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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眼子菜的生物学特性与化学防除

屠乐平 柏明骏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提 要

眼子菜( P ota o o夕e t o nte P Pe : `A
.

Be n n
.

) 是我省稻田中普遍发生的多年

生恶性杂草
,

为害严重
,

人工很难除尽
。

本文是 1 9 7 2一 1 9 7 3年的研究结果
。

对眼子菜的形态特微
,

特别是根茎与茎芽
,

作 了详细 的观察和描述
。

通过

研究其分布与为害
、

发生周期
、

繁殖与艾延
、

各生育期的特点等生物学特性
,

明确了支茎初发绿叶时
,

开始进入光合营养期
,

此时植株幼嫩
,

抗药力弱
,

为

化学防除的有利时期
。

试验确定 了扑草净
、

利谷 隆
、

敌草隆
、

西草净等除草剂在我省各类稻作区

安全
、

高效的用量范围以及混用方法
。

以昆明地 区为例
,

模拟 分 析 药 性
、

草

情
、

苗情
、

环境特点的相互关系
,

提 出栽秧后 20 一 40 天为我省施药适期范围
,

以眼 子菜 由红叶期转入绿叶期时为指标
,

并经实践验证
,

这是可靠的
。

因地制

宜地掌握用药量和施药适期
,

管好田水
,

可获得安全
、

高效
、

经济与省工
、

增

产 的效益
。

在全省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

深受群众欢迎
。

眼子菜科眼子菜属的植物
,

常见于稻田
、

沟渠
、

坝塘
、

水库
、

河流及湖泊边沿
,

约

十余种
,

为淡水多年生单子叶草本
。
在我国南北方稻田 中

,

普遍发生为害的 是 眼 子 菜

( oP at 二 ge ot o et P P o lr’ A
.

B en
n

.

)
,

在我省通称牙齿草 (或鸭子草 )
,

草叶铺盖水面
,

泥

内 串茎结网
,

根茎再生力 强
,

人工很难除尽
,

严重为害水稻的生长发育
,

一般减产二至

三成
,

甚至荒弃无收
。

我省于 1 9 6 9年开始大面积试验
、

示范
、

推广稻田化学除草
,

我院参加了此项工作
. ,

并组织各地主攻眼子菜
。

为了提高化学除草 的应用技术
,

我们于 1 9 7 2一 1 9 7 3年
,

对眼子

菜的生物学特性与化学防除进行了观察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加以整理
,

以供参考
。

一
、

形态特微

1
.

不定根 眼子菜的不定根为白色丝状
,

群生于泥内的根茎节上
,

每节着生 3 一 7

根不等
,

2
.

茎

长 3 一 5 厘米
。

眼子菜的茎根据其功能的不同
,

可分为根茎
、

茎
、

茎芽三种
,

分述如下
:

( l) 根茎 由茎芽伸长或种子萌发的
,

称主茎
,

一般向上直立生长于泥内
,

白色
、

. 我院王永华
、

秦心全
、

余芸英
、

邓吉生等同志于 1 9 6 9一1 9 7 2年间曾先后参加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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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
、

较纤细
,

直径 0
.

5一 1毫米
。

由茎芽伸长而成的主茎
,

约有 7节
,

节上群生丝状不

定根
,

节间长短因萌发深度不同而异
,

一般基部节间较长
,

近土表的节间很短
。

种子萌

发于很浅的表土层中
,

主茎短而节数少
,

比茎芽伸长的为细
。

主茎顶端出土后联接绿色

较粗的茎
。

在表土层 2 厘米以内的主茎节上
,

水平方向发出支茎
,

白色线状
,

直径 1一 2毫米
,

由细渐粗
,

脆嫩易断
,

长可达 2 米
,

一般约 50 厘米
,

分为若干节
,

节间
一

氏 1
.

