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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植方式对玉米田杂草群落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刘 芳1，殷 红1，郭范顺2，李建东1，燕雪飞1，王国娇1，韦 岩1
(1．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辽宁沈阳110161；2．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华街道办事处．辽宁大连u6300)

摘 要：采取随机区组试验，根据农田杂草群落的生态学原理，运用生态学方法，通过玉米苜蓿闻种与玉米清

种相对照，探讨了闻种抗旱植物苜蓿对玉米田杂草群落与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清种玉米田中稗草和红蓼

的重要值较高，为优势种，问种苜蓿田中的优势种有红蓼、稗革、苘麻、反枝苋、龙葵、蔡；在玉米各生育期，间种苜蓿

田中的杂苹生物量均低于清种玉米田处理，杂草株高大部分低于清种玉米处理；问种苜蓿穗长、德行数、行粒数、穗

童、穗粒重、百粒重和产量较清种玉米分别增加了6．6％、7．6％、2．2％、12．28％、9．9％、7．8％和4．3％。认为间种苜

蓿能够控制杂草数量，抑制杂草生物t增加，苜蓿有抗旱保水的作用，使玉米产t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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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草害一直是阻碍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据统计每年因杂草危害造成的农作物减

产为9．7％，全世界达2亿t[1 J。杂草防除通常采用

化学方法，除草剂的大量使用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

类的健康，特别严重时能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检测

到化学残留物【2J。长期使用除草剂，杂草容易产生

抗药性【3．4J。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连

作田中杂草数量增加严重【5J。辽宁省处在北方农牧

交错带，受东南季风边缘的气候波动和全球变暖的

影响，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较少，而且降水集中于夏

季，所以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极不稳定，容易形成农

业气象灾害，其中干旱是影响农业生产最严重的自

然灾害。

免耕是一种可减少水土流失和抗干旱作用的耕

作方法【6．7J，能够显著增加杂草种子库的密度，改变

杂草群落【8J。免耕玉米田采用间种牧草作为覆盖作

物，可以减少杂草密度，抑制杂草生长[9】。紫花苜蓿

作为多年生豆科牧草，具有适应性广、产量及营养价

值高、可增加土壤氮肥等许多优点，与其他种类相比

更适应于沈阳地区，并且具有强大的根系，抗旱性强，

能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和养分，减少地表径流，起到

保持水土的作用，可缓解农业季节性的用水紧张【loJ。

本试验通过玉米与苜蓿间种对照玉米清种，分析紫花

苜蓿的抗旱固氮作用对玉米田中杂草的影响，为在

辽宁省免耕玉米田引入外源绿肥植物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沈阳农业大学南实验田，东经

123。33，，北纬41049’，海拔52．7 m。≥10。C期间的总

辐射为300．340 kJ／cm2，日照时数约为2 500～2 600

h。年平均气温为8．1℃，一月平均气温一16．6℃，

七月平均气温24．5℃，≥0。C的积温3 800—

4 0000C，≥10℃的积温3 300—3 500℃。土壤类型

为草甸土。

试验地为玉米连作地，自2005年4月开始免耕

试验，免耕处理玉米不留茬。2007年4月25日播种

玉米和苜蓿，玉米品种为郑单958，紫花苜蓿品种为

金皇后。播种同时施底肥，肥料为长效型复混肥，其

中N：P20，：K20为32：11：10，总养分≥52％(含氯)，

无中耕及其他除草措施。

紫花苜蓿出苗期为播后第5天，幼苗期紫花苜

蓿耐高温和抗旱能力较玉米弱，生长速度较缓慢，在

播后第1l天测得紫花苜蓿株高为3 cm。播后20天

紫花苜蓿开始迅速生长，播后32天测得紫花苜蓿平

均高度为22．5 cm，直至枯黄期紫花苜蓿平均高度达

58 cmo

1．2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2种处理，3次重复。各处

理分别为垄作清种玉米，垄作玉米与苜蓿间种。小

区面积36 m2(6 m×6 m)，玉米行距两种处理均为60

cm，株距31 cm，于垄沟问种苜蓿，苜蓿的播种量为

15 kr：／hm2，玉米种植密度为75 000株／h秆。

1．3研究方法和内容

1．3．1调查取样方法 田间调查采用1 m×1 m样

方，每小区随机取5点，从4月末至lO月份收获，在

不同生育时期取样方中杂草，记录其种类、数量、基

收稿日期：200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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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度、频度、多度、高度等，同时测定杂草地上部分生

