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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上海市稻田杂草大发生原因剖析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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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稻田杂草发生危害长期跟踪监测和调查走访的基础上，从主观、客观和管理层面的１０个方面，对２０２２

年上海市稻田杂草大发生原因进行了剖析，并针对当前稻田杂草防除中存在的问题，从政策引导、技术支撑、组织管

理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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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草是稻田的伴生植物，只要有水稻种植的地

方就有杂草危害。自古以来，人们采用人工拔除等

农业措施防除杂草，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化学除草

剂才被广泛应用于各作物和各区域杂草防治，高效

简便的化学除草技术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农业防除措

施［１］。与病虫害绿色防控综合技术体系相比，当前

杂草的绿色防控措施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化学除草，

因而除草剂减量推进困难，加之农村劳动力严重匮

乏，除草剂用量持续增长［２］。２０２２年，受连续高温

干旱的影响，上海等南方稻区杂草普遍大发生，让我

们见到了杂草危害的威力，认识到了“小草也有大问

题”，也进一步警醒我们，到了必须重视杂草危害和

杂草综合防控的时候。

１　稻田杂草发生危害与防除现状

据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２０２２年６月下旬

对１７６块稻田定点调查结果，机直播稻田杂草平均

发生量１１８．１５株／ｍ２，局部严重地块杂草发生量高

达５３４～８３２株／ｍ２。笔者对上海９个涉农区和光明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辖农场调查发现，上海

市水稻田杂草共有５５种（含变种），其中禾本科杂草

仍然是当前对水稻生长和产量影响最大的优势杂

草［３］。笔者研究发现，当稗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

和千金子犔犲狆狋狅犮犺犾狅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密度为４株／ｍ２时，

即可造成水稻显著减产，损失率分别为２３．４６％和

１４．４９％；８株／ｍ２时，水稻产量损失率可达６０．４９％

和２５．１７％
［４５］。近年来杂草稻犗狉狔狕犪狊犪狋犻狏犪ｆ．

狊狆狅狀狋犪狀犲犪危害上升趋势不容乐观，据笔者２０２０年

对上海１９２１块（直播稻田１２８５块，移栽稻田６３６

块）、面积７０７．１ｈｍ２（直播稻田４７８．０ｈｍ２，移栽稻

田２２９．１ｈｍ２）稻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直播稻田

杂草稻发生田块６７７块，发生面积２４４．７ｈｍ２，分别占

调查的直播稻田块数的５２．７％和面积的５１．２％；移

栽稻田杂草稻发生田块１３１块，发生面积３８．６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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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调查的移栽稻田块数的２０．６％和面积的

１６．８％。据统计，２０２２年上海市机（穴）直播和机插

秧移栽水稻的面积分别为６０４００ｈｍ２和２４６００ｈｍ２，

据此推算，全市杂草稻的危害面积已经高达３３３３３ｈｍ２

以上。杂草稻危害对水稻产量影响极大，当杂草稻

密度为１株／ｍ２时可导致水稻产量损失９．１５％，密

度达到７株／ｍ２时可导致水稻产量损失５０％以上，

１２株／ｍ２时水稻产量损失率高达７２．２９％
［６］。由于

当前国内外防控杂草稻还缺乏有效的除草剂品种，

主要依靠人工拔草，防控压力非常大。

从笔者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中下旬对上海９个涉农

区和农场的踏查情况看，不少稻田杂草危害严重，

有的田块甚至因杂草丛生导致种植户放弃管理。

通过对种植户的走访得知，杂草防除成本普遍在

１５０～２００元／６６７ｍ２，高的达３００～４００元／６６７ｍ２。

而技术到位率高的种植户，杂草防除成本仅为６０～

８０元／６６７ｍ２，反差非常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科学防控技术普及的重要性。

２０２２年上海农资市场出现了套装销售除草剂

现象，每套由３～５个产品组成。这些临时组合产

品，有的缺乏科学依据，使用后不但不能有效防除稻

田杂草，甚至对水稻产生了药害，而且还导致种植户

防除成本居高不下，对农药减量使用也产生了冲击。

２０２２年８月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套餐”农药列为违

法行为，并要求各地对农药联体包装、套餐式包装等

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７］。

２　稻田杂草大发生原因剖析

纵观２０２２年上海市稻田杂草大发生的原因，笔

者认为，既有客观和政策方面因素，更有主观方面原

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层面的１０个方面：

２．１　客观原因

２．１．１　水稻栽培方式变化导致杂草发生危害趋重

水稻直播技术作为一项轻简栽培技术，已逐渐

成为目前水稻生产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北方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大面积推广水稻直播，８０年代前

