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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二甲四氯钠粉剂对稻田 3 种杂草的防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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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试验,观察56%二甲四氯钠粉剂茎叶处理对水稻田杂草鸭舌草 Monochoriavaginalis
(Burm.F.)、异型莎草CyperusdifformisL.和鳢肠EcliptaprostrataL.的防除效果,并测定杂草中水分和养分

的含量,分析杂草防除对水稻田养分、水分和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56%二甲四氯钠粉剂能有效控制稻田

草鸭舌草、异型莎草和鳢肠3种杂草的危害,施药后40d的密度防效和鲜质量防效分别为85.50%~94.48%和

88.20%~94.87%;施用56%二甲四氯钠粉剂能降低杂草对田间养分和水分的吸收,从而提高水稻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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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杂草是影响水稻优质高产的主要因素之

一。田间杂草不仅与水稻争肥、争光、争空间,影响

稻苗正常生长,而且成为水稻病虫害的中间寄主和

传播介体,诱发和加重水稻病虫害的危害。水稻田

中的杂草种类很多,较常见的有稗草、泽泻、空心莲

子草、异型莎草、鸭舌草、鳢肠、节节菜等[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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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农田杂草管理体系中,利用化学药剂

防除杂草,能有效提高劳动效率和减轻劳动强

度[3],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56%二甲四氯钠粉剂(2-methyl-4-chloro-phe-

noxyaceticacid-Nasaltpowder,MCPA-NaSP)为
苯氧羧酸类选择性激素型除草剂,主要用于防治农

田的阔叶杂草和莎草类杂草[4-5]。二甲四氯钠可被

植物的根、茎、叶吸收,在禾本科植物体内易被代谢

而失去毒性。但在双子叶植物中,二甲四氯钠不能

代谢,并能造成植物的茎和叶扭曲、根变型,最终导

致植株丧失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而逐渐死亡[6]。
笔者通过田间试验,观察了56%二甲四氯钠粉剂对

水稻田间3种常见杂草的防治效果,并分析了防除

杂草后稻田养分与水稻产量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田概况

试验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水稻田进

行。试验田块土地平坦,肥力均匀,排灌方便。土壤

属于侧渗型水稻土,pH 值6.8,有机质1.9%。田

间 杂 草 主 要 有 鸭 舌 草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F.)、异型莎草CyperusdifformisL.、鳢

肠EcliptaprostrataL.等。
1.2 供试品种及田间管理

供试水稻品种为鄂早9号。于5月12日移栽

秧苗,插秧密度为每穴10cm×15cm左右,每穴插

4苗,每666.7m2 施底肥复合肥15kg,并追施尿素

10kg。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栽培管理。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56%二甲四氯钠粉剂(河南省辉县农药

厂生产)3个剂量处理:504、672、840g/hm2(a.i.,
有效成份,下同),对照药剂为56%二甲四氯钠粉剂

(辽宁省抚顺农药厂生产)672g/hm2,并设清水为

空白对照,共5个处理,代号分别为 T1、T2、T3、

T4、T5,重复4次,总计20个小区,每小区面积为

20m2,随机排列。小区之间筑埂隔离,并设有进水

沟和排水沟,以防串灌、漫灌。秧苗移栽后,于5月

19日采用 MATABI型喷雾器施药,各处理分别按

供试剂量兑水750kg/hm2。施药前排干田水,施药

后24h灌水回田,保持水层7d,并只灌不排,任其

自然落干。
1.4 调查方法与统计分析

稻田喷施56%二甲四氯钠粉剂后,目测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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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稻的安全性。施药后25d和40d分别调查杂

草密度防效,施药后40d增加调查杂草鲜质量防

效。调查取样方法为每小区选取有代表性的4个

点,每个点取0.25m2,即每个小区共取1m2,分别

记载杂草的种类、株数、鲜质量,并计算其防效,同时

取1m2的杂草送往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

心测量杂草的氮、磷、钾和含水量,每个处理重复4
次。水稻收获期测定水稻产量。

全氮量的测定采用开氏定氮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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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标准进行。

试验数据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二甲四氯钠对水稻田杂草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56%二甲四氯钠粉剂在水

稻田使用25d后,对水稻田杂草鸭舌草、异型莎草

和鳢肠等均具有显著防效(P<0.01),对3种杂草

的密度防效为80.36%~93.38%,且在40d后仍保

持较好的防效,对3种杂草的密度防效和鲜质量

防效分别为83.13%~95%、84.17%~96.13%
(表1)。56%二甲四氯钠粉剂对水稻田杂草的鲜质

量防除效果与密度防除效果一致,且随着供试药剂

用量的增加,对杂草的防除效果也增加,但差异不显

著(P<0.05)。另外,供试56%二甲四氯钠粉剂与

同等剂量对照药剂处理的药效基本相同。
表1 56%二甲四氯钠粉剂防除水稻田杂草40d的防治效果1)

Table1 Controleffectsof56% MCPA-NaSPonweedsinricefields(40d) % 

处理
Treatment

鳢肠 E.prostrata

密度防效
Quantitycontrol

effects

鲜质量防效
Freshweight
controleffects

鸭舌草 M.vaginalis

密度防效
Quantitycontrol

effects

鲜质量防效
Freshweight
controleffects

异型莎草C.difformis

密度防效
Quantitycontrol

effects

鲜质量防效
Freshweight
controleffects

T1 83.13aA 89.85aA 84.31aA 84.17aA 85.42aA 86.86aA
T2 91.99aA 94.28aA 89.80aA 99.62aA 92.71aA 93.64aA
T3 93.93aA 95.14aA 91.87aA 92.79aA 95.00aA 96.93aA
T4 86.84aA 88.89aA 87.55aA 87.80aA 91.46aA 89.95aA
T5 0bB 0bB 0bB 0bB 0bB 0b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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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sfollowedbycommonletterwithinthesamecolumnarenotsignificantat0.05or0.01level(thesameasfollowingtables).

