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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滴酸·草甘膦对非耕地杂草防除药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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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对防除非耕地杂草的用药量、防除对象、防除效果、使用适
期和周围环境安全性的影响，按昭《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农药田间药效试验标准操作规程进行了除草剂防非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结
果表明，32%滴酸·草甘膦在1 215～2 430 g/hm2的剂量下，兑水675 L/hm2，在杂草旺盛生长期进行
茎叶喷雾处理，能够有效防除非耕地大部分杂草，对非耕地杂草防除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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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trol Effect of 32% Acid Glyphosate on Non-arable W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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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32% acid and glyphosate solution on the quantity, target, effect, suitable

period of application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of weed control in non-cultivated land, field efficacy trials of

herbicide against weeds in non-cultivated land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for Field Efficacy Trials of

Pesticides (I) and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field efficacy trials of pesticides of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of

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2% acid and glyphosate at the dosage of

1 215-2 430 g/hm2, mixed with water 675 L/hm2,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most weeds in non-cultivated land, and has a good

effect on weed control in non-cultivat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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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华南地区，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充足，雨量
充沛，夏季炎热，非常适宜植物的生长，尤其是夏季
高温多雨，杂草生长异常繁茂，严重影响了作物的
生长；而非耕地杂草滋生，既影响了城市美观，也是
病虫害中间寄主或越冬的重要场所。综上，杂草给
城市绿化管理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危害[1]，因而
杂草防控成为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草坪管理面临
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化学除草

剂因其选择特异性、高效率、低成本、省时省工和适
用机械化等优点在当前杂草控制中占主要地位，是
非耕地杂草防除的最主要手段。
近年来，相关学者针对不同化学除草剂防除非

耕地杂草进行了研究。徐红梅等[2]利用70% 2,4-滴二
甲胺盐水剂对非耕地阔叶杂草田间防除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7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对非耕地大巢
菜、飞蓬、水花生和乌蔹莓等阔叶杂草具有较好的
防除效果。宋伟杰等[3]通过表面活性剂的筛选，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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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乙羧·草铵膦微乳剂，并研究其对非耕地杂草
的防除效果，结果表明，利用电荷屏蔽等界面手段
制备的20%乙羧·草铵膦微乳剂性能良好。边强等[4]

利用25%咪唑烟酸水剂对非耕地杂草和狗牙根进行
茎叶喷雾防除研究，结果表明，与百草枯、草甘膦和
草胺膦相比，25%咪唑烟酸对非耕地杂草和狗牙防
除效果更好，持效期更长。王伟[5]利用33%麦草畏·草
甘膦AS防除非耕地杂草，发现麦草畏与草甘膦复配
能有效提高非耕地杂草的防除效果，降低草甘膦有
效成分用量25%左右。李卫等[6]采用茎叶喷雾法测定
20%辛酸乳油不同有效成分对非耕地田间杂草的防
除效果，结果表明，20%辛酸EC可有效地控制非耕
地杂草。何咏华[7]研究了720 g/L 2,4-滴二甲铵盐水
剂对非耕地阔叶杂草的防除效果、最佳使用剂量和
安全性。陈育民等[8]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草铵膦防
除非耕地杂草，并进行了杂草添加药效评价，结果
表明，植保无人机对防除非耕地杂草具有良好的效
果。金立[9]对草甘膦铵盐、草铵膦和三氟羧草醚钠盐
进行混配，研究其对非耕地杂草的联合作用和防除
效果，结果表明，该混配对非耕地杂草的防除效果
因混配比例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联合作用方式，可
被进一步开发用于非耕地杂草防除。
草甘膦和百草枯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灭生性