5一 6厘米不

等
,

节上有较短的半透明膜片抱茎
,

并群生丝状不定根 ; 单数节位上着生茎叶
,

并可沿

水平方向再发分支茎
。

分支茎的特点与支茎相同
,

单数节位仍可再发出茎叶与分支茎
,

这是眼子菜根茎 的重要特微之一
。

( 2 ) 茎 在主茎顶端以及支茎与分支茎的单数节位上着生直立较粗的绿色茎
,

分

节
,

节上互生叶片
,

并有淡茶红色半透明的膜质托叶抱茎
。

( 3 ) 茎芽 是由根茎 (支茎与分支茎 ) 变化形成的休眠态无性繁殖体
。

在盛花期

后
,

支茎与分支茎的先端均向下弯曲生长
,

在耕层底部
,

根茎先端膨大
,

节 间缩短
,

膜

片伸长变厚近于革质
,

形成淡黄色竹筒状的休眠茎芽
,

长约 1 一 3 厘米
,

内分为 7 一 8

节
,

贮存大量养分
。

茎芽单生
,

通常由 2 一 3个茎芽联结组成
,

占总数的 70 % 以上
,

多

时有 6 个茎芽联结
,

形如鸡爪或梳蓖
,

俗称
“

鸡爪根
”
或

“

蓖子根
” 。

每株可结鸡爪根

5 0个左右
,

茎芽约 15 0 个
。

3
.

叶 有沉水叶与浮水叶两种
。

( 1 ) 沉 水叶 主茎顶端的茎上互生 5 一 7 片叶成一簇
,

多为沉水型
,

茶红色
,

俗

称
“
冒红朵

” 。

叶线形至披针形
,

半膜质
,

全缘波状不平
,

叶脉 13 ~ 19 条
。

先发的叶片

细小
,

长 2 一 3 厘米
,

宽 0
.

5一 1厘米 ; 后发叶片渐大
,

长 6一 8 厘米
,

宽 1
.

5一 2厘米
。

叶柄通常很短
,

基部有茶红色半透明膜质托叶抱茎
。

( 2 ) 浮水叶 支茎与分支茎单数节位着生的直立茎上互生 3 一 5 片叶成一簇
,

多

为浮水型
。

初发时呈卷筒状
,

茶红色
,

渐展开浮于水面
,

近于革质
,

叶面绿色有光泽
,

叶背浓黄绿色
。

叶形及大小因植株生育期与土壤肥力不同而变化较大
,

中肥田间的叶片

变化如下
:

数条脉叶
发 叶 期 叶 形

叶长 x 叶宽
(厘米 )

披 针 形

广 披 针 形

椭 圆 形

2
.

5一 3
。
5 义 1

4一 6只 1
。
5一2

。
5

7一 1 0 x 3
。
5一 4

。
5

1 3

1 5一 1 7

1 9一 2 1

期期期前中后

叶片钝头有小尖
,

基部近 圆形
,

全缘平展
。

叶柄长 3 一 15 厘米
,

因水层深浅而异
,

一般约 5一 7 厘米 ; 基部有较长的淡茶红色半透明膜质托叶抱茎
,

长 2 一 3 厘米
。

4
.

花 花穗从叶腋间或茎顶端抽出
,

每茎可先后抽出 1 一 3 个花穗 ; 穗梗长 4 一 了

厘米
,

粗 2 一 3 毫米 ; 圆柱形肉穗状花穗长 4 一 5 厘米
,

约分 17 轮
,

每轮着生小花 3 朵
,

交错排列整齐
。

花被 4 片
,

雄蕊及子房各 4 个
,

花粉淡黄色
,

盛开时俗称
“
上香

” 。

5
.

种子 每花稀疏结子 1 一 2 粒
,

种皮绿褐色 ; 种子宽卵形
,

长 3 一 4毫米
,

具短

缘
,

脊部有三棱线
,

中线突出较明显
,

两边有 2一 3 个不明显的小凸起
。

种子边成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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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 次年整田后萌发于泥表

图1 眼子菜 Po t a优。 夕e 才on te P Pe r fA
.

Be n n
.

二
、

发生特点

1
.

