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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对稻田 3种杂草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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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试验,观察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对移栽稻田3种主要杂草的防治效果,以及杂草防

除后对田间光照、水肥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药剂后,能有效防除稻田3种主要杂草,对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L.)Beauv、异型莎草(CyperusdifformisL.)和鸭舌草 Monochoriavaginalis(Burm.f.)的综合密度

防效和综合鲜质量防效分别达到88.09%~98.91%和88.06%~98.31%;杂草防除后,田间透光率增加3~4
倍,杂草对氮、磷、钾和水分的吸收减少85%以上,水稻增产33.46%~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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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杂草与水稻竞争光照、水肥等营养,常造成

10%~20%减产,严重时达50%以上,是水稻优质

高产重要限制因子之一[1]。同时,杂草也是病虫害

的中间寄主和传播媒介,诱发和加重水稻病虫害的

发生[2]。据统计,危害中国稻田的杂草有200多种,
而 湖 北 地 区 以 稗 草 Echinochloacrusgalli L.
Beauv,鸭舌草Monochoriavaginalis(Burm.f.)和
异型莎草CyperusdifformisL.为主,其中异型莎

草和鸭舌草是危害严重又难于防除的恶性杂草[1]。
化学药剂防除杂草效果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

体系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但大量使用化学除草剂

易造成环境污染,故必须科学评价化学除草剂并精

准施用,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丁草胺(Butachol)
是酰胺类选择性内吸传导除草剂,主要通过幼芽吸

收后抑制和破坏植物蛋白酶,影响蛋白质的形成,抑
制杂 草 幼 芽 和 幼 根 正 常 生 长 发 育[3];噁 草 酮

(Oxadiazon)是芽前和苗期除草剂,主要通过杂草幼

芽或茎叶吸收,抑制杂草体内的叶绿素的产生[4]。

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由丁草胺和噁草酮复配

而成新型除草剂,同乳油单剂比较,具有除草谱宽、
环境兼容性好等优点,然而对水稻田阔叶杂草和莎

草类杂草防治效果尚无相关报道。笔者通过田间试

验,观察了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对水稻移栽

田3种主要杂草的防除效果,以及杂草防除后田间

不同冠层透光率的变化和对水肥的影响,旨在为建

立稻田杂草可持续防治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田概况

试验地点为湖北省农科院南湖试验站水稻田。
试验地平坦,肥力均匀,排灌方便。土壤属于侧渗型

水稻土,pH6.5~7.3,有机质约为1.8%(质量分

数)。田间杂草以鸭舌草、异型莎草和稗草为主。
1.2 供试品种及田间管理

供试水稻品种为鄂粳912。于2012年6月

30日移栽,插秧密度为10cm×15cm,每穴4苗,施
复合肥225kg/hm2为底肥,并按150kg/hm2追施

尿素。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栽培管理。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辽宁省大

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产品)4个剂量处理:744、930、

1116、1860g/hm2(有效成分,activeingredient,
下同),对照药剂为60%丁草胺乳油(先正达作物保

护有限公司产品)765g/hm2和25%噁草酮乳油375

g/hm2(浙江省嘉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并设

人工除草和清水空白对照,共8个处理,代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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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T2、T3、T4、T5、T6、T7、T8,重复4次,总计32
个小区,每小区20m2,随机排列。小区之间筑埂隔

离,并设进水沟和排水沟,以防串灌和漫灌。于秧苗

移栽前1d(2012年6月29日)施药,按试验设计各

处理用药量,每公顷药量拌潮土225kg配制成毒土

后,撒施均匀。施药时田间水深3~5cm,并保水

7d,只灌不排,任其自然落干。
1.4 测定方法

1)药剂防效。试验设计和调查方法参照GB/T
17980.40-2000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除草剂防