黑龙江省水稻直播面积占种植面积的７０％
［８］。近

年来，随着直播技术的改进，直播稻在我国南方稻区

覆盖面逐渐加大，特别是在上海、江苏、广州、浙江等

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快［９］。２０２２年上海机（穴）直

播种植面积达６０４００ｈｍ２，占当年水稻种植总面积

的６８．９％。稻田草害是影响直播稻产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一方面，由于直播稻田前期采用湿润管理，

土壤湿度相对适宜，加上生长空间充足，十分有利于

杂草的快速生长，因而杂草发生种类多、数量

大［１０１３］，危害程度明显重于机插秧稻田，尤其禾本科

稗属杂草、千金子、杂草稻等已成为直播稻田危害最

严重的杂草［１４１７］。另一方面，直播稻田相比移栽稻

田杂草发生时间长，以规范作业的田块为例，一般有

３个出草高峰，而移栽稻田一般有１～２个出草高

峰［１８］，加上直播稻前期水稻群体小，无水层或水层

浅，对杂草控制作用较弱，如不及时防除杂草或者防

除质量不高，极易形成草荒，导致大幅减产甚至绝

收［１９２０］。因此，直播稻的种植虽然能够降低稻作生

产成本，但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杂草种类及其种群

组成会更趋复杂，给水稻生产带来了相应的草害

风险。

２．１．２　杂草种群演替加快导致原有技术应对不济

近年来，由于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轻简化栽培技

术推广、收割机械跨区作业、除草剂不合理使用等多

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稻田杂草种群结构日趋复

杂，恶性杂草发生密度逐年增加，杂草抗药性水平持

续上升［２１２６］。据研究，不同类型杂草对水稻产量损

失的影响不一，从重到轻表现为禾本科杂草＞莎草

科杂草＞阔叶类杂草
［２７］，其中禾本科稗属杂草对水

稻生长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水稻株高和分蘖数降

低，导致其有效穗数、千粒重和产量下降［２８］；而千金

子导致直播稻产量锐减的原因在于千金子密度高、

分蘖能力强，使得田间透光率及土壤中可供水稻利

用的水肥降低［２９］。笔者研究发现，物种方面，稻田

杂草种类更趋丰富，新物种不断进入稻田；生活型方

面，从过去一年生杂草危害为主向当前一年生与多

年生杂草并重危害转变；生态型方面，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

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牛筋草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酸模叶蓼

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犪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犪等旱生杂草开始进入稻田，

呈现水生、湿生和旱生三大类生境杂草兼有的状态。

在这种较快演替趋势下，原有的稻田杂草防控体系

显示出不足，须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因地制宜加以

重构。

２．１．３　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杂草防除效果下降

２０２２年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极有利于杂草萌

发生长，杂草应对恶劣环境和除草剂的能力进一步

提高。同时，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土壤湿度下降，

干旱开裂，芽前土壤封闭除草剂除草活性明显下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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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干旱天气也使喷洒到杂草茎叶上的除草剂药液