分布与为害

眼子菜在我省稻区分布广泛
。

从立体农业的特点看
,

除海拔 80 0 米以下的滇南亚热

带坝区很少发生为害外
,

其他地区普遍发生
,

海拔 1 , 5 00 米以上的一季稻地区又重于双

季稻地区
。

从局部条件看
,

坝区及村镇附近
,

一般人多田少
,

劳力较充足
,

生产管理水

平较高的社队
,

眼子菜的发生与为害稍轻 , 反之
,

边远的山区和半山区
,

人少 田地多
,

耕作管理粗放
,

眼子菜为害严重
。

据 1 9 7 2年估计
,

全省发生面积 占稻田面积的 70 %
,

重

草 田面积占30 %左右
,

此外沟渠
、

水库
、

坝塘
、

河流及湖泊边沿都普遍发生
,

是稻田眼

子菜的来源之一
。

眼子菜发生严重时
,

草叶铺满水面
,

泥

内串茎结网
,

断茎再生力强
,

人工很难除尽
,

夺肥 (表 1 )
、

占地
、

降温
,

使水稻生 长 瘦

弱
,

无力分孽
,

往往导致严重减产 (表 2 )
,

甚至荒弃而改种早作
。

由于眼子菜的严重为害
,

除草用工量耗

裹 1 眼子菜密度对土坡肥力

眼子莱密度

约影晌 ( 1 9了3 )

王壤氨态氮

叶 /尺 2
P P位州\

项\理
\处

\

化学除草

人工除草

不 除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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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眼子菜对水稻 (西南 1 75 ) 生育和产 t 的危容性 ( L,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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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眼子菜的生育循环周期双季连

作晚稻田 间断茎再生的小循环

费很大
,

约占大田生产用工的 1邝 以上
,

重草 田每

亩花工高达 70 一 80 个
。

2
.

发生周期

我省一季稻地区
,

眼子菜每年发生一次
。

一般
一

于 5 月间 (整田栽秧后 10 一 15 天 ) 先后萌发出土
,

7 一 8 月大量开花结子
, 8 一 10 月在耕作层的底部

形成
“

鸡爪根
” ,

生长期约 1 10 一 1 40 天
。

排水后
,

茎叶逐渐腐烂
, “

鸡爪根
”
分散在土内休眠越冬

,

抗逆性强
。

双季稻田间 (如元谋
、

建水等县 ) 每年可发生两次
,

每次生育期约 70 一 80 天
。

第一

次在早稻田间
,

一般于 4 月下旬萌发
, 6 月开花结子

, 6 月下旬开始结茎芽 ;
第二次在

连作晚稻田间
,

早稻收后随即犁田栽晚稻
,

间隔期短
,

眼子菜根茎未死
,

断茎再生成新

株
,

继续繁殖为害 (见图 2虚线小循环 )
, 9 月开花结子

,

10 月结茎芽
。

在常年有水的

沟塘里
,

由于冬季气温较高
,

地上部不枯死
,

可以终年生长
。

3
,

繁殖与鉴延

眼子菜在我省同时存在无性与有性两种繁殖方式
,

交错循环 (图 2 )
,

田间为害主

要是 由茎芽无性繁殖所造成的
,

蔓延很快
。

盆栽观察茎芽的萌发习性 (埋土 1 寸深 )
: “

鸡爪根
”
上的每个茎芽都能萌发

,

但

按芽序先后有一定的生长优势
,

若将联接的茎芽切开
,

生长优势的现象不复存在
,

茎芽

的萌发率可高达 95 % 以上
。

在田间
,

稻田经过翻挖晒堡和泡水耕犁后
,

茎芽分布在不同

深度的耕层中
,

上层较多
。

试验观察结果表明
,

茎芽在土中的深度不同
,

萌发率
、

出土

历期和生长速度均有所不同 (表 3 )
,

浅土层有利于萌发
。

据田间观察
,

茎芽萌发深度

还与土质有关
,

胶泥田中约 4 一 5 寸
,

沙壤土可深达 6 寸
,

历期约半月以上 ; 约 25 天左

右开始发出支茎
,

在 2 厘米的泥表层中水平方向葡旬蔓延
,

生长速度加快
,

约 2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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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量开花结子
,

一般每株能结
“

鸡爪根
”
约 50 个

,

茎芽 15 0个左右
。

表 3 眼子菜茎芽在不同深度胶泥土层中的萌发情况 (昆明 1 9 7 3 )

