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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的种类组成和群落特征，采用倒置“Ｗ”９ 点取样法对河南省 ３６ 个

区县的小麦田杂草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小麦田杂草有 ７７ 种，隶属于 ２０ 科 ６５ 属，其中以禾本

科、菊科、十字花科为主；优势杂草有 １０ 种，分别为播娘蒿、野燕麦、荠菜、猪殃殃、婆婆纳、麦家公、
麦瓶草、节节麦、雀麦、硬草；常见杂草有 ２８ 种，一般性杂草有 ３９ 种。 从杂草区域分布来看，伏牛山

区小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最高，杂草有 ４９ 种，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最高，为 ２ ９４；豫
南平原区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最小，为 ０ ７５，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最高，为 ０ ０９８，优势杂草突出。 聚类分析结果表

明，河南省小麦田的杂草群落可以划分为 ３ 组，第 １ 组为豫北平原区、豫南平原区和伏牛山区的杂

草群落，第 ２ 组为南阳盆地区和桐柏大别山区的杂草群落，第 ３ 组为太行山区的杂草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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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
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常年播种面积 ４６７ 万 ｈｍ２

以上。 杂草是小麦生产的主要生物灾害之一，麦田

杂草繁多，包括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Ｌ．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 、节节麦 Ａｅｇｉｌｏｐｓ ｔａｕｓｃｈｉｉ Ｃｏｓｓ． 等禾本

科杂草以及播娘蒿 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 ｓｏｐｈｉａ Ｌ． 、猪殃殃

Ｇａｌｉｕｍ ａｐａｒｉｎｅ Ｌ． ｖａｒ． ｔｅｎｅｒｕｍ （ Ｇｒｅｎ． ｅｔ Ｇｏｄｒ． ）
Ｒｃｈｂ． 、麦家公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 等阔叶杂草，
这些杂草不仅和小麦争夺阳光、空间、营养，且可攀

援茎秆，引起作物倒伏，影响作物的收割，对小麦生

产造成严重威胁，每年小麦产量因杂草损失 １５％ ，
达 １５０ 万 ｔ。 随着种植结构调整、耕作制度改变、长
期单一频繁使用除草剂、外来物种入侵、基因漂移和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等影响，杂草群落结构不断发

生变化（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黄顶成等，２００５；张
雪琳等，２０１４）。 董东平和李青雨（２００８）发现鳢肠

属 Ｅｃｌｉｐｔａ、铁苋菜属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等热带杂草向北延伸，
蚤缀属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牛繁缕属 Ｍａｌａｃｈｉｕｍ 等温带杂草向

南延伸；单子叶杂草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双子叶杂

草成为局部地区危害严重的恶性杂草（高兴祥等，
２０１４ａ）。

近年来，学者们已相继对河北、山东、湖北等省

小麦田杂草进行了系统调查报告，明确了小麦田杂

草群落结构，如河北省冬小麦田杂草有 ６１ 种，其中

播娘 蒿、 打 碗 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Ｗａｌｌ、 荠 菜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Ｍ． 、麦瓶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ｃｏｎｏｉｄｅａ Ｌ．
和麦家公是优势杂草；山东省小麦田杂草共有 ６９
种，播娘蒿、荠菜、猪殃殃、雀麦等 １０ 种杂草为优势

杂草；湖北省冬麦田杂草有 ３９ 种，猪殃殃、牛繁缕

Ｍａｌａｃｈｉ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Ｌ． ）Ｆｒｉｅｓ 和日本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
ｃ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 Ｓｔｅｕｄ． 为优势种类（李秉华等，２０１３；
高兴祥等，２０１４ａ；李儒海等，２０１４）。 河南省局部地

