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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安全、高效的苗前封闭除草剂有利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 本试
验选择6种除草剂组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块在播后苗前进行土壤封闭处理，研究不同除
草剂处理组合对杂草的防效和对大豆、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6种除草剂组合处理对大豆和
玉米生长安全且对杂草均有不同程度的防除效果。 其中，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 90 mL/667 m2和
80%唑嘧磺草胺WG 4 g/667 m2的处理组合对田间主要杂草的防效最好，其对杂草总株防效在施药后
15 、30 d和60 d分别为80.6%、70.0%和65.0%，杂草总鲜重防效在施药后60 d为79.5%，显著高于其他
药剂组合。 本研究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下的杂草防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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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Effects of Different Herbicides Combinations on Weed in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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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 and efficient pre-seedling blocking herbicides of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is conducive to

the norm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rops. Six herbicides combination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control effects on the

weed and effects on growth of bean and maize in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field with the sealing treatment at

post-emergence st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the six herbicides

combinations. S-metolachlor 960 g/L EC and flumetsulam 80% WG treatment combination had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on

weed in fields. The total weed control efficacy of the S-metolachlor and flumetsulam treatment combination were 80.6%,

70.0% and 65.0% at 15, 30 d and 60 d after applica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fresh weight control efficacy of weeds

was 79.5% at 60 d after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the S-metolachlor and flumetsulam treatment combin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combin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weed

control under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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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稳粮增收的重
要措施之一[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广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该技术利用了两种作物
高与矮的互补效应及大豆的固氮养地特性，使作物
种植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提高了作物生产效
率，显著提升产量[2]，实现在玉米不减产的基础上多
收一季大豆。2022年南京市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333.5 hm2，积极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除
草技术试验示范，推动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熟化、本地
化，探索出适合南京地区的种植模式，为实现大豆
产业振兴作出贡献。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块杂草种类繁多，数
量大，传播方式多样[3]，对除草剂品种选择、施药时
间和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防除杂草的同时应
保证大豆、玉米的生长安全。目前，大豆、玉米单作
除草技术已成熟，但少有大豆、玉米共生下杂草防
除的研究。据报道，共同登记在大豆田、玉米田的除
草剂有效成分有16种，分属9大类[4]，施用方式以土
壤处理为主。本试验选择了多种除草剂，以土壤处
理方式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杂草进行了防
除试验，以总结出适合南京本地的安全高效除草技
术，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下的杂草防除提
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80%唑嘧磺草胺WG，江苏瑞邦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25%噻吩磺隆WG，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40%砜吡草唑SC，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960 g/L
精异丙甲草胺EC，苏州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450 g/L二甲戊灵CS，巴斯夫欧洲公司；18D型电动
喷雾器，泰州市正苏农业机械厂。

大豆品种为‘郑1307’，河南省豫煌种业有限
公司；玉米品种为‘豫禾988’：河南省豫玉种业有
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大豆、玉米于

2022年6月3日播种，6月6日土壤封闭处理施药，施
药当天天气晴朗，最高温度33℃，最低温度19℃，风
力3～4级，相对湿度53%。
试验采取小区对比设计，共设7个处理，其中包

括6个药剂处理和1个清水对照，具体药剂处理组合
和用药量见表1。每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每个处理区面积30 m2。土壤质地、肥力、草相、各项
栽培管理措施等均匀一致，播后第3 d施药，用水量
30 kg/667 m2，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均匀喷雾。

药剂处理 施药量

40%砜吡草唑SC＋75%噻吩磺隆WG 25 mL/667 m2＋2 g/667 m2

40%砜吡草唑SC＋80%唑嘧磺草胺WG 25 mL/667 m2＋4 g/667 m2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75%噻吩磺隆WG 90 mL/667 m2＋2 g/667 m2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80%唑嘧磺草胺WG 90 mL/667 m2＋4 g/667 m2