快速蒸发，影响杂草对除草剂的有效吸收，从而导致

除草剂防效下降。此外，虽然近年来对抗药性杂草

防除效果突出的ＨＰＰＤ抑制剂类除草剂如三唑磺

草酮（ｔｒｉｐｙｒａｓｕｌｆｏｎｅ）、双环磺草酮（ｂｅｎｚｏｂｉｃｙｃｌｏｎ）

等已成为稻田的主流产品［３０３７］，但该类除草剂如果

使用技术不到位会造成杂草返青复活现象，导致除

草效果不彻底，而再回头进行补防时往往已经错过

了苗后茎叶处理的最佳用药时间。

２．２　主观原因

２．２．１　“见草施药”传统防除观导致杂草抗性凸显

种子萌发期是杂草最脆弱，对除草剂最敏感的

时期，随着杂草的生长，其对除草剂的耐药能力逐渐

变强，所以在杂草种子萌发期进行除草剂土壤封闭

处理可有效控制杂草的发生危害。研究表明，直播

稻田除草时间与水稻产量呈正相关，随着田间留草

时间的延长，其水稻产量损失率增大［３８］，因此，生产

上通常根据直播稻田杂草群落结构，改善直播稻田

管理，提高直播稻竞争优势，抓住杂草防除临界期，

将草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采用土壤封闭处理技术除草，时间前移，受温度

影响小，因而除草效果明显，可以有效减少除草剂

和人工投入，特别对防控抗性杂草意义重大［３９］。

然而，目前仍有相当多的种植户偏好“见草施药”

的传统防除习惯，且长期使用同一作用机制类型除

草剂防除靶标杂草，导致靶标杂草对这类除草剂产

生抗性。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２０２２年的监测

数据，抗二氯喹啉酸、五氟磺草胺和氰氟草酯的稗

草种群占比高达８６．６％、７８．５％和６４．４％，抗氰

氟草酯和唑酰草胺的千金子种群占比为８５．５％

和６５．９％，其中江苏、浙江两省高抗氰氟草酯的千

金子种群占比超过６５％，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占比显

著提高，抗性上升速度加快。笔者对上海市１４８个

稗草种群和９５个千金子种群的监测结果显示，

８７．２％、４７．３％和２９．７％的稗草种群分别对二氯

喹啉酸、氰氟草酯和五氟磺草胺产生了抗性，

２４．２％和１５．８％的千金子种群分别对氰氟草酯和

唑酰草胺产生了抗性。一旦稻田产生了抗药性

杂草，如果不及时替换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品种

而仍然沿用原来的药剂进行防除，就不能有效控制

杂草危害，最终会导致失防。

２．２．２　推广服务薄弱导致“最后一公里”不畅

当前杂草研究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相对薄弱，

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植保科室大部分技术人员主要从

事病虫害防治工作，熟悉杂草防控业务的技术人员

较为短缺。这样的队伍现状与结构，面对农田杂草

种群演替的新情况、除草剂产品市场的新动态和杂

草绿色防控技术的新进展，有时难免显得心有余而

力不足，也使稻田杂草科学防控技术“最后一公里”

的到位率打折。

２．２．３　产学研推用结合不够导致协同执行偏弱

当前产、学、研、推、用各职能机构隶属于不同行

业主管部门，日常工作相对独立。一些农药生产企

业因对农田杂草防除中存在的问题了解不深，除草

剂产品研发蹭热门，因而不同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

现象较为普遍，而一些新优势杂草或抗药性杂草缺

乏有效除草剂品种应对。有些农业院校相关专业教

学内容侧重于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对农业

生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性教学不够。研

究机构从事着杂草防控的前瞻性研究，也储备着较

多的杂草防控应用技术，但受人手不足和推广渠道

限制，示范推广力度和广度有限。农技推广部门拥

有较好的推广体系和网络渠道，但由于从事杂草工

作的力量不足，在生产一线面对面全覆盖指导困难

较多。近年来，政府管理部门十分重视农民职业教

育与培训，农广校等一些机构每年组织多期线上和

线下培训，但难免存在培训教材老化或师资不足等

情况。一些种植户面对水稻生产中碰到的杂草问

题，或按照农资供应商推荐购买，或参照邻里用药，

这种没有因地制宜、因草制宜的用药现状，有可能造

成田间杂草无法得到有效防控。

２．２．４　应用技术田间管理不到位导致药效不好

任何一个除草剂产品发挥最佳除草效果都有相

对应的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种植户对操作要领不

掌握或农事管理条件不到位，都会影响除草剂药效

的正常发挥。如２０２２年使用广泛的茎叶处理除草

剂敌稗，用好该药的关键是，喷液量需提高到４０～

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施药时应选择晴好天气，施药后３ｄ

内不能复水，目的是让杂草受药中毒后因缺水而彻

底干枯致死。但有些种植户不了解这一特点，仍凭

借 一 般 茎 叶 处 理 除 草 剂 喷 液 量 仅 ２０～

３０ｋｇ／６６７ｍ２，施药后１ｄ复水的常规使用方法施

药，甚至复水后还追施肥料，结果虽然杂草一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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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但一周后即开始返青复活。还有些种植户管理