区小麦田杂草分布也有报道，尚富德等（１９９８）报道

开封市麦田杂草有 １０８ 种，以禾本科杂草为主；谷艳

芳等（２００７）报道开封麦田杂草有 １６ 种，以石竹科

和十字花科为主，封丘有 １４ 种杂草，以十字花科为

主；乔利等（２０１２）报道信阳地区麦田主要杂草有 ２７
种，以阔叶杂草为主，而目前尚未见关于河南省小麦

田杂草全面分布的报道。
因此，为了及时掌握田间杂草分布现状和分布

规律，更好地制定安全、合理的草害防治和抗药性杂

草治理策略，实现对杂草的可持续治理。 本课题组

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采用倒置“Ｗ”９ 点取样法对河南

省 ３６ 个区县的小麦田内杂草进行调查，以期明确河

南省小麦田杂草群落的发生和分布情况，为麦田杂

草的综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根据河南省的自然区域特征，参照《河南生态

省建设规划纲要》 “四区三带”区域生态格局，将河

南省划分为 ５ 个地区，分别为桐柏大别山地区：主要

包括信阳及南阳、驻马店部分地区；伏牛山地区：主
要包括三门峡、洛阳及郑州、平顶山、南阳部分地区；
太行山地区：主要包括焦作、济源及安阳、鹤壁、新乡

部分地区；豫北平原区：主要包括濮阳及鹤壁、安阳、
新乡部分地区；豫南平原区：主要包括商丘、周口、漯
河、开封、许昌及驻马店、郑州部分地区；南阳盆地

区：主要指南阳地区。
调查小麦田概况：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及 ２０１４ 年 ３—５

月对河南省郑州、漯河、许昌、周口、开封、驻马店、商
丘、南阳、平顶山、焦作、安阳、新乡、鹤壁、洛阳、信
阳、濮阳共 １６ 个地市 ３６ 个区县的 １５６ 块小麦田杂

草进行了详细调查。 每个调查地随机选择 ５ ～ １０ 块

成片小麦田，面积为 ２ ０ ～ ３ ３ ｈｍ２，小麦品种为当

地的主栽品种。
１ ２ 方法

采用倒置“Ｗ”９ 点取样法对各麦田杂草进行调

查，每点调查 ０ ２５ ｍ２，分别记录杂草的种类、株数

及杂草生长情况，并记录农民用药情况及杂草变化

趋势。 植物种类的鉴定参考《中国农田杂草防治原

色图解》（张玉聚等，２０１０）和《中国杂草原色图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２０００）。

统计各样点的调查数据后，计算杂草群落特征

指标：相对多度 ＲＡ ＝ （ＲＵ ＋ ＲＤ ＋ ＲＦ） ／ ３，其中，ＲＵ
为相对均度，即某种杂草的田间均度占所有杂草田

间均度的比例，ＲＤ 为相对密度，即某种杂草田间密

度占所有杂草田间密度的比例，ＲＦ 为相对频度，即
某种杂草的田间频度占所有杂草田间频度的比例；
田间均度（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Ｕ）指杂草出现的样方数占总

调查样方数的比例；田间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Ｄ）指调查田

块的平均密度之和占总调查田块的比例；田间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指杂草出现的田块数占总调查田块

的比例。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 － ∑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 ＝∑Ｐ ｉ

２，其中 Ｐ ｉ ＝ Ｎｉ ／ Ｎ，Ｎ 为样方中

所有杂草密度的和，Ｎｉ为样方中第 ｉ 种杂草的密度；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Ｊ ＝ Ｈ’ ／ ｌｎＳ，其中物种丰富度 Ｓ 即调查区

域内的杂草种类数。 根据麦田杂草的相对多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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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频度、田间密度、田间均度以及实际危害程度，将
田间杂草分为优势杂草、常见杂草和一般杂草 ３ 种

类型（高兴祥等，２０１４ａ）
同时，将各地区杂草 ＲＡ≥１ 的 ＲＡ 与所分布地

区构成矩阵，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系统

聚类分析并生成树状图，聚类方法采用组间均连法，
距离测度使用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平方距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种类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有 ７７ 种，隶属于 ２０ 科 ６５
属。 其中禾本科、菊科、十字花科种类最多，禾本科

杂草 １６ 种，包括野燕麦、节节麦、硬草 Ｓｃｌｅｒｏｃｈｌｏａ
ｋｅｎｇｉａｎａ Ｌ． 、雀麦、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Ｓｏｂｏｌ．
等，占所有种数的 ２０ ７８％ ；菊科 １５ 种，包括小飞蓬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 Ｌ． ） Ｃｒｏｎｑ． 、泥胡菜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ａ
ｌｙｒａｔａ （Ｂｕｎｇｅ） Ｂｕｎｇｅ、黄花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Ｌ． 、鬼
针草 Ｂｉｄｅｎ ｓｐｉｌｏｓａ Ｌ． 、飞廉 Ｃａｒｄｕｕ ｓｃｒｉｓｐｕｓ Ｌ． 等，占
所有种数的 １９ ４８％ ；十字花科 ９ 种，包括播娘蒿、
荠菜、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 Ｌ． 等，占所有种数的