2.2 鳢肠和异型莎草对田间养分和水分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稻田喷洒56%二甲四氯钠粉剂

处理后,在未施药的对照处理中,鳢肠和异型莎草对

氮、磷、钾的吸收量分别达到10.57、1.65、13.15
kg/hm2,且2种杂草对氮、钾的吸收显著高于对磷

的吸收。
据已有的相关报道,稻田每生产500kg稻谷,

氮和钾的吸收量分别是7.50~9.55kg/hm2 和

9.15~19.10kg/hm2[3]。由此可知,每公顷稻田中

鳢肠和异型莎草2种杂草的氮、钾吸收量,相当于每

生产500kg稻谷对氮、钾的消耗量。
另外,试验结果还表明,稻田中鳢肠和异型莎草

2种杂草的总含水量为2470.96kg/hm2(表2)。
统计分析表明,稻田喷洒56%二甲四氯钠粉剂后,
极显著地降低了鳢肠和异型莎草对稻田养分和水分

的竞争能力,并且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对杂草的防

效也增加,同时还降低了杂草对氮、磷、钾和水分的

吸收量。
表2 不同处理后水稻田杂草中全氮、全磷、全钾和总含水量

Table2 TotalN,P,Kandwatercontentofweedsinricefieldsbydifferenttreatments kg/hm2 

处理
Treatment

全氮 TotalN

鳢肠
E.prostrata

异型莎草
C.difformis

全磷 TotalP

鳢肠
E.prostrata

异型莎草
C.difformis

全钾 TotalK

鳢肠
E.prostrata

异型莎草
C.difformis

总含水量 Totalwater

鳢肠
E.prostrata

异型莎草
C.difformis

T1 0.69bB 0.41bB 0.05bB 0.11bB 0.74bB 0.61bB 189.21bB 73.12bB

T2 0.40bB 0.24bB 0.03bB 0.07bB 0.43bB 0.36bB 110.00bB 42.65bB

T3 0.26bB 0.19bB 0.02bB 0.05bB 0.28bB 0.28bB 70.55bB 33.67bB

T4 0.72bB 0.47bB 0.05bB 0.13bB 0.78bB 0.69bB 198.83bB 82.74bB

T5 6.13aA 4.44aA 0.45aA 1.20aA 6.59aA 6.56aA 1686.86aA 784.10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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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二甲四氯钠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稻田喷洒56%二甲四氯钠粉剂

防除杂草后,各处理均能显著提高水稻产量,其中以

剂量504、672、840g/hm2处理后的产量分别达

4969.05、5113.2、5131.35kg/hm2,与空白对照

相比,增产率均达到15%以上。另外,统计分析表

明,同剂量的56%二甲四氯钠粉剂与对照药剂的处

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稻田水稻移栽后5~7d,采
用 MATABI型喷雾器喷施56%二甲四氯纳粉剂,
对稻田鳢肠、鸭舌草和异型莎草等3种均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且增产效果显著。在实际生产中,稻田

56%二甲四氯纳粉剂的推荐使用剂量以504~840
g/hm2为宜,施药时保持水层5~8cm,但不要淹没

水稻心叶,并让田间水层自然落干,按常规方法进行

田间管理。
氮、磷、钾是水稻生长发育所需的必要元素,而

且在整个水稻生长发育期对氮、磷、钾的吸收量较

多,土壤供应通常不足[7]。研究表明,在水稻田中增

施氮、磷、钾肥,能够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提高干物质

的积 累,从 而 提 高 结 实 率,增 加 产 量 和 收 获 指

数[8-10]。本试验结果也表明,由于杂草的影响,水稻

田间杂草与水稻争肥、争水和争光,导致杂草消耗土

壤中的水分、养分和光能,降低了水稻的产量和收获

指数。通过化学防除水稻田的田间杂草,既节省了

劳力,又降低了杂草对田间养分和水分的消耗,相
当于在水稻田增施氮、磷、钾肥,促进了水稻的生长

和对营养的吸收,从而使产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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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ispaper,56% MCPA-NaSP(2-methyl-4-chloro-phenoxyaceticacid-Nasaltpowder)

wasappliedtoinvestigatethecontroleffectsofMonochoriavaginalis (Burm.F.),Cyperusdifformis
L.,EcliptaprostrataL.andtheinfluenceofweedcontrolonnutritionandcropyieldofrice.There-
sultsshowedthat56% MCPA-NaSPhadgoodcontroleffectsonbroadleavesandsedgeweeds.The
overallquantitycontroleffectsreached85.50%-94.48% andtheoverallfreshcontroleffectsreached
88.20%-94.87%.Theapplicationof56% MCPA-NaSPsignificantlyreducedtheweedsabsorptionof
nutritionandwater,resultinginprominentyieldenhancing.

Keywords MCPA-Na;rice;weed;contro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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