治水稻田杂草。稻田施药后,目测各处理对水稻的

安全性。施药后20、40、60d分别调查杂草密度防

效,并于施药后60d加测杂草鲜质量防效。每小区

取有代表性的4个点,每点0.25m2,即每区共取

1m2,分别记载杂草种类、株数、鲜质量,计算防效

并于收获期测定各小区产量。

2)田间光照强度。在水稻生长盛期、晴朗天气

日(2012年9月7日),选择光照强度变化小的时间

段(10:00-11:00),采用便携式照度仪(SM700),调
查空中(距地表150cm)和距离地表65、35、15cm
处的光照强度,并分别用LI150、LI65、LI35、LI10表示。
每小区5点对角线取样,每样点重复测量3次,计算

透光率(lightpenetrationrate,LPR),计算公式:

LPR(%)=(测定层光照强度/LI150)×100。

3)杂草水和肥含量。在水稻成熟收获期,取稗

草、异型莎草和鸭舌草的鲜样,送往湖北省农科院农

业测试中心,测量单位面积内各种杂草的全氮、全
磷、全钾和含水量,每个处理重复4次。全氮量的测

定采用凯氏定氮法,全磷量和全钾量的测定采用高

频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法),含
水量的测定参考GB/T5009.3-2003的测定标准。
水稻收获后,测定各处理水稻产量。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将试验数据输入Excel2010计算各处理校正

防效,并用SPSS18.0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剂对稻田杂草的防效

药效试验结果表明,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

剂对水稻田3种杂草的防效显著(表1)。在施药后

60d,供试药剂对稗草、异型莎草、鸭舌草的密度防

效和 综 合 密 度 防 效 分 别 为83.57%~95.28%、

91.46%~100%、89.07%~100.00%、88.09%~
98.91%,而鲜质量防效和综合鲜质量防效分别为

86.05%~96.84%、92.32%~100.00%、90.69%~
100.00%、88.06%~98.31%,显示该药剂对稻田

杂草的密度防效和鲜质量防效基本一致,并随着用

药量的增加,药剂对杂草的防效也显著增加,其中以

用药量1860g/hm2的综合防效最好,显著优于对

照药剂处理(P<0.01)。另外,所有化学药剂处理

防效均显著高于人工除草(P<0.01)。
表1 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防除水稻田杂草的防治效果(60d)1)

Table1 Controleffectsof62% Butachol·Oxadiazonmicroemulsiononweedsinricefields(60d) % 

处理
Treatment

稗草E.crusgalli

Ⅰ Ⅱ

异型莎草C.difformis

Ⅰ Ⅱ

鸭舌草 M.vaginalis

Ⅰ Ⅱ

综合防效Integratedcontroleffect

Ⅰ Ⅱ

T1 83.57bcB 86.05cB 91.46cC 92.32bC 89.07cBC 90.69cBC 88.09cC 88.06cC
T2 87.27bcB 89.70bcB 94.10bcBC 95.38bBC 93.14cB 94.35cB 92.28cBC 92.19bcBC
T3 91.99abAB 93.85bAB 98.36abAB 99.03aAB 97.21bA 98.11bA 96.17bB 95.80bAB
T4 95.28aA 96.84aA 100.00aA 100.00aA 100.00aA 100.00aA 98.91aA 98.31aA
T5 89.75bcAB 91.58bcB 92.96cBC 93.96bC 81.87dC 83.46dC 89.15cC 90.73cBC
T6 82.77cB 84.73cB 93.60cBC 94.18bC 92.06cB 93.24cB 90.01cC 88.44cC
T7 63.48dC 65.37dC 62.86dD 64.58cD 64.74eD 67.75eD 64.59dD 66.37dD

1)Ⅰ:密度防效 Quantitycontroleffects;Ⅱ:鲜质量防效Freshweightcontroleffects;同列数值后含相同的小写或大写字母表示

在0.05或0.01水平差异不显著(下表同)。Thenumbersfollowedbythesamelowercaseanduppercaselettersineachcolumn

arenotsignificantat0.05or0.01level(thesameasfollowingtables).