物量。玉米成熟后取不同处理小区的中间1行20

株进行测产。杂草鉴定参照中国杂草志[11】。

1．3．2主要研究内容

(1)玉米田中杂草的群落结构；

(2)不同种植方式下杂草在玉米各生育期的生

长发育情况；

(3)苜蓿的抗旱作用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1．3．3概念定义与计算公式

(1)群落，亦称生物群落，是指具有直接或间接

关系的多种生物种群的有规律的组合。在一定地段

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植物种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彼

此发生作用，形成一种有规律的组合，这种多植物种

的组合就叫做植物群落。由各种杂草组成的组合就

是杂草群落。

(2)重要值(IV)，以综合数值表示植物物种在

群落中的相对重要性，重要值显示出不同植物在群

落中的作用和地位【12]

IV=(RA+RF+RP)／300

RA(相对多度)=(某种植物的多度／所有植物

的总多度)X 100％

多度(A)=(植物的株数／样方植物的总株数)

×100％

艘(相对频度)=(某种植物的频度／所有植物
的总频度)×100％

频度(F)=(植物出现的田块数／调查的总田

块数)×100％

RP(相对盖度)=(某种植物的盖度／所有植物

的盖度)X 100％

盖度(P)=(植物覆盖面积／样方面积)X

100％

2结果与分析

2．1杂草群落组成及优势种

2．1．1杂草重要值根据田间调查，两种种植方式

下玉米田的杂草群落均由稗草、红蓼、反枝苋、藜、

莓草、苘麻、龙葵、打碗花和鸭趾草等禾本科和阔叶

类杂草种群组成。其中清种玉米田中的稗草和红蓼

的重要值较高，为优势种；间种苜蓿田中的优势种有

稗草、红蓼、苘麻、龙葵、反枝苋、藜，其重要值均小于

清种玉米田，说明问种苜蓿可抑制玉米田中杂草间

的种间竞争。两种种植方式相比较，稗草、反枝苋、

苘麻、龙葵、鸭趾草的重要值差异显著(表1)。

表1玉米田主要杂草种群的重要值(7月12日)

Table 1Ⅳof main weeds populations in c唧field f瑚．121

种名

Species

重要值Ⅳ

清种玉米 间种苜蓿
Corn Corn and alfalfa

2．1．2杂草数量由表2可看出，两种处理下杂草

数量在整个生育时期的变化趋势一致，均是先增加

后降低。且杂草发生与降雨量密切相关。杂草在玉

米苗期数量较少，是由于2007年5月份的降雨量较

往年少，杂草出苗率低。随着雨季的来临，在拔节期

杂草迅速出土并数量达到最高峰，大喇叭口期保持

相对稳定。到了抽雄期，玉米的遮荫和杂草内部竞

争影响到杂草的生长，杂草数量迅速降低。而到了

玉米成熟期，由于杂草已过生长期，数量再次降低，

达到了最低谷。通过两种种植方式的对比，问种苜

蓿玉米田中的杂草数量明显低于清种玉米田，原因

可能有两点：一是豆科牧草对有些农田杂草有化感

抑制作用，抑制了杂草的发芽与生长；二是苜蓿占据

了一定的空间和资源，控制了杂草的生长。

表2不同时期各处理的杂草总数量(株／m2)

Table 2 Total weeds numbeI'S in every treatment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phnt／m2)

注：应用LSD法检验差异程度，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问差异达5％显著水平。下同。

