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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组成及群落特征

高兴祥 李 美* 房 锋 李 健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00）

摘要：为明确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组成及群落特征，采用倒置W型九点取样法对黄淮海地

区稻茬小麦田杂草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区域聚类分析。调查结果表明：从杂草种类来看，黄淮海

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共有 49 种，隶属于 17 科 45 属，其中禾本科、菊科、十字花科和石竹科种类最

多，分别有10、8、7和6种；从杂草优势度来看，优势杂草有7种，分别为看麦娘Alopecurus aequalis、

硬草 Sclerochloa kengiana、猪殃殃 Galium aparine、牛繁缕 Malachium aquaticum、稻槎菜 Lapsana

apogonoides、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日本看麦娘A. japonicus，区域性优势杂草有6种，分别为

野老鹳草Geranium carolinianum、碎米芥Cardamine hirsuta、大巢菜Vicia gigantea、通泉草Mazus ja-

ponicus、菵草Beckmannia syzigachne、委陵菜Potentilla chinensis，这13种杂草是构成黄淮海地区稻

茬小麦田的主要杂草，此外还分布有一般性杂草36种；从杂草区域分布来看，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

区小麦田物种丰富度最高，有40种，明显高于其它稻麦轮作区小麦田，香农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也以

该区域最高，分别为2.63和0.71，辛普森指数则以山东省临沂库灌稻麦区最高，为0.27。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群落可以划分为4组，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临沂

库灌稻麦轮作区杂草群落结构相似构成1组，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

区杂草群落结构相似构成1组；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各自单独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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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area in Huang-Huai-Ha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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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weed communities in rice-

wheat rotation area in Huang-Huai-Hai Region, weed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sampling methods of

inverted W-patter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49 weed species belonging to 45 genera of 17 families were

found, among them, the most species of Gramineae, Compositae, Cruciferae and Caryophyllaceae were

ten, eight, seven and six, respectively. From weed species dominance, seven species were considered as

dominant weeds, including Alopecurus aequalis, Sclerochloa kengiana, Galium aparine, Malachium

aquaticum, Lapsana apogonoides, Capsella bursa-pastoris, A. japonicus, and six species as regional

dominant weeds, including Geranium carolinianum, Cardamine hirsuta, Vicia gigantea, Mazus japoni-

cus, Beckmannia syzigachne, Potentilla chinensis and 36 species as normal weeds.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northern Jiangsu possessed the highest species richness of 40 species, the Shannon index and the

evenness index were the highest in this region, which were 2.63 and 0.71, respectively, and the 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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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农业生产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小

麦生产区，也是小麦最适宜的种植区，种植面积占全

国的58.5%，总产量占全国的67.6%（李美等，2016），

其中稻茬麦种植面积占整个黄淮海地区小麦种植面

积的10%左右（谢旭东，2016），在江苏省、河南省和

山东省均有分布，江苏省北部稻茬麦分布面积为

120万 hm2（周羊梅等，2012）；在河南省稻茬麦主要

分布在信阳市，约有 45万 hm2，其次在开封、新乡等

市的沿黄区域也有少部分稻茬麦分布（田志强，

2009）；山东省稻茬麦主要有 3大区域，分别是济宁

滨湖稻麦轮作区、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以及济南等

地的沿黄稻麦轮作区，总面积约 13万 hm2（吴修等，

2013）。杂草一直是制约小麦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稻茬麦田因其土壤湿度大，肥力也高，有利于杂草