土层深度 …茎芽萌发率 …主茎发 。卜历期 ( 日 )…支茎发叶历期 ( 日川 第 一 支 茎 萌 发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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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翼跃
}

、 /“ 2

1 以瓜 } 垠 入 } 取瓜 { 袱 卜 ! 人已狱 }节位 (下向上 ) 1度 (厘米 )

一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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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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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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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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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卜
1。

}
。

{ { J { }
一

I- - 一
-

一
-

—种子萌发于 0一 1厘米表土层 中
,

主茎很短
,

前期生长缓慢
,

茎叶细小
,

近似一年

生小草株形
,

易于拔除
,

一个月以后才发支茎
,

生长速度逐渐 加快
。

盆栽观察
,

当年即

可开花结子
,

每株抽花穗 。 一 36 个不等
,

并结茎芽 24 一 80 个
。

断茎再生力的试验表明
,

根茎的单数节位 已发 出叶片和不定根时
,

切断 后 埋 于 泥

表
,

凋萎 2 一 3 天后复活
,

20 天后断茎节上已发出支茎
,

长 34 厘米
,

并发出分支茎
,

长

2 2厘米
,

有 4 丛叶
,

成长为独立的植株
,

能开花结子与结
“

鸡爪根
” ; 单数节位未发根

绝.卜
与叶的断茎以及不具芽点的双数节位

,

均不

能单独存活
。

晰茎再生的存活率高
,

这是眼

子菜在田 间的垂要蔓延方式之一
,

断茎随拔

秧和栽秧带入本田
、

双季连作晚稻田以及人

工璐除残留在田间的断茎等
,

都是 以断茎再

生传播为害的
。

4
.

各生育阶段的特点

眼子菜各生育期特点的 划 分 如 图 3 所

示
。

本节主要讨论眼子菜营养生长期的化学

防除
。

( 1 ) 萌发期 茎芽 (或种子 ) 遇水萌

发到出土为止
,

生长所需的养分
,

完全靠茎

芽 (或种子 ) 中贮存的养分供应
。

茎芽在土

内的深度不同
,

萌发历期约需 1一 2 个星期
。

( 2 ) 红叶期 从主茎顶端发出红叶到

支茎第一节初发绿叶时止
,

约需 10 一 12 天
。

红叶期标志着叶片的光合作用微弱
,

根系尚少
,

来继续供应生长的需要
。

图 3 眼子菜各生育期的划分示意图

主要依赖茎芽 (或种子 ) 中贮存的养分

从以上两个生育期的特点看
,

都属于母体 (茎芽或种子 ) 营养期
,

生长速度较慢
。

这 时施药
,

虽能杀死地上部分
,

母体仍有养分供应生长
,

故有
“
死而复生

”

的现象
,

化

学防除的效果不佳
。

( 3 ) 绿叶期犷从支茎第一节初发绿叶起
,

植株进入光合营养期
。

此时母体贮存的

养分已耗尽
,

植株幼嫩
,

抗药力弱
,

是化学防除的有利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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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化学防除

关于眼子菜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防除
,

以往很少有人报道
。

六十年代后期
,

黑龙江省

牡丹江农科所用
“
杀漂散

”
(五氯酚钠

、
2 甲 4 氯与洗衣粉定量混合配方 )防除稻田眼子

菜
,

曾取得良好效果
; 日本高桥 昌一 1 9 6 5一 1 9 6 6年进行了扑草净防除眼子菜的施药期和药

后中耕的试验
。

我省试用多种均三氮苯类和取代脉类除草剂防除眼子菜均获高效
,

其中

以扑草净
、

利谷隆
、

敌草隆
、

西草净等较好
。

但由于我省立体气候的特点
,

环境条件复

杂
,

在推广应用中药效不稳定
。

为此
,

我们在以往试验的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了草情
、

苗情
、

环境与药性四者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

以提高化学除草的应用技术
。

.1 施药适期

我们根据眼子菜的生物学特性
,

分析了苗情
、

草情
、

药性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

提出

施药适期的模拟图
。

图 4 防除稻田 眼子菜的施药适期分析 (昆明 1 9 7 3 )

图 4 为我院 (昆明
,

海拔 1 9 1 6米 ) 的观察结果
:

