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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筛选适合甘薯田使用的高效、安全除草剂，比较了５０％乙草胺乳油、３３％二甲戊乐灵乳

油、５０％扑草净可湿性粉剂、２４％乙氧氟草醚乳油和１０％精喹禾灵乳油５种除草剂对甘薯田杂草

的防除效果。结果表明，乙草胺、二甲戊乐灵和乙氧氟草醚对甘薯田杂草的防除效果较好，二甲戊

乐灵、乙氧氟草醚和精喹禾灵对甘薯较为安全，而３３％二甲戊乐灵乳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处理获得了

最高的鲜薯产量２６　５４８．２７ｋｇ／ｈｍ２。从杂草防除效果及对甘薯安全性和鲜薯产量的影响等综合

因素考虑，使用３３％二甲戊乐灵乳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在甘薯田防除杂草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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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薯［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Ｌ．）Ｌａｍ．］属 旋 花 科

（Ｃｏｎｖｄｖｌａｃｅａｃｅ）、甘 薯 属（Ｉｐｏｍｏｅａ）、甘 薯 组（Ｓｅｃ－
ｔｉｏｎ　Ｂａｔａｔａｓ），是 世 界 第 七 大 作 物。甘 薯 高 产、稳

产、适应性广、营养丰富，不仅是重要的粮食、饲料作

物，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新型 生 物 能 源 作 物［１－２］。

河南省 甘 薯 种 植 历 史 悠 久，种 植 面 积 常 年 稳 定 在

４５万ｈｍ２ 左右，并呈逐年增长趋势［３］。目前甘薯田

杂草种类多、数量大，与甘薯争肥、争水、争光，对甘

薯生产影响较大［４］。如果防除不及时会对甘薯造成

危害，地 上 部 分 生 长 缓 慢，薯 块 少 而 小，轻 者 减 产

５％～１５％，重者 达５０％以 上［５］。采 用 人 工 拔 除 杂

草的方法不但费工费力，且防除效率低［６］。除 草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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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不 仅 能 有 效 控 制 杂 草 的 危 害，还 可 大 大 提

高甘薯的生产效 率。但 是 目 前 在 甘 薯 生 产 上 缺 少

综合效果较好 的 除 草 剂，仅 有 异 丙 草 胺、灭 草 松２
种药剂获 得 登 记［７］，而 长 期 使 用 某 种 单 一 的 除 草

剂容易引起甘薯 田 杂 草 群 落 的 变 化。为 选 出 更 多

适宜甘薯 田 杂 草 防 除 的 除 草 剂，提 高 甘 薯 生 产 效

率，选择乙草胺、二 甲 戊 乐 灵、扑 草 净、乙 氧 氟 草 醚

和精喹禾 灵５种 除 草 剂 进 行 试 验，筛 选 杂 草 防 除

效果较好 的 除 草 剂，为 甘 薯 田 杂 草 的 防 除 提 供 参

考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

５０％乙草胺乳油，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生产；

３３％二甲戊乐灵乳油，青岛现代农化有限公司生产；

５０％扑草净可湿性粉剂，浙江省长兴第一化工有限

公司生产；２４％乙氧氟草醚乳油，浙江一帆化工有限

公司生产；１０％精喹禾灵乳油，安徽丰乐农化责任有

限公司生产。

１．２　试验设计

本试 验 共 设１６个 处 理：（１）５０％乙 草 胺 乳 油

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２）５０％乙草胺乳油３　０００ｍＬ／ｈｍ２；
（３）５０％乙草胺乳油４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４）３３％二甲戊

乐灵乳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５）３３％二 甲 戊 乐 灵 乳 油

３　０００ｍＬ／ｈｍ２；（６）３３％二 甲 戊 乐 灵 乳 油 ６　０００
ｍＬ／ｈｍ２；（７）５０％扑草净可湿性粉剂１　５００ｇ／ｈｍ２；
（８）５０％扑 草 净 可 湿 性 粉 剂３　０００ｇ／ｈｍ２；（９）２４％
乙氧氟草醚 乳 油３００ｍＬ／ｈｍ２；（１０）２４％乙 氧 氟 草

醚乳 油６００ｍＬ／ｈｍ２；（１１）５０％乙 草 胺 乳 油３　０００
ｍＬ／ｈｍ２＋５０％扑 草 净 可 湿 性 粉 剂１　５００ｇ／ｈｍ２；
（１２）５０％乙草胺乳油３　０００ｍＬ／ｈｍ２＋２４％乙氧氟

草醚乳油３００ｍＬ／ｈｍ２；（１３）１０％精喹禾灵乳油６００
ｍＬ／ｈｍ２；（１４）１０％精 喹 禾 灵 乳 油１　１２５ｍＬ／ｈｍ２；
（１５）１０％精 喹 禾 灵 乳 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１６）清 水