１１ ７０％ ；石竹科有 ５ 种，占所有种数的 ６ ４９％ ；豆
科有 ５ 种，占所有种数的 ６ ４９％ ；藜科有 ５ 种，占所

有种数的 ６ ４９％ ；剩余 １４ 科共 ２２ 种，占整个杂草

种类的 ２８ ５７％ （表 １）。

表 １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ｅ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杂草
Ｗｅｅｄ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所有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野燕麦、节节麦、硬草、雀麦、看麦娘、日本看麦娘、早熟
禾、芦苇、狗牙根、白茅、棒头草、黑麦草、菵草、毒麦、耿
氏硬草、狗尾草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 ， Ａｅｇｉｌｏｐｓ ｔａｕｓｃｈｉｉ Ｃｏｓｓ． ， Ｓｃｌｅｒｏｃｈｌｏａ ｋｅｎｇｉ⁃
ａｎａ Ｌ． ， Ｂｒｏ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Ｌ． ，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Ｓｏｂｏｌ． ，
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Ｓｔｅｕｄ． ，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Ｌ．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Ｌ． ，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Ｌ．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Ｌ． ， Ｐｏｌｙ⁃
ｐｏｇｏｎ ｆｕｇａｘ Ｎｅｅｓ ｅｘ Ｓｔｅｕｄ． ，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 ，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ｎｉａ ｓｙｚｉｇａｃｈｎｅ （ Ｓｔｅｕｄ． ） Ｆｅｒｎａｌｄ， Ｌ．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Ｌ． ，
Ｓｃｌｅｒｏｃｈｌｏａ ｋｅｎｇｉａｎａ Ｔｚｖｅｌ． ， Ｓｅｔａｉｒ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 ） Ｂｅａｕｖ

１６ ２０ ７８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小飞蓬、泥胡菜、黄花蒿、鬼针草、飞廉、大蓟、鳢肠鼠鞠
草、旋覆花、山苦荬、苣荬菜、苍耳、蒲公英、艾蒿、小蓟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 ） Ｃｒｏｎｑ． ，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ａ ｌｙｒａｔａ （Ｂｕｎｇｅ）
Ｂｕｎｇｅ，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Ｌ． ， Ｂｉｄｅｎ ｓｐｉｌｏｓａ Ｌ． ， Ｃａｒｄｕｕ ｓｃｒｉｓ⁃
ｐｕｓ Ｌ． ，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ＤＣ． ，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Ｌ． ，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Ｄ． Ｄｏｎ． ， 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 Ｉｘｅｒｉｓ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 ， Ｉ．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Ｈａｎｃｅ，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Ｐａｔｒｉｎ，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ｓｉｎｉｃｕｍ Ｋｉｔａｇ．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Ｈ． Ｌéｖ．
＆ Ｖａｎｉｏｔ，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 （Ｗｉｌｌｄ． ） ＭＢ．

１５ １９ ４８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播娘蒿、荠菜、碎米荠、盐芥、独行菜、风花菜、小花糖芥、
离子草、遏蓝菜
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 ｓｏｐｈｉａ Ｌ． ，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Ｍ． ， Ｃａｒ⁃
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 Ｌ． ， Ｔｈｅｌｌｕｎｇ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ｓｕｇｉｎｅａ （Ｐａｌｌ． ） Ｏ． Ｅ．
Ｓｃｈｕｌｚ，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Ｌ． ，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ｇｌｏｂｏｓｅ （ Ｔｕｒｃｚ． ）
Ｈａｙｅｋ， Ｅｒｙｓｉｍｕｍ ｃｈｅｉ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Ｌ． ， Ｃｈｏｒｉｓｐｏｒ ａｔｅｎｅｌｌａ
（Ｐａｌｌ． ） ＤＣ． ， Ｔｈｌａｓｐｉ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

９ １１ ７０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婆婆纳、阿拉伯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ｄｉｄｙｍ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Ｐｏｉｒ．

２ ２ ５９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猪殃殃、四叶葎
Ｇａｌｉｕｍ ａｐａｒｉｎｅ Ｌ． ｖａｒ． ｔｅｎｅｒｕｍ， Ｇａｌｉ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Ｓｔｅｕｄ．