Notes：The LSD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different letter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among treatment$．'the

g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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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玉米田中杂草生长发育形态特征

2．2．1 杂草株高两种处理下，各种杂草的株高均

随着玉米生育期的进程而增大，并且在玉米的各个

生育时期绝大部分杂草的株高为清种玉米田中的植

株高。有些杂草由于本身生育期短，到了玉米大喇

叭口期以后就逐渐退出农田群落。不同生育期、不

同种植方式杂草株高见图1．5。

玉米苗期两种种植方式下同种杂草株高的差异

并不是很明显(图1)，差距达20％以上的有红蓼、反

枝苋、打碗花和蓰草。稗草和反枝苋的生长趋势与

其他杂草不同，均在间种苜蓿田中的株高较高。这

可能与苜蓿的化感作用对其没有显著影响有关，还

有可能促进其生长。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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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ote)：1．红蓼Polygonum orientale；2．藜Chenopodium album；3．

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4．龙葵So／anum n／grum Lima．；5．稗

草Echinochloa crusgalli；6．鸭趾草Commelina commttR厶L．；7．反枝

苋Amaranthus retroflexas L．；8．打碗花Calystegin hederacea Wall；9．

蘅草Humu／us,wan&as。下同(‰8a船柚below)。

圈1．玉米苗期不同种檀方式下杂草株商变化

Fig．1 Changing of height of weed under different

phntins methods in maize seeding

如图2所示，在玉米拔节期，杂草株高较苗期变

化不明显，只是反枝苋的株高星反方向发展，在玉米

清种田中有明显优势；两种种植方式相比较稗草的

株高差距达35％以上。

如图3所示，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各种杂草的株

高变化较大。玉米清种田中，龙葵的株高跃居到了

最高，两种种植方式间的差距达到了40％以上，反

枝苋的株高在不同种植方式下的差距水平也达到了

47％，稗草的差距水平更是达到了120％。各种杂

草在玉米抽雄期两种种植方式下的差距水平较大，

这个时期苘麻的株高上升到了最高，并且两种种植

方式下的差距达到了50％以上(图4)。图5所示，

玉米成熟期杂草种类明显减少。处理间的差异性也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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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玉米拔节期不同种植方式下杂草株高变化

Fig．2 Chasing of height of weed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in maize jo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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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玉米大喇叭口期不同种植方式下杂草株高变化

Fig．3 Chasing of height of weed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in maiT．把trump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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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玉米抽雄期不同种檀方式下杂草株高变化

Fig．4 Changing of height of weed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in maize t龇lJing

总的来说，在不同种植方式下，不同玉米生育时

期，玉米田中杂草的株高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大部

分在玉米清种田中高。这是因为在玉米田中苜蓿的

生长占据了一定的地上和地下空间，并且吸收了一

定的养分，使杂草的生长受到了限制。但是也有例

外，反枝苋和稗草就呈现相反的趋势，株高在间种苜

知∞加∞如伯如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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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玉米成熟期不同种植方式下杂草株高变化

Fig．5 chaIlging of height of weed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in maize maturing

蓿的玉米田中高，并且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差距明显。

这是由于反枝苋和稗草的株高在玉米的各个生育期

均处于非优势，苜蓿对其没有抑制作用，甚至可能有

促进其生长的作用。再者因为苜蓿对禾本科和苋科

植物的化感作用不明显。

薇草和打碗花的茎属于匍匐茎，因此它们的株

高是以匍匐高度计算的。

2．2．2 杂草地上部分生物量 两种处理的杂草生

物量动态变化基本一致(表3)：苗期和拔节期生物

量较少，大喇叭口期生物量迅速增加，抽雄期比较稳

定，到了成熟期又迅速降低。间种苜蓿处理各时期

杂草生物量均低于清种玉米，在大喇叭口期和成熟

期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在杂草迅速生长期问种苜蓿

可明显抑制杂草生物量的增加，控制杂草生长，减少

杂草危害。

表3不同生育期杂草生物■变化(g／m2)