从泡田犁耙起 25 天后
,

田间眼子菜

已全部萌发出土
,

并进入绿叶期
,

标志着眼子菜植株完全进入光合营养期 (参见表 3 及

图 3 )
。

此时眼子菜的植株幼嫩
,

抗药力弱
,

是施药最有利的时期
。

与此同时水稻 已进

入分孽期
,

营养生长旺盛
,

抗药性增强
,

用药较安全
,

故施药适期应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上

旬
。

将扑草净
、

敌草隆制成药土撒入田内
,

药剂溶于表层水中
,

能被眼子菜茎叶充分吸

收
,

其光合作用受到抑制
,

从而草被杀死
,

而水稻根系在泥内较深
,

叶片又在水面以上
,

接触药水层的机会很少
,

故不致受害
。

水稻移栽本 田的施药适期的生物学指标是
:

水稻进入分孽期
,

在封行以前
; 眼子菜

由红叶期初转为绿叶期
。

根据我省不 同海拔的稻作区
,

提出各地施药适期和用药量的范

围
,

如表 4所示
。

表 4 所列施药适期与用药量范围
,

通过省内各地广泛使用的实践证明
,

在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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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适宜的
,

如楚雄

增产显著 (表 5 )
。

表 4

(海拔 1 7 7 1米 ) 试验
,

栽秧后 20 一 30 天施药防除眼子菜
,

药效高
,

云南省各类型稻区防除眼子菜的施药适期与用药 t 范围

海 拔 高 度

(米 )

稻 作 区

(云南省适用 )

商 品 药 量
.

(市两 /亩 )

施 药 适 期

(栽秧后天数 )

1 4 0 0 以下 双季稻与一季釉稻混作区 1
。
0一 1

。
6 1 5一2 5

1 4 0 0一 1 7 5 Q 一一季粕稻 与外省梗稻交错区 1
。
2一 1

。
8 2 0一 3 0

1 7 5 0一2 0 0 0 一季杂交梗稻与釉稻交错区
1

1
。

6一 2
。
2 2 5一 3 5

2。。。 以上
1
一季高原梗稻区

2
。
0一 2

。

4 3 0一 4 0

.

商品药量基准
: 5 0% 扑草净

、

利谷隆
、

西草净
,

25 % 敌草隆

表 5 不同施药期的药效与产 t (楚雄州农科所 1 9 7 3 )

栽秧至施药 } 水 稻 } 眼 子 菜 }旬平均温度 … 药 效
·

… 水 稻

天 数 { 生 育 期 { 生育阶段 !
。

三_
_ {

_ _

% {有效分孽% …产 量 斤 /亩

{
分 , 始 …基本绿叶 1

2 1
·

1

…
`。。

{
` 6 2

1
…分 , 盛 ; 绿 叶 期 …

2 1
·

5
_

上
1。。

…
1 4”

!
{
分 , 末 …始 花 期 …

2。·
6

…
4 2

{
1 5。

{
{
孕 穗 期 } 盛 花 期 …

_

1 9
· 。

…
_ 4

1
_ _ _

…
1 3 8

…
未 施 药 6 6 8

。
5

.
5 0%扑草净每亩 100 克

,

拌药土撒施
,

药后 40 天调查药效

2
.

药剂种类
、

用 t 与药效的关系

田间小区 试验与大田防治的结果均表明
:

对眼子菜的除草活性顺序为敌草隆> 扑草

净 > 利谷隆 > 西草净 ; 对水稻的安全性顺序为西草净 > 扑草净 > 利谷隆> 敌草隆 (见表

6 与图 5 )
。

还对均三氮苯及取代脉类的其他一些药剂进行了试验
,

初步认为上述四种

药剂
,

适 于我国目前大面积防除眼子菜使用
,

其用药量范围见表 4
。

眼子菜的化学防除效果
,

一般均以地上部的叶片为观察对象
,

施药后对地下根茎的

影响如何? 是否能达到根除的效果
,

减少地下茎芽的形成
,

以控制次年杂草萌发基数
,

这 也是重要的间题
。

我院于 19 7 2年在篙 明县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地上部的药效与拟制

地下部茎芽形成的效果是成正相关的
,

楚雄与禄丰的试验结果 (表 7
、

8 ) 也证明有相

同的趋势
,

同时看出随着药效的增加
,

残剩的植株虽然未死
,

生长受到严重的抑制
,

新

形成的茎芽也越瘦小 (表 8 )
。

3
.