２ ２ ５９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ｏｕｒ． ） Ｍｅｒｒ． １ １ ３０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麦瓶草、牛繁缕、繁缕、王不留行、蚤缀
Ｓｉｌｅｎｅ ｃｏｎｏｉｄｅａ Ｌ． ， Ｍａｌａｃｈｉｕ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 Ｌ． ） Ｆｒｉｅ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 Ｌ． ） Ｃｙｒ． ，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 ｓｅｇｅｔａｌｉｓ （ Ｎｅｃｋ． ）
Ｇａｒｃｋｅ，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ｓｅｒｐｙ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Ｌ．

５ ６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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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杂草
Ｗｅｅｄ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所有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泽漆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Ｌ． １ １ ３０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小藜、灰绿藜、扁蓄、地肤、猪毛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ｍ Ｌ． ， Ｃ． ｇｌａｕｃｕｍ Ｌ．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Ｌ． ， Ｋｏｃｈ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Ｌ． ） Ｓｃｈｒａｄ． ，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
ｎａ Ｐａｌｌ．

５ ６ ４９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反枝苋、苋菜、绿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 ， 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Ｌ． ， 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

３ ３ ９０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麦家公、斑种草、附地菜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 ，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ｕｎｇｅ． ，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Ｔｒｅｖ． ） Ｂｅｎｔｈ． ｅｘ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Ｍｏｏｒｅ

　 　 ３ ３ ９０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宝盖草、夏至草
Ｌａｍｉｕｍ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Ｌ． ， Ｌａｇｏｐｓｉｓ ｓｕｐｉｎａ （ Ｓｔｅｐｈ． Ｅｘ
Ｗｉｌｌｄ． ） Ｉｋ． － Ｇａｌ． ｅｘ Ｋｎｏｒｒ．

２ ２ ５９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打碗花、田旋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Ｗａｌｌ，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Ｌ．

２ ２ ５９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地丁草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Ｔｕｒｃｚ． １ １ ３０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鹅绒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１ １ ３０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Ｌ． １ １ ３０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问荆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 １ １ ３０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大巢菜、小巢菜、窄叶野豌豆、米口袋、天蓝苜蓿
Ｖｉｃｉ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 Ｖｉｃｉａ ｈｉｒｓｕｔａ （Ｌ． ） Ｓ． Ｆ． Ｇｒａｙ， Ｖｉｃｉａ ａｎ⁃
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 Ｇｕｅ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ｌ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Ｂｕｎｇｅ， Ｍｅｄｉｃａｇｅ
ｌｕｐｕｌｉｎａ Ｌ．

５ ６ ４９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野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Ｌ． １ １ ３０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 Ｌ． １ １ ３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７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划分

播娘蒿、野燕麦、猪殃殃、荠菜、婆婆纳、麦家公、
麦瓶草、节节麦、雀麦、硬草在小麦田相对多度均大

于 ４，相对密度均大于 ６，相对均度和相对频度均大

于 ３，对小麦产量有严重影响，属于麦田优势杂草

（表 ２），其中播娘蒿、荠菜、野燕麦相对多度分别为

１２ ３３、１１ ６０、１０ ８７，在小麦田大量存活；婆婆纳、麦
家公、麦瓶草在部分田块相对密度较高。

宝盖草、牛繁缕、小蓟、早熟禾、小飞蓬、泽漆、泥
胡菜、看麦娘、小藜、葎草、打碗花等 ２８ 种杂草在多

个地区均有分布，但相对多度、相对频度较低，对小

麦产量影响较小，属于麦田常见杂草；其它 ３９ 种杂

草的相对频度和相对多度都较小，或者在很小的局

部地区发生，或者属于夏季杂草，对小麦产量影响很

小，属于麦田一般杂草（表 ２）。
２ ３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的发生特点及群落结构

河南省小麦田的杂草分布有较大的差异，播娘

蒿在豫南平原相对多度为 １５ ２８，而在桐柏大别山

区为 ８ ４６；婆婆纳在桐柏大别山区相对多度为

１２ ３５，而在太行山区为 １ ９８。 在太行山区的焦作、
新乡获嘉地区，小麦田播娘蒿和野燕麦大面积分布，
相对多度较高，分别为 １１ ５６ 和 １４ ３６，新乡原阳附

