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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植物油对玉米田除草剂的增效作用( 简报)

施秀飞，刘显良，李俊凯，杜晓英
( 长江大学农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5)

摘 要: 为明确 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对玉米田杂草的防效及对玉米的安全性，以及添加甲基化植物
油后的增效作用。笔者采用茎叶喷雾法进行田间药效试验，药后记录玉米药害情况。结果表明: 40%环磺酮
·莠去津悬浮剂对禾本科杂草防效优于阔叶杂草，添加甲基化植物油可明显提高其活性，提高 40%环磺酮
·莠去津悬浮剂的除草效果，且对玉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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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磺酮( Tembotrione) 化学名称为 2 － { 2 －氯 － 4 －甲磺酰基 － 3 －［( 2，2，2 －三氟乙氧基) 甲基］苯甲
酰基}环己烷 － 1，3 －二酮，是拜尔公司开发的三酮类除草剂，为对羟基苯基丙酮酸双氧化酶( HPPD) 抑制
剂［1］，主要用于玉米田间除草，在向日葵和非农领域也有少量应用［2］。具有广谱的除草活性，芽后可防除

玉米田多种阔叶杂草和禾本科杂草，对部分抗性杂草有效［3］。在我国，环磺酮暂属于专利保护产品，其复
配剂对杂草的田间防效及作物的安全性鲜有报道。玉米( Zea mays L． )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我国玉米
田除草剂市场居世界第 2，给环磺酮提供了巨大的应用空间［4］。目前，绝大多数除草剂都需要表面活性剂

或其他助剂优化防效，如油类助剂在干旱条件下对除草剂的增效作用明显［5 － 6］。为明确 40%环磺酮·莠
去津悬浮剂对玉米田杂草的防效及对玉米的安全性，以及添加甲基化植物油后的增效作用，笔者采用茎
叶喷雾法进行田间药效试验，为 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植物油在国内的农药登记及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 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植物油，

其药剂由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生产。供试作物:夏玉米( 郑单 958) 。
1． 2 试验地况及试验设计 实验地点选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太湖农场试验田，土壤为壤土，pH7． 2，有
机质含量 1． 53%。穴播，2017 － 06 － 05 播种，6 月 28 日施药，种植密度为 6 万株·hm －2。田间杂草有稗
草( Echinochloacrusgalli ( L． ) Beauv． ) 、马唐( Digitarias anguinalis ( L． ) Scop． ) 、狗尾草( Setariaviridis ( L． )
Beauv． ) 、牛筋草( Eleusineindica ( L． ) Gaertn． ) 、藜( Chenopodium album L． )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Me-
dicus) 、龙葵( Solanum nigrum L． )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 ) 等，优势杂草为狗尾草、马唐和苘麻。

试验共设 9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4 次，共 36 个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20 m2。采用
MATABI-16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均匀喷雾，兑水量 600 kg·hm －2。
1． 3 田间调查及药效计算 于药后 15 d调查杂草株数、30 d调查杂草株数及鲜质量( g) ，按式( 1) ，( 2)



计算杂草防效，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新复极差法) 。药后全程观察各药剂处理对玉米有无药害，以及
对其他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并在收获时测产，以明确各药剂处理安全性。

株防效 = ( 对照区杂草株数 －处理区杂草株数) /对照区杂草株数 × 100% ( 1)

鲜质量防效 = ( 对照区杂草鲜重 －处理区杂草鲜重) /对照区杂草鲜重 × 100% ( 2)

2 结果与分析

2． 1 除草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区对杂草的均有不同程度的防除效果，40%环磺酮·莠去津
悬浮剂对杂草的防效随着用药量的增加而提高。同等用药量的情况下，添加甲基化植物油的处理区对杂
草防除效果均高于未添加的处理区。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600 ～ 1500 g·hm －2 ( 有效成分用量，下
同) 对杂草总防效为 84． 31% ～ 96． 27%，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植物油 600 ～ 1500 g·
hm －2对杂草总防效为 90． 81% ～ 98． 85%，添加甲基化植物油明显提高其除草活性。40%环磺酮·莠去
津悬浮剂对禾本科杂草防效优于阔叶杂草，杀草谱广。
2． 2 安全性 药后在各处理区调查，玉米生长发育良好，未出现药害情况。测产结果表明，40%环磺酮
·莠去津悬浮剂各浓度处理区产量为 7 990． 0 ～ 8 475． 0 kg·hm －2、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
植物油各浓度处理区产量为 8 437． 5 ～ 8 470． 0 kg·hm －2。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600，750，900 kg·
hm －2处理小区产量与 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植物油各处理小区相当，显著高于空白对照
区。

3 讨 论

田间实验结果表明，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对玉米田杂草具有良好的防除效果，且均随着使用
浓度的增加而上升，对禾本科杂草防效更优。添加甲基化植物油可明显提高 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
的除草活性。植物油助剂能降低除草剂喷雾药液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增加药液在杂草叶表面的沉积
量，并能延缓喷雾液滴的干燥时间，又能溶解杂草表面的蜡质层，从而增加除草剂的叶面穿透量及在杂草
体内的吸收量［7 － 10］。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正常施药能够有效防除玉米田杂草且对玉米安全，甲基
化植物油对其有增效作用。40%环磺酮·莠去津悬浮剂推荐施用剂量为 750 ～ 900 g·hm －2，40%环磺
酮·莠去津悬浮剂 +甲基化植物油推荐施用剂量为 600 ～ 900 g·hm －2。施药后遇干旱或低洼积水时，玉
米会有短暂的脱色白化症状，但对玉米的产量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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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Effect of Methylated Vegetable Oil
on Weedicides in Corn Fields( Brief)

SHI Xiufei，LIU Xianliang，LI Junkai，DU Xiaoying
( College of Agricultur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Hubei 434025，China)

Abstract: Weeds in the corn fields were sprayed with weedicide 40% sulfonate + atrazine suspension in combi-
nation of methylated vegetable oil to observe the control effect and safety of the corn in the field as well a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methylated vegetable oil on the weedicide． The stem and leaf spray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field efficacy test，and the weedicide damage to the corn was recorded after weedicide spraying． The
40% sulfonate + atrazine suspensions had better control effect on grass weeds than on broadleaf weeds． Addi-
tion of methylated vegetable oi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tivity control effect of 40% sulfonate + atrazine sus-
pension on weeds and was safe to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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