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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不同除草剂对白喉乌头的防除效果,找出适合阿勒泰地区白喉乌头除草药剂种类,

有效控制白喉乌头扩散蔓延。本试验选取75%苯嘧·草甘膦、36%唑草·苯磺隆、9%双氟·唑草

酮、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共4种药剂对白喉乌头进行防除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点喷试

验中75.00%苯嘧·草甘膦药效显著高于其他药品,迈士通(21%氯氨吡啶酸)次之。在点喷除草

工作中可以推广使用75%苯嘧·草甘膦(金飘)、迈士通(21%氯氨吡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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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ntrol
 

effect
 

of
 

different
 

herbicides
 

on
 

diphtheria
 

aconitum,
 

find
 

out
 

the
 

types
 

of
 

herbicides
 

suitable
 

for
 

Aconitum
 

leucostomum
 

Vorosch
 

in
 

Altay
 

area,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pread
 

of
 

Aconitum
 

leucostomum
 

Vorosch.
 

In
 

this
 

experiment,
 

75%
 

phenylpyril·glyphosate,
 

36%
 

carfentrazone-methyl,
 

9%
 

biflurazone,
 

21%
 

aminopyralid
 

(Maistone)
 

were
 

selected
 

to
 

treat
 

diphtheria
 

aconitum.
 

Control
 

comparison
 

tes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pot
 

spraying
 

test,
 

the
 

drug
 

efficacy
 

of
 

75%
 

phenpyrim·glyphos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drugs,
 

followed
 

by
 

Maistone
 

(21%
 

aminopyralid).
 

The
 

use
 

of
 

75%
 

phenpyrim·glyphosate
 

(Jinpiao)
 

and
 

Maistone
 

(21%
 

aminopyralid)
 

can
 

be
 

promoted
 

in
 

the
 

spot
 

spraying
 

weed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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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勒泰地区作为新疆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

一,由于载畜量的增加及对草场的不合理利用等因

素制约,造成草场退化,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大

量滋生,天然草场的生产力下降、品质退化。家畜因

误食有毒植物而导致中毒现象发生屡见不鲜。其中

白喉乌头(Aconitum
 

leucostomum
 

vorosch)是阿勒

泰地区草场重要的毒害草之一,该毒草繁殖速度快,

在山地草甸草原分布面积大,严重影响畜牧业的健

康发展。为探索不同种类除草剂对白喉乌头的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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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为天然草场防除白喉乌头提供适宜除草剂,有

效控制白喉乌头扩散蔓延,本试验于2019年7月在

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夏牧场选取了75%苯嘧·草

甘膦、36%唑草·苯磺隆、9%双氟·唑草酮、21%氯

氨吡啶酸(迈士通)四种药剂进行了白喉乌头除治对

比试验,以期为当地有效防治草原毒草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场地

试验地设在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夏牧场(试验

区坐标E:88.488074、N:47.803421)。草场类型为

草甸草原,主要植被包括白喉乌头、苔草、勿忘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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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蓍等,其中白喉乌头已成为建群种毒草,毒草危害

分布均匀,占据整个草场的80%以上,占据整个植

被类型的上位。

1.2 试验药剂

75%苯嘧·草甘膦(金飘,购自美国富美实公

司,由阿勒泰地区蝗虫鼠害测报站提供)、36%唑草

·苯磺隆(奔腾,购自美国富美实公司,由阿勒泰地

区蝗虫鼠害测报站提供)、9%双氟·唑草酮(麦户

喜,购自美国富美实公司,由阿勒泰地区蝗虫鼠害测

报站提供)、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购自科迪华公

司,由阿勒泰地区蝗虫鼠害测报站提供)。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9个处理,具体为:处理1)36%唑草·

苯磺隆,5
 

g/667
 

m2;处理2)36%唑草·苯磺隆,10
 

g/667
 

m2;处理3)9%双氟·唑草酮,20
 

mL/667
 

m2;

处理4)9%双氟·唑草酮,30
 

mL/667
 

m2;处理5)