近区域硬草、芦苇大面积发生，荠菜、麦家公、猪殃

殃、小黎等在局部地块也发生严重；在伏牛山区，小
麦田优势杂草为播娘蒿、荠菜、麦家公、猪殃殃、野燕

麦，其相对多度分别为 １０ ５８、１１ ５０、１０ ０２、１０ ９４、
１１ ９２；在桐柏大别山区，婆婆纳发生最为严重，其相

对多度超过 １０，野燕麦、荠菜、牛繁缕、猪殃殃等也

发生较重；在豫北平原区，播娘蒿、野燕麦、猪殃殃等

相对多度均较高，在小麦田中大面积发生，荠菜、麦
家公、节节麦、硬草等发生也较重；在豫南平原区，播
娘蒿、荠菜、麦家公、猪殃殃、野燕麦、婆婆纳等相对

多度高，为此地区的优势杂草；在南阳盆地区，旱地

小麦田以播娘蒿、猪殃殃、野燕麦、荠菜为主，稻茬麦

田以麦家公、婆婆纳、牛繁缕、泽漆为主（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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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种类及危害程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ｗｅｅｄ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杂草
Ｗｅ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密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Ｆ

相对均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ＲＵ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Ａ
播娘蒿 Ｄ． ｓｏｐｈｉａ １４ ２３ ９ ８５ １２ ９１ １２ ３３
荠菜 Ｃ．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１５ ６０ ８ ４７ １０ ７５ １１ ６０
野燕麦 Ａ． ｆａｔｕａ １０ ６２ ９ ８５ １２ １５ １０ ８７
麦家公 Ｌ． ａｒｖｅｎｓｅ １０ ５９ ７ ５２ ９ ４５ ９ １９
猪殃殃 Ｇ． ａｐａｒｉｎｅ ７ ０８ ８ ８１ １１ ４２ ９ １０
婆婆纳 Ｖ． ｄｉｄｙｍａ ６ ６２ ７ ０８ ６ ９３ ６ ８８
麦瓶草 Ｓ． ｃｏｎｏｉｄｅａ ６ ６１ ８ ０３ ３ ０８ ５ ９１
节节麦 Ａ． ａｕｓｃｈｉｉ ９ ２０ ２ ９５ ３ ２２ ５ ０９
硬草 Ｓ． ｋｅｎｇｉａｎａ ６ ４３ ３ ８０ ３ ０４ ４ ４２
雀麦 Ｂ．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３ ４７ ３ ３７ ３ ４５ ３ ４３
宝盖草 Ｌ．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２ ８５ ３ ５４ ３ ７７ ３ ３９
牛繁缕 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３ ５５ ４ ４１ ４ １８ ４ ０４
小蓟 Ｃ． ｓｅｔｏｓｕｍ １ ８７ ２ ４２ ２ １９ ２ １６
早熟禾 Ｐ． ａｎｎｕａ １ ９２ ３ ６３ １ ４３ ２ ３３
小飞蓬 Ｃ．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１ ８８ ３ ３７ ２ １４ ２ ４６
泽漆 Ｅ．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１ １８ ２ ３３ ２ ７３ ２ ０８
泥胡菜 Ｈ． ｌｙｒａｔａ ０ ９９ ２ ４２ １ ２８ １ ５６
看麦娘 Ａ．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０ ９１ １ １２ １ ２４ １ ０９
小藜 Ｃ．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ｍ ０ ６８ １ ８１ １ １０ １ ２０
打碗花 Ｃ．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０ ６７ １ ３８ １ ３１ １ １２
葎草 Ｈ．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０ ５０ １ ３０ １ ２５ １ ０２