2.2 杂草防除对稻田光照的影响

光照是决定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水

稻的结实以及干物质生产和分配。田间试验结果表

明,在空白对照小区距离地面65、35、15cm处的透

光率分别为10.02%、3.43%、0.81%。在62%丁草

胺·噁草酮微乳剂处理小区,不同冠层透光率为空

白对照小区的4倍左右,田间透光条件得到了显著

改善(表2);随着用药量增加,田间透光率也随之增

加,但各化学药剂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且均显著

高于人工除草(P<0.01)。这说明稻田通过防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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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后,能有效控制杂草危害,增加稻田的光照强度和

透光率。
表2 杂草防除后稻田的透光率

Table2 Lightpenetrationrateofweedcontrol

inthericefields % 

处理
Treatment

距地65cm
65cmtoground

距地35cm
35cmtoground

距地15cm
15cmtoground

T1 37.80aA 13.03aA 3.43aA
T2 39.78aA 13.79aA 3.70aA
T3 39.09aA 13.66aA 3.79aA
T4 42.15aA 14.33aA 3.96aA
T5 38.76aA 13.19aA 3.14aA
T6 30.85aA 11.96aA 2.93aA
T7 19.07bB 9.69bB 1.78bB
T8 10.02cC 3.43cC 0.81cC

2.3 杂草防除对稻田养分和水分的影响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空白对照小区3种主要杂

草稗草、异型莎草、鸭舌草的全氮吸收量分别为

24.59、13.31、5.06kg/hm2,全钾的吸收量分别为

20.66、19.64、7.47kg/hm2(表3);3种杂草对氮和

钾的吸收能力显著大于磷(0.04~3.6kg/hm2);

3种杂草 对 水 分 的 消 耗 量 为2348.9~7651.0
kg/hm2。施用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后,极显

著降低了杂草对水肥的吸收,其水肥消耗量仅为空

白对照区的0%~14%。稻田通过防除杂草后,能
有效降低杂草数量和密度,保证水稻对水肥的吸收,
从而促进水稻增产。

表3 杂草防除后稻田杂草的养分和水分含量

Table3 Nutritionandwatercontentofweedcontrolinthericefields kg/hm2 

处理
Treatment

稗草E.crusgalli

全氮
TotalN

全磷
TotalP

全钾
TotalK

总含水量
Totalwater

异型莎草C.difformis

全氮
TotalN

全磷
TotalP

全钾
TotalK

总含水量
Totalwater

鸭舌草 M.vaginalis

全氮
TotalN

全磷
TotalP

全钾
TotalK

总含水量
Totalwater

T1 3.43aA 0.31aA 2.88aA 1067.50aA 1.08abA 0.29aA1.59abAB190.40abAB 0.47aA 0.00aA 0.69aA 277.47aA
T2 2.36aA 0.21aA 1.98aA 735.00aA 0.52aAB 0.14aA 0.77aAB 92.20aAB 0.28aA 0.00aA 0.41aA 166.01aA
T3 1.34aA 0.12aA 1.13aA 418.25aA 0.16aA 0.04aA 0.23aA 28.06aA 0.09aA 0.00aA 0.14aA 54.54aA
T4 0.60aA 0.05aA 0.50aA 185.50aA 0.00aA 0.00aA 0.00aA 0.00aA 0.00aA 0.00aA 0.00aA 0.00aA
T5 2.14aA 0.19aA 1.80aA 665.00aA 0.69aA 0.19aA1.02abAB122.30aAB 0.82aA 0.00aA 1.22aA 490.90aA
T6 3.58aA 0.32aA 3.01aA 1114.70aA 0.74aA 0.20aA1.09abAB130.30aAB 0.35aA 0.00aA 0.51aA 206.32aA
T7 8.18bB 0.73bB 6.87bB 2546.20bB 4.59cC 1.24bB 6.77cC 809.70cC 1.64bB 0.00aA 2.42bB 974.69bB
T8 24.59cC 2.20cC 20.66cC 7651.00cC 13.31dD 3.60cC 19.64dD2348.90dD 5.06cC 0.01aA 7.47cC 3011.80cC

2.4 防除杂草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稻田水肥条件与水稻产量直接相关。试验结果