除草剂，百草枯由于毒性问题在我国已于2016年7月
停止销售和使用。随着百草枯的退市，草甘膦成为
百草枯的重要替代产品之一。1974年草甘膦上市，因
其低毒、低残留和广谱性等特性而成为迄今应用最
为广泛的除草剂之一。草甘膦具有非常强的内吸传
导性和广谱的除草效果[10]，可防除一年生和多年生
的杂草，备受全世界的欢迎。黄文教[11]研究发现，32%
滴酸·草甘膦防除芒果园一年生或多年生杂草效果
较好，在杂草生长旺盛期制剂量为2 250 mL/hm2，使
用30 d后，对杂草综合防效达98%以上，可有效控制
芒果园的杂草危害。李水雄等[12]采用32%滴酸·草甘
膦，每20 kg添加洗衣粉50 g、柴油100 mL或高浓缩
树皮穿透剂50 mL防除林圃地非目的植物，取得了
较好的灭杀效果。广西壮族自治区非耕地杂草种类
繁多，夏季高温多雨，杂草生长迅速。本文利用32%
滴酸·草甘膦对非耕地杂草防除药效进行研究，以
实现快速、高效、彻底防除非耕地杂草的目的。

1 试验设计

1.1 试验材料
广西农大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32%滴

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1.2 试验准则和依据
试验按GB/T 17980.51—2000《农药田间药效试

验准则（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农药田间药效试验标准操作规程“除草剂
防非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标准操作规程
SOP-H-005”执行。
1.3 对照药剂
（1）重庆丰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30%草甘膦

水剂，PD20096987。
（2）郑州大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60% 2,4-滴

二甲胺盐水剂，PD20182134。
1.4 试验机构和地点
试验机构为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内地势较平坦，非耕
地杂草严重，草相较复杂，因此建立供试面积900
m2的科技示范基地，并将试验基地划分田块。
1.5 试验靶标情况
非耕地主要杂草组成为：白花鬼针草（Bidens

pilosa L.var.radiata Sch.-Bip）约占总草数32%；阔叶
丰花草（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约占总草数20%；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L.) Gaertn.）约占总草数15%；
光头稗（Echinochloa colonum(L.)）约占总草数12%；
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L.)）约占总草数10%；还
有其他少量的杠板归（Polygonum perfoliatum L.）、
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 L.）、龙葵（Solanum nigrum
L.）、小飞蓬（Conyza canadensis）、胜红蓟（Ageratum
conyzoides L.）等约占11%，施药时杂草大多处在6～
12叶期。

2 试验设计与安排

2.1 供试用量与编号
试验药剂及对照药剂使用量见表1。

2.2 试验田块安排
试验田块设4个重复，每个田块面积30 m2，采用

序
号

药品名称
有效成分/
(g/hm2)

施药剂量/
(mL/hm2)

田块用药
剂量/mL

1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
剂

1 215.0 3 795 11.4

2 1 822.5 5 670 17.0

3 2 430.0 7 590 22.8

4 30%草甘膦水剂 1 800.0 6 000 18.0

5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701.3 1 170 3.5

6 对照组 0

表 1 供试药剂及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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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有效成分/
(g/hm2)

白花鬼草针 阔叶丰花草 牛筋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1 215 2.5 95.7 bB 0.0 100.0 aA 0.0 100.0 aA

1 822.5 1.3 97.9 abAB 0.0 100.0 aA 0.0 100.0 aA

2 430 0.8 98.7 aA 0.0 100.0 aA 0.0 100.0 aA

30%草甘膦水剂 1 800 2.5 95.7bB 2.3 94.5 bB 1.5 93.3 bB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701.25 8.5 85.5 cC 5.0 87.7 cC 17.0 24.4 cC

对照组 58.5 40.8 22.5

药剂
光头稗 狗牙根 其他 总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0.0 100.0 aA 0.0 100.0 aA 1.5 90.8 aA 4.0 97.7 bB

0.0 100.0 aA 0.0 100.0 aA 1.0 93.8 aA 2.3 98.7 aAB

0.0 100.0 aA 0.0 100.0 aA 0.8 95.4 aA 1.5 99.1 aA

30%草甘膦水剂 0.0 100.0 aA 0.5 96.7 aA 1.3 92.3 aA 8.0 95.3 cC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13.5 26.0 bB 12.0 21.3 bB 7.8 52.3 bB 63.8 62.8 dD