４５０ｋｇ／ｈｍ２（空 白 对 照）。小 区 面 积２０ｍ２，重 复

４次，随机区组排列。

１．３　试验概况

试验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研究开发基

地甘薯试验田进行。供试品种为郑红２２，试验地杂

草较多、分布均匀，土壤肥力中等，地势平坦。甘薯

移栽前，将各个小区的杂草全部拔光，对处理（１）－
（１２）的土壤进行封闭处理。施药２～３ｄ后 移 栽 薯

苗，薯苗成活后对处理（１）－（６）、（９）、（１０）、（１２）的

土壤再次进行封闭处理。在甘薯生长期，于田间禾

本科杂草二至三叶期，对处理（１３）－（１５）的甘薯茎

叶进行喷雾。药 剂 用 水 量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恒 速、均 匀

喷雾，避免重喷、漏喷。

１．４　调查内容与方法

对整个小区进行调查，记录所有杂草的总株数

和鲜质量。分别于第１次处理后１５ｄ和３０ｄ对杂

草株防效进行调查，处理后４５ｄ对杂草株防效和鲜

质量防效 进 行 调 查。株（鲜 质 量）防 效 的 计 算 公 式

为：株（鲜质量）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鲜质量）－
处理区杂草株数（鲜质量）］／对照区杂草株数（鲜质

量）×１００％。对处理后不同时间甘薯的地上部药害

情况进行观察，记录药害症状，收获时对甘薯的薯块

产量进行比较，并对薯块的药害情况进行观察评价。

１．５　数据处理

使用“ＤＰＳ数据处理系统”８．０１专业版软件，采

用邓肯氏 新 复 极 差（ＤＭＲＴ）法 对 调 查 数 据 进 行 统

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除草剂处理的杂草防除效果

本试验中甘薯田杂草主要有马唐、牛筋草、狗尾

草、芦苇、马齿苋、藜、小藜、打碗花、苘麻、龙葵、播娘

蒿及部分莎草科杂草等，其中马唐、牛筋草和马齿苋

较多。由表１可 以 看 出，第１次 处 理 后１５ｄ，处 理

（１２）、（１１）、（１０）、（４）和（３）等获得了较好的杂草防

除效果，防效均在７５％以上；第１次处理后３０ｄ，处

理（１２）、（１１）、（３）、（６）、（２）、（１０）、（４）、（５）和（１）等

获得了较好的 杂 草 防 除 效 果，防 效 均 在９０％以 上；

第１次处理后４５ｄ，处理（１２）、（３）、（６）、（１１）、（２）、
（５）、（１０）和（４）等获得了较好的杂草株防效结果，处
理（１２）、（６）、（３）、（５）、（４）、（１１）和（２）等获得了较好

的杂草鲜质量防效结果，杂草株防效和鲜质量防效

均在８９％以上。方差分析表明，同一次调查中处理

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总体来说，乙草胺、二
甲戊乐灵和乙氧氟草醚３种除草剂对甘薯田杂草的

防除效果较好。

２．２　不同除草剂处理的药害情况

甘薯苗 移 栽 成 活 后，对 甘 薯 苗 的 生 长 情 况 进

行了多次 观 察，发 现 大 部 分 处 理 的 甘 薯 苗 生 长 基

本正常，其中处理（８）、（１１）、（２）、（３）和（１２）的 部

分甘薯苗 弱 小、叶 片 发 黄、生 长 状 态 差，甚 至 少 部

分甘薯苗 死 亡，以 处 理（８）的 药 害 情 况 最 严 重（表

１）。收获 时 对 所 有 处 理 的 薯 块 进 行 观 察，均 未 发

现药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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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除草剂对甘薯田杂草的防除效果