尤其是禾本科杂草的发生，从发生数量上比较，稻茬

麦草害严重程度明显高于旱茬麦。

不同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各异，所以其适合的分

布区域就会不同，黄淮海地区旱茬小麦田面积大，占

总小麦种植面积的 90%，关于其区域杂草群落及分

布等多有报道，但稻茬麦田因其面积少于旱茬麦田

（谢旭东，2016），所以调查及研究其杂草区域分布的

论文很少，但稻茬麦田杂草发生数量大，是造成小麦

产量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且随着麦种引种（房锋

等，2013）、耕作栽培方式变化（高宗军等，2011）、除

草剂连年使用（高兴祥等，2011）、施肥方式变化（张

志铭等，2010；博文静等，2012）以及联合收割机跨区

作业等社会因素，杂草分布也在发生变化，但目前关

于黄淮海地区稻茬麦田杂草种类分布以及群落现状

尚未见报道，而明确黄淮海地区不同区域稻茬麦田

杂草组成是制定区域性杂草综合防控的重要依据。

本课题组在2015年采用倒W型九点取样法（林

伟，2002），对黄淮海地区的稻茬小麦田杂草进行详

细调查，明确该地区不同稻茬麦区域杂草种类和群

落特征，以期为针对不同区域杂草特点制定适宜的

综合防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黄淮海地区稻茬麦分布概况

黄淮海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全

省以及江苏省和安徽省淮河以北区域，此外还有山

西省、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天津市、北京市。相对

于稻茬麦来说，主要分为6大区域，分别是江苏省北

部稻麦轮作区、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河南省北部

沿黄稻麦轮作区、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山东

省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

在这 6大区域中，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面积最大，

但其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种植模式等基本一致，其

它 5个区域虽然种植面积明显小于江苏省北部稻麦

轮作区，因其分布地区以及气候等均有差异，所以单

独设立分布区。

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周羊梅等，2012）主要

包括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和盐城市等，

气候属于南温带，是江苏省主要粮食产区也是我国

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作物种植方式以水稻、小

麦轮作为主，其次是玉米、小麦轮作；河南省南部稻

麦轮作区主要包括信阳市，另外还有南阳市的部分

地区；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田志强，2009）面

积较小，主要包括新乡市、濮阳市和开封市等地的沿

黄地区；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包括济宁市郊、

鱼台县、嘉祥县、微山县、枣庄市的台儿庄区、滕州市

等，本区域濒临南四湖，沿湖四周地势低洼；山东省

临沂库灌稻区包括临沂市郊、郯城县、莒县、莒南县、

沂南县、日照市郊等；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包括菏

泽市、济南市、滨州市和东营市的沿黄稻茬麦田（吴

修等，2013）。

1.2 方法

于 2015 年 11—12 月，采用 GPS 定位法对黄淮

海地区 6大稻茬麦区域均匀设置调查样方，各稻茬

麦区按照区域面积大小设定调查点数量，共设置50个

调查点，每个调查点呈三角形选择 3大块成片的地

块，每块面积 5~20 hm2，每块地采用倒W型九点取

样法详细调查并记录杂草种类、株数、株高等指标。

index in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Linyi of Shandong was the highest with 0.27.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weeds in Huang-Huai-Hai Region were in four groups: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southern Henan and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Linyi of Shandong,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

low River in northern Henan and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Shandong,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northern Jiangsu,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Jining of Shandong.

Key words: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Huang-Huai-Hai Region; weed composition; community charac-

terization;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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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样点的调查数据计算各种杂草的相对优势度

