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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吡嘧磺隆对番茄田间杂草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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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对番茄田间杂草管理的重要性,采用田间试验和仪器测定分析

的方法,观察了药剂对番茄田间主要杂草的控制效果、杂草防除后田间的透光率和施药后番茄产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施用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能有效控制番茄田间主要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的危害;药剂处理后

对番茄田间香附子、野苋菜、马松子、铁苋菜的综合密度防效为82.52%~95.78%,综合鲜重防效为83.53%~
96.09%;药剂处理后番茄田间中下部的透光率亦显著提高,并能有效改善田间光照条件,增产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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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是普遍栽培的一种经济蔬菜。由于番茄生

长期长,田间施肥量大,加之灌溉条件好,使得杂草

生长旺盛,很易形成草害,特别是采用地膜和小拱棚

栽培的番茄地块,杂草危害更严重。番茄地田间杂

草的防除,多年来一般采用人工拔草,但这种方法费

时、费工又除草不彻底。化学除草效力高,省工、省
力又除草彻底,因而普遍采用。随着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建设,要求化学除草剂高效、低毒、低残留。当

今社会提倡生产和使用无公害的绿色番茄,因而在

农药的选用上必须慎重。
氯吡嘧磺隆(halosulfuron-methyl)属于磺酰脲

类除草剂,具有高效性、广谱性、低毒性等优点,已广

泛用于小麦、玉米、水稻、甘蔗、草坪等作物,主要防

除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1-2]。目前,氯吡嘧磺隆在

番茄移栽后施用是否会影响番茄的挂果和产量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笔者采用田间试验和仪器测定分析

的方法,观察了其对番茄田间主要杂草的防除效果、
田间光照和番茄产量的影响,旨在为有效控制番茄

田间的主要杂草和进行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湖北省农科院南湖农场进行。试验田地

势平坦、肥力均匀。土壤类型为粘壤土,pH值6.8、
有机质含量1.8%。于2010年4月10日育苗,待
番茄长到4~5片真叶时假植壮苗,1周后露地移

栽,行距55cm,株距40cm,按照常规方法进行田间

管理。田间杂草群落主要由香附子Cyperusrotun-
dusL.、野苋菜AmaranthusretroflexusL.、马松

子 Melochiacorchorifolia L.、铁 苋 菜 Acalypha
australisL.等组成,杂草在田间分布较均匀。
1.2 供试材料

供试番茄品种为保冠1号;供试药剂75%氯吡

嘧磺隆水分散粒剂,由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提供;对照药剂960g/L金都尔

EC,由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ST-80C
数字式照度计,由北京师范大学光电仪器厂生产。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75%氯吡嘧磺隆水 分 散 粒 剂45.0、

67.5、90.0、135.0g/hm2(a.i.,有效成分,下同)

4个剂量处理,对照药剂960g/L金都尔EC剂量为

720g/hm2,同时设人工除草和空白对照处理,共

7个处理,代号分别为T1、T2、T3、T4、T5、T6、T7。
每处理重复4次,共28个小区,每个小区的面积

20m2,随机排列。于2010年6月17日施药,杂草

2~4叶期时施药,各处理分别按供试剂量兑水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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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采用 MATABI型喷雾器施药。对照药剂

960g/L金都尔EC于番茄移栽前进行土壤喷雾处

理。整个试验期间仅施药1次。
1.4 测定方法

试验共调查4次,分别于施药后20、40、60d调

查杂草密度防效,60d加测杂草鲜重防效。每小区

取有代表性4个点,每点0.25m2,并于收获期测定

各小区番茄产量。
在番茄成熟收获期、天气晴好时(2010年10月

20日),选择光照强度变化较小的时间段(10:00-
11:00),分别测量空中(距地表150cm)、番茄顶部

(距地表100cm)、番茄中部(距地表50cm)和番茄

基部(距地表10cm)的光照强度(分别为 LI150、

LI100、LI50、LI10)。每小区5点对角取样,每样点重

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透光率(lightpenetrationrate,LPR)计算公式

如下:

透光率LPR=
测定层光照强度

LI150cm ×100%

  采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使用SAS统计软件

的Duncan′s方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氯吡嘧磺隆对番茄田间杂草的防效

试验结果表明,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对

番茄田间主要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的防效显著且

持久,并对番茄的生长和结实无药害(表1)。施用

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45~135g/hm260d
后,对番茄田间香附子野苋菜、马松子和铁苋菜的密

