草的重要特性之一。其次是杂草种子

生命力强 ,在土壤中埋藏数年 ,仍能存活 。如繁缕和

车前的种子寿命在 10年以上 ,马齿苋可达 20 ～ 40

年 。繁缕 、野苋菜在堆肥或厩能中仍能保持发芽力。

另外 ,杂草种子成熟度和萌发期参差不齐是形成蒜

田杂草种类多的主要原因。杂草除用种子繁殖外 ,

多年生杂草还具有营养繁殖和再生的能力 ,如小蓟

是以根芽繁殖的 ,狗牙根 、白茅 、芦苇是以在地下横

走的根状茎发芽生根的 ,香附子是依靠地下的变态

根进行繁殖的 ,苋科的空心莲子菜可茎节上生根 ,靠

营养体繁殖 。

4　大蒜田杂草无公害综合治理

4.1　严格杂草检疫制度

必须严格执行杂草检疫制度 ,防止国外或外地

检疫性及危害严重的恶性杂草因人为因素传入本

土 ,同时杜绝本地检疫杂草外传。尽管蒜地杂草至

今没有发现检疫性杂草大发生的情况 ,仍要加强杂

草检疫 ,防患于未然。

4.2　施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农家肥中常常混有大量杂草种子 ,未经腐熟就

施入蒜田可造成蒜田杂草暴发成灾 。所以 ,农家肥

经过 50 ～ 70 ℃的堆沤处理 2 ～ 3周 ,高温杀死杂草

种子后再施用 ,不但能充分发挥肥效 ,而且也有效抑

制了杂草的滋生。

4.3　科学种植 ,合理轮作

当玉米-大蒜轮作田改作棉花-大蒜套种或轮

作田时 ,优势杂草种看麦娘 、荠荠菜等就失去了活动

空间。对于旱田的杂草 ,将旱改水 ,改种水稻 ,对控

制杂草效果显著。

4.4　合理耕作与人工除草相结合

使用犁 、耙 、铲 、锄 、机耕等各种农机具 ,在不同

季节进行耕作除草 。特别是春季利用铲进行膜下人

工除草 ,是在冬前施用除草剂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 ,

防止年后杂草发生的有效措施。

4.5　充分发挥覆盖地膜的除草作用

这项技术对土壤松紧 、平整 、土粒等要求相当严

格 ,对于盖膜技术要求也相当高 ,应做到膜紧 、膜平 、

不透气 。经观察试验 ,当年后膜下杂草长到 3 ～ 5 cm

时 ,立即覆土 、压严 、压实 ,即可保湿保墒 ,又可防止杂

草再生和蔓延 ,只要地膜不破 ,除草效果显著。

4.6　加强田间管理

合理追肥 ,及时浇水 ,有利于大蒜的生长发育 ,

抑制杂草的发生。清洁蒜田环境 ,适时除草 ,及时清

除田边地头杂草 ,可减少蒜田杂草危害。

4.7　化学防除目前常用药剂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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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早熟葡萄新品种“洛浦早生”及其栽培技术

张国海 ,李秀珍 ,刘保国 ,马慧丽 ,林芳立
(河南科技大学园艺研究所 ,河南 洛阳 471003)

　　中图分类号:S6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268(2005)04-0065-02

　　极早熟葡萄新品种“落浦早生”是 1996年在原

洛阳农专果树教学试验园发现的京亚葡萄早熟芽变

(编号 96—26)。经过 7年的转接 、栽培试验观察 ,

早熟性状表现稳定 , 6月底 7月初成熟 ,比京亚早熟

20 d左右;浆果发育期 45 d。2004年 7月通过河南

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 ,已在部分地区试栽 。现

将其主要性状及配套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

1　主要性状

1.1　果实经济性状

果穗圆锥形 ,紧凑 ,有的带副穗 ,歧肩不明显;平

均穗重 456 g ,最大达 1 060 g;果粒短椭圆形 ,果皮

紫红至紫黑色 ,平均单粒重 11.7 g ,最大可达 16 g ,

经过三高素(或其他膨大剂)处理后 ,平均单粒重

14 g ,平均穗重 750 g ;果粉厚 ,果肉软而多汁 ,味酸

甜 ,稍有草莓香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3.8%～

16.3%;每果粒含种子 2 ～ 3粒 。耐运输 。成熟后延

迟采收风味更佳 ,且不脱粒 ,不裂果 。

1.2　生长结果习性

生长势较壮 ,芽眼萌发率高 ,枝条成熟较早 ,隐

芽萌发力中等。结果枝粗度以 0.8 ～ 1.2 cm 为最

佳 ,结果枝率为 66.8%,每果枝平均花序数 1.65

个 ,花序多着生在结果枝的 3 ～ 8节 ,副梢结实率中

等。不脱粒 ,耐贮运。丰产 ,每公顷产量 30 000 ～

37 500 kg 。

1.3　物候期

在洛阳地区 , 4月上旬萌芽 , 5月中旬开花 ,6月

中旬果实着色 ,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成熟。萌芽至

成熟90 d ,浆果发育期 45 d(相同条件下京亚品种为

102 d和 65 d),比京亚早熟 20 d左右 。

1.4　适应性及抗性

该品种抗炭疽病 、白腐病 、黑痘病。近年来 ,在

洛阳 、许昌 、平顶山等地高温多雨年份均表现抗性

强 。

2　栽培技术

2.1　园地选择

“洛浦早生”是从葡萄品种京亚中选育的早熟葡

萄新品种 ,其适应性强 ,一般中性及偏酸性土壤均能

种植。但是 ,该品种果实生长周期短 ,发育快 ,要求

土壤保水性强。所以 ,一般应选择灌溉条件良好 ,土

壤肥沃 ,地势平坦的地块建园。

2.2　栽植方式

初冬开始挖沟施肥 ,浇水踏实 ,以备栽植。一般

每公顷施优质有机肥 60 000 ～ 75 000 kg 。各地栽

植应在封冻前或解冻后进行 。定植前应将苗木进行

修剪(剪掉残桩 ,剪去过长的根 ,苗木剪留 3 ～ 4芽),

贮藏的苗木应用清水浸泡24 ～ 4 8h 。然后用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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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田使用除草剂应根据大蒜的不同栽培方式 ,

选择适宜的药剂和施药方法 ,才能达到理想的除草

效果 。目前 ,常用的有 50%扑草净可湿性粉剂 、菜

草通乳油 、25%恶草灵乳油 、40%旱草灵乳油 、5%精

禾草克乳油 、72%都尔乳油 、24%果尔乳油 、33%除

草通乳油 、乙氧氟草醚乳油 、50%乙草胺乳油等。

在应用除草剂时 ,土壤忌大土块 、作物残茬;砂

壤土宜用低剂量 ,粘土宜用高剂量;土壤处理剂不宜

用作茎叶处理;提倡交替用药 ,避免长期单一使用同

一种除草剂 。拉索因毒性大 、易致癌 ,被禁用。乙草

胺因连续多年使用 ,致使蒜头产量下降 ,且导致部分

阔叶杂草如荠荠菜危害加重 ,已被其他药剂替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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