环境条件对药效的影响

我省山峦起伏
,

地形复杂
,

有立体农业的特点
,

不同海拔高度和地形的影响
,

气候

各异
,

田间水源与保水性能也不同
,

对防除眼子菜的效果均有影响
。

从牟定县大面积防除眼子菜的效果调查中可以看出
,

在同一剂量下
,

不同海拔的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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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6 几种药荆对眼子菜的药效 (昆明 19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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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施 药 期

栽秧后天数

敌草隆施药期与药效关系 表 8 敌草隆用且与药效的关系

药 效 药 效 % 百芽鲜重

叶 片 计

%

茎芽数计

纯药量

克 /亩 叶片计 茎芽重计 克

2 0天 10 0 1 0 0 1 3
。
8

13
。
2

纯药量25 克 /亩 楚雄州所 1 9 7 3 栽后 33 天施药 禄丰县站 1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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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别
,

低热河谷的效果高于冷凉山区 (表 g )
,

其中扑草净对温度的反应略高于敌草

隆
,

从安全性与药效比较
,

敌草隆较适用于高海拔较冷凉的地区
,

而扑草净则较适用于

温热平坝区
。

表 9 不同海拔商度用药 , 与防除效果的关系 (牟定 )

处 理 … 防 除 眼 子 菜 效 果 %

药 刘 纯 药 克 /亩 1 6 0 0一 1 7 0 0米
坝 区

1 7 0 0一 1 8 0 0米

半山区
、

山区
18 0 0一 1 9 0 0米

一谷一汀幼

5。% 扑草净

2 5% 敌草隆 2 5
}

“ o

扑 十 敌 2 5 + 1 2
。

5

!
WW"

、

一
l

一
!

( 1 9 7 2 ) 牟定县农技站

然而
,

大田防治的效果好坏
,

更重要的因素还取决于田水管理
。

常用的上述四种除

草剂
,

其水溶性均在 4 o p p m 以上
,

稻田用量按纯药计在 20 一 50 克范围
,

稻田水层 以 5 厘

米计
,

则每亩有水33 立米 (即33 吨 )
,

因此施药后药剂完全溶于稻田泥表水层中
,

水层

的动向决定着效果的好坏
。

我们从试验小区和大 田防治 中观察到
,

施药后需保持田水 7

一 10 天不干
,

不流失
,

使眼子菜有一个

充分吸收的过程
,

否则药效下降
,

还会

产生药害
。

在牟定县 1 7个生产队 的 I n

个田块 ( 1 26
.

2 亩 ) 记载资料中看 出
,

凡是施药后放串田水
、

田埂漏水
、

遇雨
_

,

~
、 。 : .

一 一 _ _
,

_
, , _ * 司。

、 _ ,

~ 除
田 埂漫水等原因

,

药水流失
,

除草效果
’
小

下降 ; 药水流失的程度不 同
,

药效下降 草

情况也不一致
,

重者甚 至 无 效
。

又 在 效

7 0 块泥田和 54 块沙田的对比调查中看 果

出
,

在相同的剂量下 (甸亩 80 一 12 0克 菇
商品量 )

,

泥田安全
,

沙田因保水性差
, 甲

药水向下渗漏接触稻根
,

发生轻度至中

等的药害
,

药效也因之受影响
。

泥田有

水层时
,

对水稻安全
。

但是在我省多梯田

的情况下
,

保水性能不如外省
,

需要经

常注意缓缓加水
,

否则田水干后水位下

降
,

药水也随之下渗
,

也会发生药害
。

此外
,

施药后近期下田游踩
,

脚迹坑处

稻根外露接触药水
,

也会产生稻叶发黄

的药害症状
。

历期 (天 )

图 5 几种药剂对眼子菜的田间药效

(楚雄州所 1 9 7 3 )

注
: 1

.

扑草净 5 0克 /亩 (均以纯药计算 )

2
.