对照组 18.3 15.3 16.3 171.5

随机排列。田块施药排列见表2。

2.3 施药方法
施药时间为2020年8月6日上午，利用茎叶喷雾

法，喷雾前测量喷雾器流速，确定田块施药时间，并
按田块用药量装上清水。空白对照区按顺时针方向

行走进行预喷药，记录平均步速。然后按序号顺序
均匀施药，田块喷药量的误差不超过10%。田块边际
喷药时，将雾流朝向田块内部，期间更换不同药剂
和试验结束后均要清洗喷雾器。施药器械为丰田
FT-18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田块施药时间为84 s
（42 s/L）。兑水量为675 L/hm2，田块用量水为2.0 L。
2.4 调查分析方法
共调查3次，分别为药前调查杂草基数、药后

15 d调查并统计杂草株数防效、用药30 d调查并统
计杂草株数防效和鲜重防效。
采用绝对值调查法。对角线4点取样，每个样方

0.25 m2，将各种杂草分类，并记录株数和鲜重。防效
计算公式为

表 2 试验田块施药排列

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处理区杂草株数或鲜重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 ×100 （1）

表 3 施药 15 d 防除非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注：防效为各重复平均值，数据后相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在1%和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下同。

试验结果采用DPS 7.5版本，利用邓肯氏新复极
差（DMRT）法进行分析。
2.5 对其他生物的影响
试验期间，观察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对其

他生物有无不良影响，对周围生态环境是否安全。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防效评价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施药15、30 d防除非

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见表3～5。根据试验结

果，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有效成分在1 215～
2 430 g/hm2药量下，对非耕地杂草用药15～30 d后，
杂草株数、防效和鲜重防效比30%草甘膦水剂
1 800 g/hm2和60% 2,4-滴二甲铵盐701.25 g/hm2均达
极显著水平。
由表3可知，施药15 d后，32%滴酸·草甘膦可溶

液剂不同药量处理的防效显著高于30%草甘膦水剂
和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其中有效成分为1 822.5、
2 430 g/hm2处理的防效差异不显著，高于1 215 g/hm2

处理的防效。

重复1 重复2 重复3 重复4

6 4 1 5

5 6 2 4

4 5 3 1

3 1 4 6

2 33 5 2

1 2 6 3

周建群，等：32%滴酸·草甘膦对非耕地杂草防除药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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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有效成分/
(g/hm2)

白花鬼草针 阔叶丰花草 牛筋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1215 3.8 93.7 aAB 0.0 100.0 aA 1.5 93.2 aA

1822.5 3.0 95.0 aA 0.0 100.0 aA 1.0 95.5 aA

2430 2.5 95.8 aA 0.0 100.0 aA 0.8 96.6 aA

30%草甘膦水剂 1800 5.3 91.2 bB 1.8 95.8 bB 2.0 90.9 aA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701.25 13.0 78.2 cC 11.3 72.7 cC 17.0 22.7 bB

对照组 59.8 41.3 22.0

药剂

光头稗 狗牙根 其他 总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0.0 100.0 aA 1.5 90.3 aA 1.5 91.2 aA 8.3 95.3 bA

0.0 100.0 aA 1.3 91.9 aA 1.5 91.2 aA 6.8 96.1 abA

0.0 100.0 aA 1.0 93.5 aA 1.3 92.6 aA 5.5 96.8 aA

30%草甘膦水剂 0.0 100.0 aA 1.5 90.3 aA 1.5 91.2 aA 12.0 93.1 cB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14.8 21.3 bB 12.5 19.4 bB 8.5 50.0 bB 77.0 55.8 dC

对照组 18.8 15.5 17.0 174.3

表 4 施药 30 d 防除非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株数防效结果

药剂
有效成分/
(g/hm2)