度防效和综合密度防效分别保 持 在84.86%~
97.76%、82.72%~95.44%、76.29%~90.16%、

71.85%~90.18%和82.52%~95.78%;鲜重防效

和 综 合 鲜 重 防 效 分 别 为 86.06% ~98.29%、

84.73%~97.05%、79.91%~93.25%、76.20%~
93.00%和83.53%~96.09%,鲜重防效和密度防

效一致,均显著优于人工除草的防效。随着使用剂

量的增加,对杂草的防除效果亦显著增加。960g/L
金都尔EC对番茄田间主要杂草基本无防效。

表1 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对番茄田间主要杂草的控制效果(60d)1)

Table1 Controleffectsof75%halosulfuron-methylWGintomatofields(60d) % 

处理
Treatment

香附子C.rotundus

Ⅰ2) Ⅱ

野苋菜A.retroflexus

Ⅰ Ⅱ

马松子 M.corchorifolia

Ⅰ Ⅱ

铁苋菜A.australis

Ⅰ Ⅱ

综合 Overall

Ⅰ Ⅱ

T1 84.86
bA

86.06
bA

82.72
abAB

84.73
abAB

76.29
abA

79.91
abAB

71.85
bA

76.20
bA

82.52
bB

83.53
cB

T2 90.05
abA

91.43
abA

87.26
abAB

90.36
abAB

83.19
abA

86.25
aAB

77.44
abA

82.39
abA

87.60
bAB

88.75
bcAB

T3 93.28
abA

93.79
abA

91.48
aAB

93.55
aAB

86.39
aA

89.95
aAB

85.18
abA

89.43
abA

91.57
abAB

92.59
abAB

T4 97.76
aA

98.29
aA

95.44
aA

97.05
aA

90.16
aA

93.25
aA

90.18
aA

93.00
aA

95.78
aA

96.09
aA

T5 19.62
dC

20.46
dC

16.76
cC

14.60
cC

22.29
cB

20.73
cC

12.08
cB

15.58
cB

21.01
dD

21.59
eD

T6 57.84
cB

60.29
cB

70.46
bB

74.24
bB

64.79
bA

67.52
bB

69.11
bA

72.30
bA

60.96
cC

65.88
dC

T7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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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密度防效 Quantitycontroleffects;Ⅱ:鲜重防效Freshweightcontroleffects.

2.2 杂草防除对番茄田间透光率的影响

施药后观察田间番茄和杂草的生长情况,调查

结果表明,杂草主要是竞争番茄田间中下部的生长

空间。田间番茄的株高可达118~129cm,香附子

株高为18~62cm,野苋菜株高为15~55cm,马松

子株高可达21~96cm,铁苋菜株高为15~64cm。

调查对照小区的田间透光率,结果表明,番茄顶

部无杂草,透光率均达到91.63%,距离地面50cm
处,田间透光率降低至32.57%;距离地面10cm
处,田间透光率降低至16.30%。这表明杂草主要

竞争番茄田间中下部的光照。施用75%氯吡嘧磺

隆水分散粒剂后,处理小区中下部的透光率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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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2),距地表50cm处的透光率达到65.35%~
72.13%;距地表10cm处的透光率达到55.11%~
62.22%。

表2 杂草防除对番茄田间透光率的影响

Table2 Influenceonthelightpenetrationrate

byweedcontrolintomatofields % 

处理
Treatment

透光率Lightpenetrationrate

顶部Thetop 中部Themiddle 基部Thebottom

T1 95.13aA 65.35aA 55.11aA
T2 96.25aA 70.38aA 60.34aA
T3 94.59aA 74.13aA 60.57aA
T4 92.28aA 72.13aA 62.22aA
T5 92.41aA 31.21bB 19.11bB
T6 93.63aA 31.75bB 20.96bB
T7 91.63aA 32.57bB 16.30bB

  试验结果表明,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能

有效控制番茄田间主要杂草的危害,降低杂草对光

照的竞争,有效改善田间透光条件。
2.4 杂草防除后番茄田间的增产效果

田间调查发现,对照小区番茄在杂草的竞争压

力下长势弱、植株纤细、坐果率显著降低。施用

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后,番茄植株粗壮、坐果

率提高(表3)。测产结果亦表明,氯吡嘧磺隆处理

的小 区 番 茄 产 量 达 到 51312.86~53682.38
kg/hm2,增产效果显著,比空白对照(42662.70
kg/hm2)增产20.76%~26.51%,显著优于人工除