表明,稻田施用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防除杂

草后,各处理均能显著提高水稻产量,平均每公顷增

产达到1296.90~1545.30kg,与空白对照比较,增
产率为33.46%~40.04%(表4)。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药剂不同剂量处理之间或不同药剂处理之间差

异不显著;水稻产量显著提高,水稻产值也显著增

加,平均每公顷增收3248~3863元(稻谷单价按

2.50元/kg计算)。
表4 杂草防除后稻田的产量

Table4 Yieldofweedcontrolinthericefields

处理
Treatment

产量/
(kg/hm2)
Yield

增产量/
(kg/hm2)
Yield
increase

百分比/%
Percentage

增产值/
(元/hm2)
Increasein
outputvalue

T1 5183.48aA 1296.90 33.46 3242.25
T2 5296.80aA 1410.23 36.57 3525.58
T3 5390.70aA 1504.13 38.90 3760.33
T4 5431.88aA 1545.30 40.04 3863.25
T5 5224.16aA 1337.59 34.69 3343.98
T6 5160.26aA 1273.69 32.94 3184.23
T7 4524.26bB 637.69 16.50 1594.23
T8 3886.58cC / / /

3 讨 论

化学除草已经成为农田杂草防除的重要措施之

一,但长期、大量使用有限的化学除草剂,如酰胺类

除草剂丁草胺、磺酰脲类除草剂吡嘧磺隆等,导致杂

草抗药性迅速增长,导致农田杂草危害加剧且防除

困难[5-8],同时污染环境、影响水稻生长[9]。微乳剂

是以水为介质的新型农药剂型,同传统剂型乳油比

较,具有环保、安全、高效等优点,现已成为农药研制

的热点[10]。将除草机制不同的丁草胺与噁草酮复

配,能有效延缓杂草抗性的发展,从而提高除草剂的

防治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

对水稻移栽田稗草、异型莎草、鸭舌草均有良好的防

治效果,能显著降低杂草对田间光照和水肥的消耗。
光合作用是决定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物质积累以及

影响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1]。防除稻田杂草后,水
稻田不同冠层透光率均显著增加,从而促进水稻光

合作用。氮、磷、钾是植物重要的无机元素,直接影

响水稻产量和质量[12-13]。杂草生长消耗稻田大量水

肥营养,其中以稗草对水肥吸收量为最高。稗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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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稻田恶性杂草,萌发快,出土较早,与水稻直接

竞争水肥,严重影响水稻分蘖,进而导致水稻减

产[14]。62%丁草胺·噁草酮微乳剂对稗草在内的

3种稻田主要杂草均有较高的防效,与其他剂型相

比,持效期更长,在施药后60d均能有效控制田间

主要杂草[15]。通过防除稻田杂草,能显著降低杂草

对营养和水分的消耗,保障水稻对氮、磷、钾肥和水

分的吸收,促进水稻增产增收。综上所述,62%丁草

胺·噁草酮微乳剂是一种防除水稻移栽田单双子叶

杂草的高效复配制剂,且对环境和水稻安全,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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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effectof62%Butachol·Oxadiazonmicroemulsion
onthreeweedsintransplantedric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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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isstudy,thefieldexperimentwasconductedtoinvestigatethecontroleffectof62%
Butachol·Oxadiazonmicroemulsiononthreeweedsinthetransplantedricefield,includingEchinochloa
crusgalliL.Beauv,CyperusdifformisL.andMonochoriavaginalis(Burm.f.).Additionally,thein-
fluenceofweedcontrolontheabsorptionofnutritionandtheyieldofweedswasexaminedaswell.The
resultsrevealedthat62%Butachol·Oxadiazonmicroemulsioncaneffectivelycontrolthethreedominant
weeds,withthecontroleffectsofweeddensityandfreshweightbeing88.09%-98.91%and88.06%-
98.31%,respectively.Afterweedcontrol,thelightpenetrationrateinthericefieldwassignificantly
increased3-4folds,theweeds'absorptionofwaterandnutritionwassignificantlydecreasedmorethan
85%,andtheyieldofricewasincreased33.46%-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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