　 　 表中所列为相对多度在 １ ０ 以上的杂草。 Ｗ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１ ０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表 ３ 河南省各地区小麦田杂草的相对多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ｗｅｅｄ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杂草
Ｗｅ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太行山区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豫北平原区
Ｎｏｒｔｈ Ｈｅｎａｎ
Ｐｌ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伏牛山区
Ｆｕｎｉ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豫南平原区
Ｓｏｕｔｈ Ｈｅｎａｎ
Ｐｌ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南阳盆地区
Ｎａｎｇ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桐柏大别山区
Ｔｏｎｇｂａｉ⁃Ｄａｂｉ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播娘蒿 Ｄ． ｓｏｐｈｉａ １１ ５６ １２ ２５ １０ ５８ １５ ２８ １１ ７６ ８ ４６
荠菜 Ｃ．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１０ ５７ ８ ６６ １１ ５０ １１ ７６ ９ ７８ ７ ３３
野燕麦 Ａ． ｆａｔｕａ １４ ３６ １０ ３６ １１ ９２ １２ ３１ ９ ８１ ９ ４９
麦家公 Ｌ． ａｒｖｅｎｓｅ ６ ８０ ８ ８６ １０ ０２ １０ ４４ ８ ００ ６ ４３
猪殃殃 Ｇ． ａｐａｒｉｎｅ ９ ６８ １０ ４８ １０ ９４ １０ ０７ １０ ７９ ８ ３５
婆婆纳 Ｖ． ｄｉｄｙｍａ １ ９８ ４ ２９ ５ ３１ ７ ６７ ９ ２３ １２ ３５
麦瓶草 Ｓ． ｃｏｎｏｉｄｅａ ２ ８０ ５ ７３ ５ ８６ ２ ５１ ３ ８３ ２ １２
节节麦 Ａ． ｔａｕｓｃｈｉｉ ５ ７８ ７ ４３ ３ ３２ ２ ５１ ０ ４６ ０ ９０
硬草 Ｓ． ｋｅｎｇｉａｎａ ６ ０９ ４ ２９ ２ ２２ １ ９８ ２ ０５ ２ ３３
雀麦 Ｂ．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１ ８１ ４ ８４ ４ ３６ ３ ５６ ３ ０８ １ ８３
宝盖草 Ｌ．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２ ８７ ３ ０６ ２ ６２ ３ ６９ ２ ２３ ２ ０８
牛繁缕 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１ ３９ １ ６１ ３ ８０ ４ ２２ ４ ４６ ６ ８７
小蓟 Ｃ． ｓｅｔｏｓｕｍ １ ７０ ２ ４６ １ ４８ １ ６６ ２ ５７ ２ ８０
早熟禾 Ｐ． ａｎｎｕａ １ ６３ １ ８４ ２ ４４ １ ７６ ２ ６５ ２ ９９
小飞蓬 Ｃ．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２ ４７ １ ３８ １ ４８ ０ ３５ ０ ８３ ３ １６
泽漆 Ｅ．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２ ８８ １ ２３ ２ ０１ ３ ９８ ２ ０５ １ ３７
泥胡菜 Ｈ． ｌｙｒａｔａ ２ ２７ １ ９８ ２ ０８ １ １８ １ ５４ １ ２３
看麦娘 Ａ．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１ １５ １ ２５ １ ９０ １ ７９ １ １３ ３ ４３
小藜 Ｃ．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ｍ １ ５７ １ ８２ １ ９０ ０ ８１ １ ４９ １ ９０
打碗花 Ｃ．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０ ３２ ０ ８５ １ ６７ １ １８ １ １８ ２ ４４
葎草 Ｈ．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１ ２３ １ ９０ １ ３０ １ ０８ ０ ２８ １ １４

　 　 表中所列为相对多度在 １ ０ 以上的杂草。 Ｗ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１ ０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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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禾本科杂草危害逐年加重，且与节节麦等亲缘关

系很近，给化学防除带来障碍。 因此，对优势杂草特

别是已报道的抗药性杂草要加强监测，同时，需密切

关注禾本科杂草的发生动态。 结果还显示，不同杂

草在不同地区的发生特点不同，如播娘蒿在豫南平

原相对多度为 １５ ２８，而在桐柏大别山区为 ８ ４６；婆
婆纳在桐柏大别山区相对多度为 １２ ３５，而在太行

山区为 １ ９８。
小麦田的杂草群落特征受自然地理环境、农田

生态条件及管理方式等综合因素影响，如山东鲁中

山区、鲁南山区杂草发生种类和数量均较大，而鲁北

滨海区盐碱地面积大，杂草种类和发生量最小（高
兴祥，２０１４ａ）；河北廊坊地区和保定地区虽相邻，但
杂草种类相差 １０ 余种（李秉华等，２０１３）。 本研究

结果表明，伏牛山区由于地貌复杂、植被丰富，该地

区小麦田的杂草种类最多，有 ４９ 种杂草；太行山区

与桐柏大别山区的气候差异较大，麦田杂草群落结

构差异也很大，组内距离最大，为 ２４９ ６５；太行山区

年降水量较少，小麦常与多种作物轮作，杂草种类多

但优势种不突出，优势杂草主要以荠菜、播娘蒿、野
燕麦等耐旱杂草为主；桐柏大别山区气候湿润，稻麦

轮作田较多，主要以野燕麦、婆婆纳、牛繁缕等杂草

为主；豫南平原区是典型的平原区，自然条件、土地

耕作条件好，为河南省主要粮食产区，机械化管理程

度高，杂草防治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杂草种类和数

量较少，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最高，群落结构简单。
综上所述，对于小麦田杂草，需要按照不同区域

