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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唑磺隆防除小麦田杂草效果
及对后茬作物安全性

张 勇，宋 敏，周 超，马 冲，路兴涛 *，孔繁华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通过田间药效试验明确氟唑磺隆对小麦田杂草的防除效果，并研究了土壤药剂残留对后

茬作物玉米、大豆、花生的安全性。结果表明，70%氟唑磺隆可分散粒剂21.0～63.0 g/hm2对小麦田杂

草防除效果优异，对雀麦防效良好，其鲜重防效为97.52%～100.00%；其对播娘蒿和猪殃殃防效较

好， 鲜重防效分别为53.17%～72.56%和50.29%～65.16%； 其对荠菜的防效较差， 其鲜重防效为

30.78%～60.57%，且对小麦安全。 冬前茎叶处理后种植玉米、大豆、花生等后茬作物，70%氟唑磺隆

可分散粒剂有效成分用药量为31.5～94.5 g/hm2时，土壤药剂残留对后茬作物出苗及苗期生长无影

响，对后茬作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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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lucarbazone-Na on Weed Control in Wheat Field and Its Residue Effect

on After-reap Crops
Zhang Yong, Song Min, Zhou Chao, Ma Chong, Lu Xing-tao*, Kong Fan-hua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Ta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andong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weeds control efficacy of flucarbazone-Na 70% WDG on wheat

field and its residue effect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after-reap crops (corn, soybean and peanut). Results showed that

flucarbazone-Na had better control efficacy on Bromus japonicus than Descurainia sophia, Capsella bursa-pastoris and

Galium aparine, and no influence on wheat.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31.5-94.5 g/hm2 in wheat field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seedling and yield of three kinds of after-reap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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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唑磺隆（flucarbazone-Na）为爱利思达生物化

学品北美有限公司研发的磺酰脲类除草剂，其通过

抑制杂草乙酰乳酸合成酶（ALS）活性，破坏正常的

生理生化代谢发挥除草活性[1]。随着杂草群落的演

替变化，新型药剂推入市场，在对当茬作物防除效

果、安全性研究的同时，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研究

也逐步展开。研究表明，氟唑磺隆可有效防除野燕

麦（Avena fatua L.）、雀麦（Bromus japonicus L.）、看

麦娘（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对阔叶杂草播娘

蒿、猪殃殃等除草活性较低，对小麦安全[2]。朱桂梅

等[3]开展了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防除冬小麦田

杂草的药效研究，结果表明，氟唑磺隆对小麦田以

罔草、日本看麦娘为主的禾本科杂草防效较差，对

猪殃殃、牛繁缕等阔叶杂草无效。韩金果等[4]试验结

果表明氟唑磺隆对雀麦、野燕麦防效优异。磺酰脲

类除草剂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是农药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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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先前本课题组研究报道杂草对苯磺隆的抗药

性及残留药害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5]，李美等[6]报道

了磺酰磺隆对麦田杂草防除效果良好，对后茬作物

安全，樊翠芹等[7]研究表明醚苯磺隆对小麦田杂草

效果良好对后茬作物玉米、谷子幼苗安全，对大豆、
花生药害轻[7]。氟唑磺隆对后茬作物安全性尚未明

确，本研究对氟唑磺隆防除小麦田杂草的杀草谱、
适宜剂量以及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进行了研究，为

氟唑磺隆的合理应用及后茬作物的选择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爱利思达

生物化学品北美有限公司（市售）。
供试小麦品种为临麦4号，后茬作物玉米品种

为郑单958，大豆品种为早熟1号，花生品种为大白

沙，均购自泰安市种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田设在山东省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圣

元村试验基地，土质为壤土，有机质质量分数1.30%，

pH值6.9，试验田于2014年10月4日播种小麦，种植方

式为机械条播，主要靶标杂草有雀麦、播娘蒿、荠

菜、猪殃殃等。
杂草防除试验：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设置4

个有效成分用量（下同）：21.0、31.5、42.0、63.0 g/hm2，

另设人工除草和空白对照，共计6个处理，每处理重

复4次，小区面积30 m2，各小区随机排列。
后茬作物安全性试验：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