的田块，农事操作粗放，或保水性差，或整地不平整，

同样因没有满足除草剂的应用条件而影响除草效

果。不明就里的一些种植户甚至还怀疑除草剂产品

质量，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２．３　政策原因

２．３．１　以绿色认证替代绿色防控限制了新技术新

产品的推广应用

　　近几年中央１号文件反复强调推广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然而笔者在走访调研中发

现，有些管理部门用绿色认证率作为考核指标来衡

量农技部门工作绩效是否达标，有的甚至还提出了

过高的绿色认证率指标，其实这是混淆了绿色认证

与绿色防控的概念。

所谓绿色防控是指以确保农业生产、农产品质

量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为

目的，优先采取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

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控制农作物病虫草危

害而采取的行为。而绿色认证是指专职机构依据绿

色食品标准体系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及

产品质量是否符合绿色食品标准的判定。比对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

标准《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ＮＹ／Ｔ３９３

２０２０），常用的符合Ａ级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

稻田除草剂品种较少，在杂草大发生年份是不足以

应对的。

由于对绿色防控的认识存在偏差，面对杂草大

发生年份，一些部门在发布杂草防控情报时，推荐用

药品种仍局限于名录所列除草剂品种范围内，捉襟

见肘。而标准的相对滞后性和修订周期偏长，一批

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对抗药性杂草有优异效果的

除草剂品种暂时还未纳入名录范围中，造成需求和

要求的不协调不匹配。

２．３．２　农业主推技术缺少行政政策驱动导致推广

普及广度受限

　　为提升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引领作用，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市每年都会推出一批实用的农

业主推技术，这一举措对加快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极为有利。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

目前农业主推技术只是农业主管部门的一种导向性

推荐技术而非考核性推广技术，所以其推广应用主

要依靠技术研发团队自身的力量，推广的力度和广

度不够。加上入选的农业主推技术没有推广经费支

撑，技术研发团队也较难开展大规模技术宣介和示

范现场布点，不利于农业主推技术的加快推广和

辐射。

２．３．３　除草剂推荐产品未满足需求，科学用药导向

作用发挥不充分

　　为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引导种植

户科学、安全使用农药，实现化学农药减量控害和节

本增效，很多省市的农业行业主管部门每年都会向

社会征集农作物农药品种和绿色防控产品，这是一

种很好的机制，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主渠道和导向作

用。但纵观上海等省市近几年的推荐名录，推荐产

品中除草剂产品数量明显少于杀虫剂和杀菌剂产品

数量，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求。

３　稻田杂草科学防控对策建议

２０２２年失防稻田产生的大量杂草种子进入了

土壤中，农机的跨区作业还会使杂草种子进一步在

田块间扩散传播，对２０２３年水稻生产构成了较大的

风险和防控压力。因此，总结２０２２年稻田杂草防控

的得失和经验教训，未雨绸缪及早谋划，对化解风险

并做好稻田杂草防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３．１　政策引导方面

３．１．１　思想上更重视，把杂草防控作为植保工作的

重中之重

　　杂草作为农作物最重要的四大有害生物之一，

由于其危害不具暴发性，且长期来通过人工方法进

行拔除，所以其危害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２０２２

年的稻田杂草大发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小草对水

稻生产和产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威胁到粮食

安全。

面对稻田杂草发生的新情况和防控现状，笔者

认为，杂草问题已经演变为当前水稻植保的主要矛

盾。因此，必须根据主次矛盾的转变，及时调整工作

重心和策略，真正把杂草防控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作

为当前植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唯有这样，稻田杂草

发生危害的上升趋势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３．１．２　认识上再提升，把绿色防控作为杂草治理的

主要导向

　　笔者认为，水稻绿色食品认证率高低不应是用

来衡量工作成效的考核指标。笔者并不反对朝着

这一目标去努力，但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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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做到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尽力而为，

切不可制定不符合当前杂草发生现状和防控能力

所及的高指标。当前，确保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

而绿色防控既能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又能保证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是现阶段的不二选择。我