75%苯嘧·草甘膦,50
 

mL/667
 

m2;处理6)75%苯嘧

·草甘膦,75
 

mL/667
 

m2;处理7)21%氯氨吡啶酸,

35
 

mL/667
 

m2;处 理 8)21% 氯 氨 吡 啶 酸,50
 

mL/667
 

m2;处理9)清水对照(CK)。

以上9个处理不设重复,每个区域面积667
 

m2,各施药面积为80×667
 

m2。各处理喷药后用水

进行清洗。药液采用定点喷雾靶向毒草白喉乌头,

要求毒草全株喷雾均匀、不漏喷。

1.4 施药时间

2019年7月31日采用人工点喷作业,作业区

选取在毒草生长基本一致地点。通过观察白喉乌头

处于花中后期,部分靶向毒草有结籽现象,茎部有木

质化现象。施药当前气温低伴有小雨,对试验造成

一定影响。施药后第7
 

d、15
 

d、30
 

d分别进行定点

观察,采用随机取样法,每个试验区取100
 

m2 调查

样方,重复3组,统计白喉乌头存活数量,计算防效。

小区拉线插牌,确定各小区位置和边界,各小区和重

复间设置3
 

m隔离区。

1.5 调查方法

施药前对每个样方内白喉乌头进行目测统计,

随后分别在施药后第7
 

d、15
 

d、30
 

d分3批采用目

测法调查每个样方内白喉乌头的残存数量,计算株

防效。

株防效(%)=(对照区株数-防治区株数)/对

照区株数×100

1.6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用Excel
 

2003
软件数据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由表1可以看出,除草剂施药后第7
 

d,75%苯

嘧· 草 甘 膦 (飘 金)75
 

mL/
 

667
 

m2 株 防 效 为

22.33%,防除速度最快,出现靶向毒草死亡数量最

高,显著高于其他药剂处理组(P<0.05),不同药品

不同浓度药品防除效果均存在显著差异。随后依次

为75%苯嘧·草甘膦(飘金)50
 

mL/667
 

m2 株防效

17.00%;9%唑草酮·双氟(麦户喜)30
 

mL/
 

667
 

m2 株防效9.00%;其它药剂防效不理想。

除草剂施药后第15d,75%苯嘧·草甘膦(飘
金)75

 

mL/667m2、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50
 

mL/667
 

m2、21% 氯 氨 吡 啶 酸 (迈 士 通)35
 

mL/667m2、75%苯嘧·草甘膦(飘金)50
 

mL/
 

667
 

m2 株防效均达到58.00%以上,其它处理效果不

理想。

除草剂施药后第30
 

d,75%苯嘧·草甘膦(飘
金)点喷防除靶向毒草白喉乌头效果最好,防效显著

(P<0.05),显著高于其他药品种类。第8个处理

21%氯 氨 吡 啶 酸(迈 士 通)次 之,株 防 效 均 达 到

90.00%以上,白喉乌头叶片脱落,茎秆整体枯死,茎
秆易倒伏,根部腐烂。整体来看药效随着药品浓度

的增大而增大。

通过显著性分析来看,75%苯嘧·草甘膦(飘
金)和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差异显著。9%唑

草酮·双氟(麦户喜)30
 

mL/
 

667
 

m2 与36%唑草·

苯磺隆(奔腾)10
 

g/667
 

m2 差异不显著。75%苯嘧

·草甘膦(飘金)防效强于21%氯氨吡啶酸(迈士

通)防效,而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显著强于其

它两种除草剂。综合分析,建议在实际作业中选用

75%苯嘧·草甘膦(飘金)和21%氯氨吡啶酸(迈士

通)两种除草剂。

2.2 药剂适用性评价

参加试验的8种药品点喷对靶向毒草白喉乌头

均有一定效果,点喷后效果最好的为75%苯嘧·草

甘膦,其次为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同一种除

草剂浓度越高防除效果越明显,杀灭速率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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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除草剂点喷对白喉乌头的防效

处理 试验药剂
株防效

药后7
 

d 药后15
 

d 药后30
 

d
 

1 36%唑草·苯磺隆(奔腾)5g/
 

667m2 2.00±1.00f 34.00±5.20g 81.00±3.60d

2 36%唑草·苯磺隆(奔腾)10g/
 

667m2 4.00±1.00e 48.66±3.20e 87.00±2.00c

3 9%双氟·唑草酮(麦户喜)20mL/
 

667m2 4.67±1.00de 40.00±1.00f 77.33±2.08e

4 9%双氟·唑草酮(麦户喜)30mL/
 

667m2 9.00±1.00c 50.33±1.52e 87.33±1.52c

5 75%苯嘧·草甘膦(金飘)50mL/
 

667m2 17.00±1.00b 58.33±1.52d 92.67±2.51ab

6 75%苯嘧·草甘膦(金飘)75mL/
 

667m2 22.33±2.08a 85.00±4.35a 95.67±1.15a

7 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35mL/
 

667m2 6.00±1.00d 66.67±1.52c 91.00±1.00b

8 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50mL/
 

667m2 7.33±0.57cd 78.00±3.00b 92.00±1.00b

9 清水ck

  注: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差,同列肩标相同字母均表示差异性不显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3 讨论

通过本试验可以看出,从防效、药剂适用性和毒

草腐烂死亡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采用人工精准点

喷防除白喉乌头,8个处理药剂均对白喉乌头有效,

以75%苯嘧·草甘膦(飘金)药效作用速度最快,最
早出现死亡植株,试验中两种浓度以高浓度速度高

于低浓度。在点喷除草实际工作中,建议使用75%
苯嘧·草甘膦(飘金)、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75%苯嘧·草甘膦(飘金)为光

谱性除草剂,试验时应特别注意喷施过程产生的有

害影响,21%氯氨吡啶酸(迈士通)对牧草较为安全,

可放心使用。

另外,该试验开展时间为7月底,从试验时间上

分析是毒害草生长后期,大部分毒草都已经结种,茎
干木质化,导致土壤种子库数量增加,预计来年毒草

数量仍会出现反复,如试验期在6月初,防除效果会

更加明显。

4 结论

在点喷除草工作中可以推广使用75%苯嘧·

草甘膦(飘金)、迈士通(21%氯氨吡啶酸),效果良

好,可放心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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