草(47728.69kg/hm2)和 960g/L 金 都 尔 EC
(45020.63kg/hm2)的增产效果。

表3 杂草防除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Table3 Influenceofweedcontrolontomatoyields

处理
Treatment

产量/(kg/hm2)
Yields

增产量/(kg/hm2)
Increasedyield

增产率/%
Increasedrate

T1 51312.86abAB 8650.16 20.76
T2 52639.31aAB 9976.61 23.77
T3 53245.99aAB 10583.29 25.12
T4 53682.38aA 11019.68 26.51
T5 45020.63cdC 2357.93 5.62
T6 47728.69bcC 5065.99 12.15
T7 42662.70dC - -

3 讨 论

化学除草可以大大降低劳动强度而深受欢迎。
目前,番茄田间常用的除草剂主要有百草枯、乙草

胺、金都尔和草铵膦等,其中灭生性除草剂百草枯的

使用量占了60%,但普遍反映其对海雀稗、牛筋草

等杂草的防效相对较差且持效期短[3-4];乙草胺、金

都尔是禾本科专杀除草剂,杀草谱窄;草铵膦是新

型灭生性除草剂,由于喷药时药液部分漂移,接触到

药液的番茄叶片易黄化脱水后枯萎。江苏省农用激

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生产的75%氯吡嘧

磺隆水分散粒剂对香附子、野苋菜、马松子、铁苋菜

等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的防效显著,能有效抑制

田间杂草的生长,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杂草对番茄田

间光照的竞争,番茄增产效果显著。
杂草与作物竞争生长空间,争夺田间光照,影响

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作物的产量下降、品质降低。
但田间杂草与作物竞争光照的部位,往往因杂草与

作物的相对高度而异。如马唐竞争花生田间整个生

长空间的光照,导致花生冠层顶部的透光率仅为

23.73%[5];禾本科杂草稗草、马唐、牛筋草等竞争夏

大豆顶部的光照而导致大豆减产[6]。空心莲子草是

匍匐生长的草本,密度较小时,杂草与作物争夺低层

光照;随着杂草密度的增大,上部茎叶则表现为斜升

或直立生长,导致大蒜田间中层郁闭度明显提高[7]。
油菜田间杂草牛繁缕、菵草和看麦娘等发生危害时,
相比油菜植株高度较矮,杂草与作物主要竞争油菜

田间中下层的透光率[8]。本试验结果表明,香附子、
野苋菜、马松子和铁苋菜等杂草的株高显著低于番

茄的株高,杂草与作物主要争夺番茄田间中下部的

生长空间,导致透光率显著降低。目前,杂草管理的

目标是将杂草群落控制在一定的密度水平上,而不

是保持作物田间完全无草[9]。因此,在番茄田间使

用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剂控制杂草时,推荐剂

量以有效成分45~90g/hm2 为宜,施药适期为杂

草出苗后2~4叶期,并采用茎叶喷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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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rposeofthispaperwastoevaluatetheimportanceofweedcontrolby75%halo-
sulfuron-methylWGinthefarmingmanagementoftomatoeswasfields.Theeffectof75%halosulfu-
ron-methylWGonthemainweedcontrolandthesubsequentlightpenetrationrate(LPR)atdifferent
heightsoffields,aswellastheyieldsoftomatowerestudiedbymeansoffieldexperimentsandinstru-
mentmensuration.Theresultsshowedthat:75% halosulfuron-methylWGhadsignificantcontrol
effectsonthemainbroadleafweedsandCyperusweeds.TheoverallcontroleffectsofCyperusrotun-
dus,Amaranthusretroflexus,Melochiacorchorifolia,andAcalyphaaustraliswerefrom82.52%to
95.78%,andtheoverallquantitycontroleffectswerefrom83.53%to96.09%.TheLPRinthemiddle
andbottomofthetomatofieldswassignificantlyimprovedaftertheweedcontrol.Withweedcontrol,

thesituationoflightpenetrationratewasmarkedlyimproved,whichresultedinaprominentenhance-
mentofriceyield.

Keywords halosulfuron-methyl;tomato;weedcontrol;lightpenetrationrate;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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