稻草完
一 5 70 + 15 克 /亩

3
.

利谷隆 5 0克 /亩
4

.

敌草隆 25 克 /亩

5
.

秀谷隆 50 克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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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药剂混用的除草效果

均三氮苯和取代脉类除草剂都属于灭生性的
,

只是在低剂量范围和一定的施药条件

下
,

才产生选择性 除 草 的 作用
。

这类除草剂在我省环境条件多变的情况下
,

使用掌握

不当时
,

往往容易发生药害或药效降低
,

与稻草完或 2 甲 4 氯混用
,

可以减少用量
,

提

高安全性和除草效果 (表 10
、

1 1 )
,

还能扩大杀 草谱 (表 1 1 )
,

与氮化肥混用
,

不但 有

增效作用 (表 12 )
,

还加速了显效期
,

便利田水管理
。

表 10 药剂混用防除眼子菜的效果
一

…
` ’

处
’

理

” l’’ 。: ,
’

影
} ”

.

药 效 { 二

药 剂 } 纯药 克 /亩 { 叶 /尺
2

… % {
西草净 + 稻草完

1

1 5+ 7。

}
5 2

·
3

{
8 3

…秧
田

、

秧苗 4一 5叶

…
3。

{
4 3

·
7

…
} 。

…
3 1 1 一 }

茜鬓福
十
福覃亮厂

一

下而一{
1 一

万一丽
} 示函赚启)挤

稻草完 楚雄州户斗所
~ ~

天八该 …
一
6一 - ; 一几

5

{
’

一
4一

-
-
-

一扑草净 +

潺完 , 1 5 + 1。。

{
2

·
3

…
。 8

… 本田
:
栽后 2 4天

{ ` 。

…
。 · 。

…
” 2

… 东 , , ,市农科所

、 , } 。

…
1 1 5

! 一
{

表 11 药荆混用扩大杀草谱的效果 (篙明 1 9 7 2 )

{
眼 子 菜

;
三 棱 草

!
牛 毛 草

一

场
一

抓一

睡药竞
/亩 …叶 /尺 2 药 效 %

{
株 /尺

2

! 药 效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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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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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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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面积防除效果的调查中我们认识到
,

药剂混用或药肥混用
,

在低热的双季稻地区

(多釉稻和糯稻
,

抗药性较弱 ) 和保水性较差的沙田 中使用时
,

宜采用减量 混 用 的 方

法
,

以提高安全性为主 ; 在冷凉的高寒地区稻田
,

主要是提高药效
、

加速显效期
,

可以

采用不减量混用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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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药肥混施的增效作用 (牟定 1 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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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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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化学防除稻田眼子菜的效益

我省 1 9 6 9年示范面积 10 万亩
, 1 9 7 2年推广到 65 万亩

, 1 9 7 5年增加达 6 00 余万亩
,

占

全省稻田面积的 40 %
,

其中主要是防除眼子菜
。

实践证明
,

稻田化学除 草 不 仅 具有安

全
、

高效
、

经济
、

省工
、

增产等优点 (表 1 3 )
,

还可代替人工耘田 (表 1 4)
,

各地节省

的大量 ( 90 % ) 劳力
,

投入农田基本建设
,

夏季积肥
,

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
,

壮

大集体经济
,

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有重要作用
,

深受各族贫下中农欢迎
。

表 1 3 化学除草的效益 综合省内各地 1 9 7 3

…
一 |项 目

`

药 效
成 本
(元 /亩 )

用 工
(个 /亩 )

产 量
(斤 /亩 )

6 4 5:
八é八口

Q自

化除二次
帝

人除二次

9 0以上

7 0左右

.

第一次于栽秧后 5 天内施除草醚
,

防除一年生杂草 , 第二次于栽秧后 20 一 40 天施扑草净
、

敌草

隆防除眼子菜
。

表 14 化学除草不耘田 的效果 (昆明 ) 本院 1 9 7 3

项 目
分 孽
(个 /株 )

产 量
(斤 /亩 )

本 田 生 育 期 天

西 南 1 7 5 云粳 3 7

化 除 不 耘 田

化除 耘 田 二 次

9 4 3

9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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