450 g/L二甲戊灵CS＋75%噻吩磺隆WG 130 mL/667 m2＋2 g/667 m2

450 g/L二甲戊灵CS＋80%唑嘧磺草胺WG 130 mL/667 m2＋4 g/667 m2

清水 —

表 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土壤封闭处理药剂组合及施药量

1.3 调查和方法
1.3.1 安全性调查

施药后3、7、15 d和30 d进行安全性调查，观察
各个处理大豆玉米生长情况，有无出现卷叶、烧叶、
黄叶等药害现象。
1.3.2 防效调查

施药后15、30、60 d进行药效调查。调查方式采
取3点调查法，随机取3点，每点取0.11 m2，统计单位
面积内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数量，并统计60 d
杂草的鲜重。按式（1）和（2）分别计算株防效和鲜重

防效。

株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施药区杂草株数对照区杂草株数 ×100 （1）

鲜重防效/%=对照区杂草鲜重-施药区杂草鲜重对照区杂草鲜重 ×100 （2）

2 结果分析

2.1 除草剂对作物安全性的影响
不同除草剂处理区与清水对照区相比较，大豆

和玉米都生长正常，没有明显的药害症状，出苗率、
株高和叶色与对照无明显差异。表明试验中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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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草剂对大豆和玉米生长安全，无异常。
2.2 除草剂对杂草的防除效果
由表2可知，处理15 d后，所有除草剂处理组合

均有不同程度的防除效果，总株防效为60.9%～
80.6%，各处理组合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960 g/L精
异丙甲草胺EC和80%唑嘧磺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
总株防效最高，其对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的株防

效也最高，分别为85.6%和76.1%；960 g/L精异丙甲草
胺E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次
之，为72.6%。450 g/L二甲戊灵CS和80%唑嘧磺草胺
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最低，与450 g/L二甲戊灵
CS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的总株防效相比差异不
显著，前者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最低，为54.4%，
后者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最低，为50.0%。

处理
株数/株 株防效/%

总株防效/%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40%砜吡草唑SC＋75%噻吩磺隆WG 6.0 5.0 62.5 e 72.2 b 67.6 d

40%砜吡草唑SC＋80%唑嘧磺草胺WG 5.0 5.0 68.7 d 72.2 b 70.5 c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75%噻吩磺隆WG 3.0 6.3 81.3 b 65.0 c 72.6 b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80%唑嘧磺草胺WG 2.3 4.3 85.6 a 76.1 a 80.6 a

450 g/L二甲戊灵CS＋75%噻吩磺隆WG 4.0 9.0 75.0 c 50.0 d 61.8 e

450 g/L二甲戊灵CS＋80%唑嘧磺草胺WG 7.3 6.0 54.4 f 66.7 c 60.9 e

清水 16.0 18.0

表 2 6 种除草剂组合土壤封闭处理 15 d 后对杂草的株防效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0.05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处理
株数/株 株防效/%

总株防效/%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40%砜吡草唑SC＋75%噻吩磺隆WG 8.0 5.3 56.3 e 70.1 a 63.4 b

40%砜吡草唑SC＋80%唑嘧磺草胺WG 7.0 6.3 61.7 d 65.0 b 63.4 b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75%噻吩磺隆WG 6.0 7.0 67.2 c 61.1 c 64.2 b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80%唑嘧磺草胺WG 5.0 6.0 72.7 a 66.7 b 70.0 a

450 g/L二甲戊灵CS＋75%噻吩磺隆WG 5.3 9.0 71.0 b 50.0 e 60.6 c

450 g/L二甲戊灵CS＋80%唑嘧磺草胺WG 8.0 8.3 56.3 e 53.9 d 55.1 d

清水 18.3 18.0

表 3 6 种除草剂组合土壤封闭处理 30 d 后对杂草的株防效

药后30 d，各除草剂处理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
效为55.1%～70%，较施药后15 d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表3）。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和80%唑嘧磺
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仍高于其他处理，
总防效为70.0%；对禾本科杂草的防除效果也最佳，
为72.7%，但其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低于40%砜吡
草唑S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450 g/L二甲戊灵
CS和80%唑嘧磺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

最低，与40%砜吡草唑S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
对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相同。450 g/L二甲戊灵CS
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最低，
与施药后15 d保持一致。40%砜吡草唑SC和75%噻
吩磺隆WG组合与40%砜吡草唑SC和80%唑嘧磺
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相同，且与960 g/L
精异丙甲草胺E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无显著
差异。