优势杂草的种类，选择适当的农作措施和除草措施，
及时指导农民合理轮换使用除草剂，延缓杂草抗药

性的产生，同时密切关注非优势杂草，以防止常见杂

草转化为优势杂草，实现各区域小麦田杂草可持续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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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３７３ － ３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兴祥， 李美， 高宗军， 房

锋， 张悦丽， 齐军山． ２０１４ｂ． 山东省小麦田播娘蒿对苯磺

隆的抗性测定． 植物保护学报， ４１（３）： ３７３ － ３７８］
Ｇｕ ＹＦ， Ｈｕ Ｎ， Ｄｉｎｇ Ｓ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Ｘ， Ｌｉ ＪＪ． ２００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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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７（４）： ３９１ － ３９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谷艳芳， 胡楠， 丁圣彦， 张丽霞， 李俊娇． ２００７．
种植制度对开封和封丘地区麦田杂草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７ （４）： ３９１ －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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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 ２０１３． 河北省冬小麦田杂草群落特征． 植物保护学报，
４０（１）： ８３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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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５８９ － １５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儒海， 褚世海， 魏守辉，
黄红娟， 张朝贤． ２０１４． 湖北省冬小麦田杂草种类与群落特

征． 麦类作物学报， ３４（１１）： １５８９ － １５９４］
Ｌｉｕ ＪＬ， Ｗａｎｇ ＪＸ， Ｌｉｕ ＷＴ， Ｊｉｎ Ｔ， Ｌｉ ＸＦ， Ｂｉ ＹＬ． ２０１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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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４）： ３４７ － ３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君良， 王金信，
刘伟堂， 金涛， 李小芳， 毕亚玲． ２０１１．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

麦 田 荠 菜 对 苯 磺 隆 的 抗 性 水 平． 农 药 学 学 报， １３
（４）： ３４７ －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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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４ 期 高新菊等： 河南省小麦田杂草组成及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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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植物调节剂研究协会． ２０００． 中国杂草原色图鉴． 北京：
中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东京： 日本国股份公司全国农村

教育协会， ｐｐ． １０ －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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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守辉， 强胜， 马波， 韦继光． ２００５． 不同作物轮作制度

对土壤杂草种子库特征的影响． 生态学杂志， ２４ （４）：
３８５ －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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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 ３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春华， 陈欣． ２００４． 农药对农区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１５（２）： ３４１ － ３４４］
Ｗｕ ＸＨ， Ｗａｎｇ ＪＸ， Ｌｉｕ ＷＴ， Ｇｕｏ ＨＪ， Ｃｕｉ ＸＹ， Ｃｈｅｎ ＹＢ．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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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６）： ５９７ － ６０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小

虎， 王金信， 刘伟堂， 郭鹤久， 崔夕英， 陈业兵． ２０１１． 山

东省部分市县麦田杂草麦家公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对苯磺

隆的抗药性． 农药学学报， １３（６）： ５９７ － ６０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Ｌ， Ｚｈａｏ ＨＹ， Ｚｈａｎｇ ＰＰ， Ｗａｎｇ ＴＪ， Ｗａｎｇ ＴＸ．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ｅ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３
（６）：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雪琳， 赵红艳， 张佩佩，
王庭杰， 王太霞． ２０１４． 轮作制度对豫北农田杂草群落的影

响． 湖北农业科学， ５３（６）：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ＹＪ， Ｌｉ ＨＬ， Ｚｈａｎｇ ＺＣ， Ｌü ＪＫ， Ｓｕｎ ＺＷ， Ｌｉｕ ＨＹ， Ｗｕ ＹＱ，

Ｌｉｕ ＨＭ， Ｚｈａｏ ＴＣ， Ｘｉａｏ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ａ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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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１３ － ４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玉聚， 李洪

连， 张振臣， 吕国强， 孙作文， 刘红彦， 武予清， 刘焕民，
赵廷昌， 肖迪， 等． ２０１０． 中国农田杂草防治原色图解． 北

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ｐｐ． １３ － ４７７］

（责任编辑：王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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