Table 3 Weeds biomass change in different stage

2．3种植方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从表4可看出，不同处理间玉米产量有差异。

总体来看，间种苜蓿处理对玉米的经济性状有明显

的影响，与清种玉米相比，穗长、穗行数、行粒数、穗

重、穗粒重、百粒重和产量分别增加了6．6％、

7．6％、2．2％、12．28％、9．9％、7．8％、4．3％。是因为

苜蓿根系发达，主根生长发育快，入土深，能减少地

表径流，减轻冲刷，加之抗旱、耐瘠、抗寒，起到保水

固土的作用，并可增加土壤氮质量分数，为玉米的生

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改善了干旱地区的土壤缺水

情况，使玉米产量有所提高。

表4不同处理下玉米的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Table 4 Corn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3结论

3．1不同种植方式对玉米田杂草群落的影响

玉米田间种苜蓿可改变农田杂草的重要值。豆

科牧草通过自身的化感抑制作用和与其他植物的竞

争作用，改变玉米田中杂草的相对多度、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进而改变了重要杂草的重要值。并且间

种苜蓿田中的杂草数量明显低于清种玉米田中的杂

草数量。

3．2不同种植方式对玉米田杂草形态特征的影响

本试验大部分杂草的株高在玉米清种田中要比

在苜蓿问种田中的高，但是反枝苋和稗草的株高却

呈现相反的趋势。间种苜蓿处理各时期杂草生物量

均低于清种玉米处理。说明间种牧草可控制杂草数

量，抑制杂草生物量增加，但也有些杂草不受苜蓿的

影响，甚至是受益于牧草。

3．3不同种植方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间种苜蓿处理对玉米的经济性状有明显的影

响，与清种玉米相比较，各产量构成因素均有明显的

增加，其中穗长、行粒数、穗粒重在不同处理问的差

异显著，这是由于苜蓿的抗旱保水保土固氮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本地区的自然干旱条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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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肥力使玉米产量有所提高。

玉米与苜蓿问种，可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步伐，治

理水土流失，促进生态环境发展、社会进步的全面统

一和协调发展。结合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大力

发展苜蓿生产，对农业生产将起到重要作用。

本研究只是在苜蓿生长的第一年进行，但是苜

蓿属于多年生牧草作物，其与玉米的跨年间种模式

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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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融t of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on weed group and

we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corn field

LIU Fangt，YIN Hongt，GUO Fan—sh吼2，L1 Jian．don一，

YAN Xue．feil。WANG Guo-jia01，WEI Yahl

(1．Agronomy College o／Shenyang Ag毗妇幼l矗I孵妙，Shenyang，厶∞r蛔1 10161，Ch／na；

2．Wafangdlan City People’I C们明％删Zhuhua Street Offices，Shenyang，‰越，呵116300，Ch／na)

Abstract：Through inter-species of corn and alfalfa and com-species comparison，discussed the impact of grow al-

falfa to weed group and we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om fields．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the Echinochloa crusgalli

and Potygonum orienta如important value were higher in corn-species，were the idominant species，in inter-species of

col and alfalfa field the idominant species were the Polygonum orientale，Echinochloa crusgalli，Chenopodium album，

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and Solanum nigrum Linn，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Various growth stages in c01，inter

species of alfalfa the weed biomass was lower than the corn species，most of the time，weed height was lower than the

corn species；Inter-species of corn and alfalfa field，compared with the corn-species，PAIr length，ear rows，lOW rows，e缸

weight．stain weight per spike，weight of hundred grains and yield increased by 6．6％，7．6％，2．2％，12．28％，9-9％，

7．8％．4．3％．Inter-species of alfalfa can control the number of weeds，inhibit weed biomass increased，increase corn

production through of the alfalfa．1his study could provide scientific bases for controlling weeds，drought resistance and

water retention in com field applied by exotic green nlanure plants．

Key words：cultivation methods；weed group；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