们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感和更大的担当，及时调整政

策导向，实事求是地确定绿色认证率指标，按照农

业农村部的要求和部署，扎扎实实做好稻田杂草的

绿色防控工作。

３．１．３　行动上重落地，把科技入户作为技术普及的

重点举措

　　科研成果和新技术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应在科

研成果和一线生产者之间架起桥梁，为农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使种植户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进步给他

们带来的提质增效，让农技服务更有温度，技术指导

更有深度，解决方案更有精度。

一方面，积极探索并完善职称评价机制，鼓励技

术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长下乡、下长乡的工

作机制，解决扎根基层一线、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人员的担忧。同时，创造各种继续教育的机会，

让基层技术推广人员第一时间了解掌握业内的最新

科研动态、研究成果和成熟技术，提升其从事技术

推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把种植户需要的技

术、能解决生产一线问题的技术及时送到他们手

中。另一方面，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质量，

根据农技推广的特点、种植户的文化水平、生产上

的问题和需求，组织针对性强的培训。要丰富培训

的形式，尽可能从教室走进田间、从线上移到线

下，从屏幕转向现场，扎扎实实办好农民田间学

校。另外，根据水稻生产的特点，可组织专业的师

资力量编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集科学性、实用

性、趣味性和操作性于一体的杂草科学防控科普教

材，免费发放到每个种植户手中，真正使培训教材

成为种植户有用的口袋书。

３．２　技术支撑方面

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公

共植保、绿色植保”的要求，笔者提出了“三要三不

要”的杂草绿色防控理念，即：要坚持综合防控，不

要过度依赖化学除草剂；要坚持早期防控，不要过

度依赖茎叶处理剂；要坚持减量防控，不要过度依

赖增加用药量。根据这一理念，针对２０２２年稻田

杂草大发生且散落在田间的杂草种子数量多，有可

能造成第二年稻田杂草发生量大幅上升、危害加重

的风险，强烈建议实施以下技术，有效遏制杂草危

害上升态势。

３．２．１　普及“养草灭草”农业防控措施

“养草灭草”技术是笔者针对绿肥—水稻、休

耕—水稻两种茬口模式而推出的一种农业防控技

术，是指利用冬季农田休耕或绿肥茬口，在水稻播

种或移栽前的适当时间提早灌水，诱导田间杂草种

子萌发出苗，至水稻播种或移栽前夕，利用机械整

地耕翻消灭已出苗杂草的一种集土壤耕翻—水管

养草—机械灭草的“三位一体”技术措施，具有实施

成本低、除草效果好、对环境安全等优点。实施

“养草灭草”技术的农田，能有效降低田间杂草发

生基数６０％～７０％，从而减轻水稻种植后稻田化

学除草的压力，降低除草剂用量和防除成本。该技

术对目前难以通过除草剂防除的杂草稻也有较好

的控制效果。

３．２．２　推广“播（插）喷同步”主动除草技术

稻田杂草“播（插）喷同步”防除技术是针对水稻

机（穴）直播和机插秧２种机械化种植方式为主而研

发的一种农机农艺融合防控杂草新技术。它是在现

有的直播机和插秧机上加装喷雾装置，在机（穴）直

播或机插秧的同时把除草剂施入田中，将水稻种植

与喷施土壤封闭除草剂一次性同步完成，由此实现

杂草防控机械化、标准化和精准化，还可以与侧深施

肥技术相配套，实现水稻种植、施药和施肥三同步。

该技术近年来经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种植户反响

良好，值得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规模。

３．２．３　做好“抗性杂草”靶标精准防控

当前，各地稻田均有不少田块的主要优势杂草

稗属杂草和千金子种群对常用除草剂二氯喹啉酸、

五氟磺草胺和氰氟草酯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

而杂草一旦对某一类除草剂产生抗性，盲目依靠提

高施药剂量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增加防控成本，而且

还可能会因使用剂量的盲目增加对水稻造成药害。

因此，对抗性杂草的防控必须在摸清抗性靶标和抗

性水平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除了上

面提及的使用土壤封闭处理除草剂进行预防外，选

用苗后茎叶处理除草剂防除杂草时，必须及时换用

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才能达到有效防控抗药性

杂草的目的，保障水稻生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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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组织管理方面