剂设置3个有效成分用量：31.5、63.0、94.5 g/hm2，另

设人工除草区，共计4个处理，重复4次，小区采用裂

区排列，主区面积120 m2，后茬作物面积40 m2，小区

采用随机排列。
试验于2014年11月12日进行喷雾施药，茎叶

处 理，施药时小 麦生育期为3叶期，喷 雾 器 械 为

MATABI圆9型压缩喷雾器，配扇形喷头，用水量为

450 L/hm2。2015年6月8日小麦收获，6月12日播种玉

米、大豆、花生等3种后茬作物，其中玉米、花生为穴

播，每穴3粒种子，大豆开沟条播，行距0.5 m，播种后

管理方式均参考当地生产习惯。试验田进行人工除

草，后根据生长情况进行拔除，试验小区内保持无

草状态。
1.3 调查方法
1.3.1 杂草防效

杂草防效试验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8]

要求进行。采用绝对值调查法，施药后45 d、145 d调

查株数防效，165 d调查株数及鲜重防效。

株数防效/%= 空白对照区杂草株数-处理区杂草株数
空白对照区杂草株数

×100

鲜重防效/%= 空白对照区杂草鲜重-处理区杂草鲜重
空白对照区杂草鲜重

×100

1.3.2 作物安全性

对供试作物小麦安全性调查，药后3 d、5 d、7 d、
15 d以及每次防效调查时进行，观察小麦叶片、株高

等形态特征是否异常。在小麦收获时测量株高，人

工测产，评价药剂对小麦安全性。
后茬作物安全性调查于播种后开始，共调查4

次，分别于作物出苗期、苗后20 d、苗后45 d分别调

查作物形态特征、株高及株重，收获期调查作物株

高、产量，调查期间不定期观察（目测）后茬作物生

长情况。
1.4 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应用DPS 7.05数据处理系统处理，差

异性分析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DMRT）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氟唑磺隆对小麦田杂草的防效

药后45～60 d，70%氟唑磺隆可分散粒剂对杂

草防效均较差，目测防效为30%～40%。翌年小麦返

青后，随着温度升高，氟唑磺隆对杂草抑制作用逐

渐增强。施药后145 d，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

21.0～63.0 g/hm2对雀麦的防效最好，防效为93.29%～
98.96%；对播娘蒿和猪殃殃防效相对较好，70%氟唑

磺隆水分散粒剂63.0 g/hm2的防效达到60.00%以上；

对荠菜防效较差，70%氟唑磺隆可分散粒剂63.0
g/hm2对荠菜的防效为50.29%；对杂草总体防效为

48.50%～69.39%。

药后165 d，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杂草

的株数防效仍以雀麦最高（表2），其株数防效为

97.36%～100.00%；其次为猪殃殃和播娘蒿，其防效为

42.44%～66.17%；药剂对荠菜防效较差，防效仅为

28.22%～53.20%，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总草

株数防效为53.65%～70.67%。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

表 1 氟唑磺隆对小麦田杂草药后 145 d 的株数防效

处理/(g·hm-2)
株防效/%

播娘蒿 荠菜 猪殃殃 雀麦 总草

70%氟唑磺隆WG 21.0 35.00 d 27.53 d 38.16 d 93.29 c 48.50 d
70%氟唑磺隆WG 31.5 48.23 bc 38.26 c 49.49 b 96.00 b 57.96 c
70%氟唑磺隆WG 42.0 53.36 b 47.77 a 57.25 c 96.93 b 63.83 b
70%氟唑磺隆WG 63.0 60.67 a 50.29 b 67.64 a 98.96 a 69.3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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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对杂草鲜重防效以对雀麦的防效最高，其防效为