处理编号 １５ｄ株防效／％ ３０ｄ株防效／％ ４５ｄ株防效／％ ４５ｄ鲜质量防效／％ 地上部药害情况

（１） ４６．３２ｅｆ　 ９０．２５ａｂｃ　 ８１．００ｂ ８３．６５ｃ ＋
（２） ６５．６９ｂｃｄ　 ９６．００ａ ９１．７５ａ ８９．５０ａｂｃ ＋＋
（３） ７５．５３ａｂｃ　 ９７．５０ａ ９５．２５ａ ９５．８３ａｂ ＋＋
（４） ７５．９０ａｂｃ　 ９４．２５ａｂ　 ８９．７５ａ ９１．７６ａｂｃ －
（５） ６１．９２ｃｄ　 ９４．２５ａｂ　 ９１．５０ａ ９２．１１ａｂｃ －
（６） ６８．３９ｂｃｄ　 ９６．００ａ ９４．００ａ ９６．３０ａｂ －
（７） ４１．０３ｅｆ　 ６５．２５ｅ ３６．２５ｆ ５５．９４ｅ ＋
（８） ５５．３２ｄｅ　 ８２．００ｃｄ　 ６７．７５ｃ ６４．７８ｄｅ ＋＋＋＋
（９） ６８．４５ｂｃｄ　 ８７．００ｂｃｄ　 ７６．５０ｂ ７２．１２ｄ －
（１０） ７９．４０ａｂ　 ９４．７５ａｂ　 ９０．２５ａ ８７．２４ｂｃ －
（１１） ８６．０８ａ ９６．５０ａ ９２．２５ａ ９０．０９ａｂｃ ＋＋＋
（１２） ８７．４０ａ ９８．２５ａ ９７．５０ａ ９８．１２ａ ＋＋
（１３） １３．８３ｇ　 ７８．７５ｄ ４３．７５ｅｆ　 ５９．９３ｅ －
（１４） ３５．０９ｆ ７９．５０ｄ ４７．５０ｄｅ　 ６４．８１ｄｅ －
（１５） ３９．７３ｆ ８１．７５ｃｄ　 ５５．２５ｄ ５９．９５ｅ ＋

注：同列数据后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 平 上 差 异 显 著（ＤＭＲＴ法），下 同。药 害 程 度 的 评 价 采 用 如 下 符 号 表 示：“－”无 药 害；
“＋”轻度药害，不影响甘薯的正常生长；“＋＋”明显药害，但可复原；“＋＋＋”高度药害，影响生长；“＋＋＋＋”严重药害。

２．３　不同除草剂对甘薯产量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所有处理中，仅处理（４）和（１５）
鲜薯产量高，比空白对照高４３．２４％和２．０２％，其中，处
理（４）鲜薯产量最高，分别为２６　５４８．２７ｋｇ／ｈｍ２，显 著

高于空白对照。其余的处理均比空白对照低，其中

处 理 （９）、（１２）分 别 比 空 白 对 照 减 产 ６０．３２％、

４８．９９％。

表２　各药剂处理区甘薯产量

处理编号 鲜薯产量／（ｋｇ／ｈｍ２） 比对照±／％

（１） １５　８３２．９１ｂ －１４．５７
（２） １５　１５７．５８ｂｃ －１８．２２
（３） １６　９５８．４８ｂ －８．５０
（４） ２６　５４８．２７ａ ４３．２４
（５） １４　３３２．１６ｂｃｄ －２２．６７
（６） ９　９０４．９５ｃｄｅ －４６．５６
（７） １５　９０７．９５ｂ －１４．１７
（８） １７　１０８．５５ｂ －７．６９
（９） ７　３５３．６８ｅ －６０．３２
（１０） １３　１３１．５６ｂｃｄ －２９．１５
（１１） １３　５０６．７５ｂｃｄ －２７．１３
（１２） ９　４５４．７３ｄｅ －４８．９９
（１３） １３　６５６．８３ｂｃｄ －２６．３２
（１４） １３　１３１．５６ｂｃｄ －２９．１５
（１５） １８　９０９．４５ｂ ２．０２
（１６） １８　５３４．２６ｂ －

３　结论与讨论

试验中发现，乙草胺、二甲戊乐灵和乙氧氟草醚

对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和部分莎草科杂草防除效果

较好；扑草净对阔叶杂草和部分莎草科杂草防除效果

较好，对禾本科杂草防除效果较差；精喹禾灵对禾本

科杂草防除效果很好，对部分莎草科杂草防除效果较

好，对阔叶杂草防除效果较差。扑草净和乙草胺对甘

薯的地上部药害情况较严重，二甲戊乐灵、乙氧氟草

醚和精喹禾 灵 对 甘 薯 的 地 上 部 较 为 安 全。处 理（４）
（３３％二甲 戊 乐 灵 乳 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和 处 理（１５）
（１０％精 喹 禾 灵 乳 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的 鲜 薯 产 量 较

高，处理（９）（２４％乙氧氟草醚乳油３００ｍＬ／ｈｍ２）和处

理（１２）（５０％乙草胺乳油３　０００ｍＬ／ｈｍ２＋２４％乙氧

氟草醚乳油３００ｍＬ／ｈｍ２）的鲜薯产量较低。从除草

剂对杂草防除效果、对甘薯的安全性和鲜薯产量影响

等综合因素来考虑，本试验中处理（４）的效果最好。由

于二甲戊乐灵是土壤封闭处理除草剂，精喹禾灵是苗

后茎叶处理除草剂且对禾本科杂草防除效果很好，可
以将这２种除草剂结合起来使用，建议生产中将３３％
二甲戊乐灵乳油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与１０％精喹禾灵乳油

１　５００ｍＬ／ｈｍ２ 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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