白花鬼草针 阔叶丰花草 牛筋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1 215 12.0 97.6 A 0.0 100.0 aA 5.1 93.8 aA

1 822.5 9.6 98.1 A 0.0 100.0 aA 3.4 95.8 aA

2 430 8.0 98.4 A 0.0 100.0 aA 2.6 97 aA

30%草甘膦水剂 1 800 16.8 96.7 A 8.1 97.9 bB 6.8 91.9 aA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701.25 49.2 90.3 B 50.9 86.6 cC 59.1 29.2 bB

对照组 507.9 379.7 83.6

药剂

光头稗 狗牙根 其他 总草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平均株数/
(株/m2）

防效/%

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

0.0 100.0 aA 1.9 94.2 aA 6.5 93.7 aA 25.5 97.9 bA

0.0 100.0 aA 1.4 95.7 aA 6.1 94.1 aA 20.5 98.3 abA

0.0 100.0 aA 1.1 96.7 aA 5.5 94.7 aA 17.1 98.6 aA

30%草甘膦水剂 0.0 100.0 aA 1.8 94.6 aA 6.6 93.6 aA 40.1 96.7 cB

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 71.1 31.5 bB 24.9 23.9 bB 37.8 63.5 bB 292.9 75.8 dC

对照组 104.5 32.7 104.1 1 212.5

表 5 施药 30 d 防除非耕地杂草田间药效试验鲜重防效结果

由表4可知，施药30 d后，32%滴酸·草甘膦可溶
液剂不同药量处理的防效显著高于30%草甘膦水剂
和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处理的防效，其中有效
成分为2 430 g/hm2的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处
理的防效最高，与1 822.5 g/hm2处理的防效差异不
显著，高于1 215 g/hm2的防效。

由表5可知，施药30 d后，32%滴酸·草甘膦可溶
液剂不同药量处理的防效显著高于30%草甘膦水剂
和60% 2,4-滴二甲胺盐水剂处理的防效。其中有效
成分为2 430 g/hm2的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处
理的防效最高，与1 822.5 g/hm2处理的防效差异不
显著，显著高于1 215 g/hm2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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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杂草防除效果来看，32%滴酸·草甘膦可
溶液剂对白花鬼针草、阔叶丰花草、光头稗、牛筋草
等大多数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均有较好的防效，在
试验药量下，用药30 d后总草防效达90%以上，这与
黄文教等[11,1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2 中毒症状
分别用有效成分为1 215、1 822.5、2 430 g/hm2

的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茎叶喷雾处理非耕地
杂草，使用1～3 d后，不同杂草新生叶和生长点开始
发黄，生长明显停止；用药后4～7 d，下部较老的叶
片部分退绿，且部分杂草开始死亡；用药后8～10 d，
多数杂草整株死亡。而对照药剂杂草中毒死亡时间
比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长，经有效成分为
1 800 g/hm2的30%草甘膦水剂处理后，多数杂草在
药后10～15 d内死亡；有效成分为701.25 g/hm2的
60% 2,4-滴二甲铵盐药后15 d有2/3杂草死亡，说明
试验药剂比对照药剂杀杂草更速效。
3.3 安全性评价
分别用有效成分为1 215～2 430 g/hm2的32%滴

酸·草甘膦可溶液剂茎叶处理防除非耕地杂草，用
药后第3天、第15天和第30天观察药害，未发现试验
药剂对其他非靶标生物及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不
良影响。

4 结论

使用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防除非耕地杂
草，适宜施药时间为杂草旺盛生长期，适宜用药量
为：有效成分1 215～1 822.5 g/hm2，制剂量3 797～
7 594 mL/hm2，施药方法为茎叶喷雾法，兑水进行均
匀喷雾。供试32%滴酸·草甘膦可溶液剂对非耕地禾

本科杂草、阔叶杂草有较好的防除效果，持效期长，
对非靶标生物及周围环境无明显不良影响，因此值
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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