97.52%～100%，对播娘蒿和猪殃殃鲜重防效较高，防

效为50.29%～72.56%，对荠菜鲜重防效较差，防效为

30.78%～60.57%，对总草鲜重防效为57.94%～74.57%。

表 2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防除小麦田杂草药后 165 d 株数及鲜重效果

处理/(g·hm-2）
株防效 鲜重防效

播娘蒿 荠菜 猪殃殃 雀麦 总草 播娘蒿 荠菜 猪殃殃 雀麦 总草

70%氟唑磺隆WG 21.0 46.57 d 28.22 d 42.44 d 97.36 b 53.65 d 53.17 d 30.78 d 50.29 d 97.52 a 57.94 d
70%氟唑磺隆WG 31.5 54.71 c 35.77 c 55.40 c 100.00 a 61.47 c 66.54 c 49.01 c 54.90 c 100.00 a 67.61 c
70%氟唑磺隆WG 42.0 61.72 b 39.49 b 60.44 b 100.00 a 65.41 b 69.42 b 53.31 b 61.28 b 100.00 a 71.00 b
70%氟唑磺隆WG 63.0 63.31 a 53.20 a 66.17 a 100.00 a 70.67 a 72.56 a 60.57 a 65.16 a 100.00 a 74.57 a

2.2 对供试作物冬小麦的安全性
施药后7～120 d调查时观察，各药剂处理小麦生

长均正常，未见有小麦叶片黄化、苗株矮化以及枯

苗等药害症状发生。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小

麦株高、产量结果见表3。各药剂处理的小麦产量与

人工除草相比，增产率为-0.47%～3.95%，各处理株

高、产量均未达到显著差异性，表明药剂对小麦株

高及产量均无影响，初步表明70%氟唑磺隆水分散

粒剂对小麦安全。

2.3 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3种后茬作物出苗

无影响，各处理区玉米、大豆、花生出苗情况无明显

差异，均未见有叶片黄化，苗株矮化、畸形等药害

症状。
苗后20 d，3种后茬作物出苗率、株高、株重调查

结果如表4所示。各剂量处理的作物出苗率、株高、
株重与空白对照均无显著性差异，表明药剂的土壤

残留对玉米、大豆、花生出苗后前期生长无影响。苗

后45 d，各药剂处理后茬作物株高、株重与空白对照

均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该药剂对后茬作物苗期

生长无影响，安全性好。
收获期，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各处理对玉

米、大豆、花生株高、株重差异性未达显著水平，各

药剂处理区的产量与人工除草处理无显著差异，表

明该药剂对以上3种后茬作物后期生长安全，对产

量均无显著影响。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冬前茎叶处理防除小

麦田以雀麦为主杂草，药后7个月种植后茬作物玉米、
大豆、花生，对后茬作物安全性好，对产量无影响。

表 3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小麦安全性及产量效应

处理/(kg·hm-2) 株高/cm 产量/(kg·hm-2) 增产率/%
70%氟唑磺隆WG 21.0 78.61 a 5 790.4 a -0.47
70%氟唑磺隆WG 31.5 74.85 a 5 630.3 a 2.92
70%氟唑磺隆WG 42.0 76.53 a 5 690.0 a 3.40
70%氟唑磺隆WG 63.0 76.67 a 5 775.4 a 3.95
人工除草 77.28 a 5 705.4 a

表 4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后茬作物安全性测定结果

作物 处理/(g·hm-2)
苗后20 d 苗后45 d 收获期

出苗率/% 株高/cm 株重/g 株高/cm 株重/g 株高/cm 产量/(kg·hm-2)

玉米

70%氟唑磺隆WG 31.5 100.00 a 54.61 a 13.26 a 190.25 a 598.29 a 231.42 a 6 236.25
70%氟唑磺隆WG 63.0 98.56 a 53.77 a 12.61 a 198.47 a 597.26 a 233.21 a 6 369.45
70%氟唑磺隆WG 94.5 99.24 a 53.93 a 13.33 a 203.52 a 603.98 a 228.63 a 6 340.05
清水对照 99.92 a 54.87 a 13.69 a 206.16 a 604.36 a 235.79 a 6 435.60