３．３．１　进一步加强需求问题的攻关研究

针对对稻田杂草发生演替趋势的认识及杂草防

控上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应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进

一步加大对杂草科学研究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

度。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组织力量摸清稻田杂草的

种类，明确主要优势杂草的发生危害现状及其对产

量的影响程度；动态监测优势杂草的抗性、多抗性和

交互抗性现状、发展动态和趋势；开展杂草稻、假稻

犔犲犲狉狊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等恶性杂草发生消长、传播与环境

因子的适应性研究；探索稻田杂草发生预测预报与

防除指标等技术研究；评价稻田秸秆长期还田措施

对土壤杂草种子库累积和发生危害的影响。应用技

术研究方面，重点开展抗药性杂草综合治理技术、恶

性杂草及潜在优势杂草防除技术、喷雾助剂与除草

剂减量增效使用技术、稻田杂草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等方面的研究；系统研究基于农机与农艺融合的机

械化、信息化和精准化杂草综合防控技术；尤其要加

大养草灭草、生草抑草、膜植控草、机械耘草等非化

学防除措施的研究和推广力度，进一步扩大政府对

除草剂减量要求和生态保护的引导作用。

３．３．２　进一步加大主推技术的宣传推广

要研究农业主推技术落地的扶持政策和引导宣

介，真正发挥主推技术的导向引领作用和对产业发

展的科技推动作用。把农业主推技术的推广应用成

效作为衡量基层推广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改

变当前主推技术仅依靠其研发单位单枪匹马推广的

现状，营造各部门关爱主推技术、使用主推技术的良

好工作氛围，进一步扩大主推技术的入户率和推广

覆盖率。

３．３．３　进一步发挥农药推荐的主导作用

扎扎实实做好农药品种推荐工作，优化推荐流

程和评价标准，尤其要重视除草剂产品的评价和推

荐，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对科学用药的导向作用。

同时，加大农药市场的执法力度，按照《农药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对农药经营中无序捆绑式、套餐式

销售现象严加监管，保护种植者权益，避免坑农事件

发生，确保农作物生产用药安全和除草剂减量使用

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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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５．

［３６］张耀良，赵杰，张顾旭，等．臭氧水在火龙果病虫害防治中的

应用效果试验［Ｊ］．上海农业科技，２０２０（２）：１００ １０３．

［３７］张振华，林江，王文雅，等．火龙果溃疡病原菌拮抗菌株的筛

选与生物防治效果初探［Ｊ］．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８（８）：８８

９４．

［３８］陈静，李少梅，许小玲，等．火龙果溃疡病菌拮抗细菌的鉴定

和发酵培养基优化［Ｊ］．热带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６４ ６８．

［３９］逄崇洋，谭志琼，张荣意．火龙果茎腐病拮抗细菌的筛选和鉴

定［Ｊ］．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１７，４６（３）：７６ ７８．

［４０］ＷＡＮＧＦｕｒｕｎ，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ｎ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ｏｕｙｕ，ｅｔａｌ．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ｐｉｔａｙａｆｒｕｉｔｃａｎｋ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ｕ

ｓｉｎｇ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ｎｇｉ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ａｐａｙａ［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０３（７）：４０３３ ４０４０．

［４１］ＲＡＴＡＮＡＰＲＯＭＳ，ＮＡＫＫＡＮＯＮＧＫ，ＮＵＡＬＳＲＩＣ，ｅｔａｌ．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ａｇｏｎｆｒｕｉｔｐｌａｎｔ（犎狔犾狅犮犲狉犲狌狊狌狀犱犪

狋狌狊）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ｅｍ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犖犲狅狊犮狔狋犪犾犻犱犻狌犿犱犻

犿犻犱犻犪狋狌犿ｕｓｉｎｇ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ｄｉｕｍｂｉ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Ｊ／ＯＬ］．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３７（４）：４１３．ＤＯＩ：

１０．５４２３／ＰＰＪ．ＥＲ．０１．２０２１．０００７．

［４２］李界秋，李杨秀，吴凡．三种诱抗剂诱导火龙果抗溃疡病的试

验初报［Ｊ］．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１７，４６（５）：５４ ５６．

（责任编辑：杨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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