处理60 d后，各除草剂处理组合对杂草的总株
防效为43.0%～65.0%，总株防效较药后15 d和30 d
有所下降（表4）。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和80%唑
嘧磺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总株防效依旧最高，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次之，
为62.2%，两者对于禾本科杂草的株防效差异不显
著。450 g/L二甲戊灵CS和80%唑嘧磺草胺WG组合

对杂草的总株防效依旧低于其他处理，且其对禾本
科杂草的防效也最低，为42.0%；450 g/L二甲戊灵CS
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对阔叶杂草的株防效仍最
低，为40.0%。40%砜吡草唑SC和80%唑嘧磺草胺WG
组合和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和75%噻吩磺隆
WG组合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较施药后30 d都有
所提高，分别为64.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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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数/株 株防效/%

总株防效/%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40%砜吡草唑SC＋75%噻吩磺隆WG 18.0 5.0 46.0 d 62.4 a 51.0 d

40%砜吡草唑SC＋80%唑嘧磺草胺WG 12.0 7.0 64.0 b 47.4 c 59.2 c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75%噻吩磺隆WG 10.3 7.3 69.0 a 45.1 d 62.2 b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80%唑嘧磺草胺WG 10.0 6.3 70.0 a 52.6 b 65.0 a

450 g/L二甲戊灵CS＋75%噻吩磺隆WG 14.3 8.0 57.1 c 40.0 e 52.1 d

450 g/L二甲戊灵CS＋80%唑嘧磺草胺WG 19.3 7.3 42.0 e 45.1 d 43.0 e

清水 33.3 13.3

表 4 6 种除草剂组合土壤封闭处理 60 d 对杂草的株防效

处理
鲜重/g 鲜重防效/%

总鲜重防效/%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

40%砜吡草唑SC＋75%噻吩磺隆WG 104.7 58.7 74.4 e 76.0 a 75.0 b

40%砜吡草唑SC＋80%唑嘧磺草胺WG 62.2 130.5 84.8 c 46.7 d 70.6 d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75%噻吩磺隆WG 22.1 154.7 94.6 a 36.8 e 73.0 c

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80%唑嘧磺草胺WG 32.3 101.6 92.1 b 58.5 b 79.5 a

450 g/L二甲戊灵CS＋75%噻吩磺隆WG 25.4 155.6 93.8 a 36.4 e 72.3 c

450 g/L二甲戊灵CS＋80%唑嘧磺草胺WG 99.2 110.5 75.8 d 54.9 c 68.0 e

清水 409.7 244.8

表 5 6 种除草剂组合土壤封闭处理后 60 d 对杂草的鲜重防效

所有除草剂处理组合对杂草的总鲜重防效为
68.0%～79.5%（表5）。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和
80%唑嘧磺草胺WG组合对杂草的总鲜重防效最高，

40%砜吡草唑SC和75%噻吩磺隆WG组合次之。450
g/L二甲戊灵CS和80%唑嘧磺草胺WG组合对杂草
的总鲜重防效最低。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选择了5种除草剂，设置了6种配方组
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进行播后苗前土壤
封闭处理。结果表明，试验设置的6种药剂处理对大
豆和玉米生长均较安全且对田间杂草具有一定的
防除效果。
有研究表明，单一的精异丙甲草胺对杂草的封

闭效果较差[5]。本试验将960 g/L精异丙甲草胺EC
90 mL/667 m2和80%唑嘧磺草胺WG 4 g/667 m2混合
使用，结果表明其对主要杂草（禾本科杂草和阔叶
杂草）具有良好的防效，杂草总株防效在施药后15、
30 d和60 d分别为80.6%、70.0%、65.0%，杂草总鲜重
防效在施药后60 d为79.5%，均高于其他药剂组合。
由此可见，精异丙甲草胺和唑嘧磺草胺组合可以作
为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田苗前处理剂，有效控制田间
前期杂草的发生和危害。

与其他除草剂组合相比，二甲戊灵和唑嘧磺草
胺（或噻吩磺隆）的除草剂组合对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田间杂草防除效果较差。张玉等[4]研究也表明二

甲戊灵安全性较好，但防除效果一般，尤其是对阔
叶类杂草密度较大的田块，除草效果不理想。
试验中各除草剂组合对杂草的防效低于预期，

可能与试验期间天气干旱有关，田间土壤墒情较
差，影响封闭效果，今后在大田试验中还需进一步
验证筛选适用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除
草剂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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