大豆

70%氟唑磺隆WG 31.5 100.00 a 25.15 a 7.26 a 76.82 a 94.62 a 76.23 a 2 673.90
70%氟唑磺隆WG 63.0 96.25 a 25.33 a 7.08 a 75.41 a 95.26 a 75.41 a 2 665.35
70%氟唑磺隆WG 94.5 97.63 a 24.96 b 7.15 a 76.16 a 95.19 a 74.39 a 2 628.75
清水对照 98.22 a 25.16 a 7.13 a 75.88 a 96.00 a 75.28 a 2 646.45

花生

70%氟唑磺隆WG 31.5 100.00 a 18.56 a 12.86 a 30.41 a 89.46 a 51.21 a 2 310.75
70%氟唑磺隆WG 63.0 99.45 a 19.48 a 13.05 a 32.15 a 88.47 a 52.13 a 2 268.90
70%氟唑磺隆WG 94.5 99.31 a 18.62 a 12.98 a 31.25 a 87.63 a 52.08 a 2 264.70
清水对照 99.47 a 19.14 a 12.56 a 32.44 a 88.84 a 51.46 a 2 280.90

3 结论与讨论

小麦田禾本科杂草主要以看麦娘等为主，其出

现频率较低，对小麦危害较轻。随着种植业结构的

调整以及耕作制度的变化，小麦田禾本科杂草种类

有所增加，为害程度加剧，雀麦、节节麦以及野燕麦

在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优势种杂草，尤其是雀麦的

出现频率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区域性恶性杂草。研

张勇，等：氟唑磺隆防除小麦田杂草效果及对后茬作物安全性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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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目前小麦

田恶性一年生禾本科杂草雀麦除草活性高，药后

165 d株数防效、鲜重防效均达到97%以上，对阔叶

杂草播娘蒿、猪殃殃有抑制生长作用，对荠菜防效

差。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朱桂梅等[3]研究结果表

明，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对小麦田禾本科杂草

防效差，对阔叶杂草无效，其试验结果与本研究存

在差异，这可能与药剂对不同靶标的除草活性有

关，与施药时草龄、土壤温、湿度等对药剂药效的发

挥影响有关；韩金果等 [4]研究结果表明70%氟唑磺

隆水分散粒剂52.50 g/hm2处理对雀麦、野燕麦防效

达到 98.17%，对阔叶杂草播娘蒿、荠菜鲜重防效为

72.73%，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综合研究结果，70%氟

唑磺隆水分散粒剂防除小麦田杂草施药期宜早不

宜晚，冬前使用效果较好，以看麦娘、雀麦为优势种

杂草地块，推荐有效成分用量为31.5～42.0 g/hm2，

在阔叶杂草播娘蒿、荠菜、猪殃殃密度较大时，也可

与苯磺隆、唑草酮等混用以提高防效。
本研究对后茬作物安全性结果表明，氟唑磺隆

水分散粒剂防除小麦田杂草药后7个月种植后茬作

物玉米、大豆、花生，药剂土壤残留对后茬作物出

苗、苗期生长及产量均无影响，对作物安全。本研究

仅针对泰安市3种有代表性后茬作物玉米、大豆、花
生的安全性进行探讨，对于其他作物如棉花、马铃

薯以及对除草剂相对较敏感的叶菜类、根菜类蔬菜

的安全性及其安全性间隔期尚需进一步开展试验

研究。磺酰脲类除草剂的降解过程极其复杂，目前

已知的主要有水溶性光解、化学水解和微生物降解

3种途径[9]，土壤类型、湿度、酸碱度、温度等也对其

降解有影响，因此，有待于进一步试验论证。为避免

对后茬敏感型作物的影响，生产中应合理安排农

时，避免单一、高频度用药，必要时进行轮作倒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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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简介应包括姓名、所在单位、联系方式（邮箱、手机、固话）等内容。（4）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5个汉字。（5）格式：宋体，五号，

1.5倍行距，段首缩进2个字符，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计量单位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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