（relative abundance，RA）、物种多样性（以物种丰富

度 S来表征）、香农指数（Shannon-Wiener）和辛普森

（Simpson）指数。其中 RA=（RD+RH+RF）/3，式中，

RD为相对密度，即某杂草的密度（以杂草株数代表

杂草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RH为相对高度，即某杂

草的总高度占样方中所有杂草高度的比例；RF为相

对频度，即杂草出现的样方数占所有杂草出现的总

样方数的比例。物种丰富度S即样方中包含的所有

杂草种类数。香农（Shannon-Wiener）指数（马克平

和刘玉明，1994）H ′ =-∑Pi · lnPi，Pi=Ni/N，Ni为样方

中第 i种杂草的密度，N为样方中杂草的总密度；辛

普森（Simpson）指数 D=Pi
2；均匀度（Pielou）指数 J=

H/lnS。

将各地区杂草RA值（RA≥0.5）与对应的分布地

区构成矩阵，采用DPS 9.50软件对地区之间杂草群

落的相似性测度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并生成树状图，

聚类方法采用最短距离法，数据不转换，距离测度采

用欧氏距离。采用 Excel 2010 对试验数据进行处

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种类

调查结果显示，黄淮海地区稻茬麦田杂草有

49种，隶属于17科45属，其中禾本科、菊科、十字花

科和石竹科种类最多，分别有10、8、7和6种，这4科

杂草占整个杂草种类的63.27%。

2.2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优势杂草分布

根据稻茬麦田杂草的相对优势度、发生频度及

其在黄淮海地区各区域的具体发生情况，可以将黄

淮海地区稻茬麦田杂草划分为 3种类型，即优势杂

草、区域性优势杂草和一般杂草。优势杂草在稻茬

麦区域均有分布，且其优势度和发生频度均较高，对

当地小麦生长和产量能造成明显影响；区域性优势

杂草只在某些区域出现，但在发生地能对当地的小

麦生长产生很大影响；一般性杂草发生优势度和发

生频度均较低，对小麦整个生长发育影响较小。

黄淮海地区稻茬麦田的优势杂草有看麦娘Alo-

pecurus aequalis、硬草 Sclerochloa kengiana、猪殃殃

Galium aparine、牛繁缕 Malachium aquaticum、稻槎

菜 Lapsana apogonoides、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

ris、日本看麦娘A. japonicus共7种（表1）。

野老鹳草 Geranium carolinianum、碎米芥 Car-

damine hirsuta、大巢菜Vicia gigantea、通泉草Mazus

japonicus、菵草 Beckmannia syzigachne、委陵菜 Po-

tentilla chinensis这6种杂草在黄淮海地区某个区域

发生普遍，属于区域性优势杂草（表1）。

此外早熟禾 Poa annua、狗舌草 Tephroseris

kirilowii、石龙芮Ranunculus sceleratus、波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多花黑麦草Lolium multiflorum、蔊

菜 Rorippa indica、泥胡菜 Hemistepta lyrata、窄叶豌

豆Vicia angustifolia、荔枝草Salvia plebeia、苦菜Son-

chus oleraceus、繁缕 Stellaria media、风花菜Rorippa

globosa、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齿果酸模 Ru-

mex dentatus、棒头草 Polypogon fugax、田旋花 Con-

volvulus arvensisi、附地菜Trigonotis peduncularis、空

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打碗花Calys-

tegia hederacea、簇生卷耳Cerastium caespitosum、粘

毛卷耳 Ceratium glomeratum、麦家公 Lithospermum

arvense、小花糖芥 Erysimum cheiranthoides、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薤白 Allium macrostemon、野

芥 菜 Raphanus raphanistrum、小 飞 蓬 Conyza ca-

nadensis、蚤缀 Arenaria serpyllifolia、木贼草 Equise-

tum hiemale、雀麦Bromus japonicus、刺儿菜Cirsium

setosum、野 燕 麦 Avena fatua、藜 Chenopodium al-

bum、蜡烛草 Phleum paniculatum、王不留行 Vaccar-

ia segetalis、宝盖草 Lamium amplexicaule 这 36 种杂

草在稻茬麦田有发生，但整体发生数量少，对小麦危

害很小，为一般杂草（表1）。

2.3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发生特点及群落结构

看麦娘、硬草、猪殃殃、牛繁缕、稻槎菜、荠菜和

日本看麦娘是黄淮海地区稻麦轮作区小麦田中综合

相对优势度最高的7种杂草，其中看麦娘、硬草和猪

殃殃的相对优势度分别高达 29.09、10.27、9.39，繁

缕、稻槎菜、荠菜和日本看麦娘的相对优势度在

5.12~6.16之间（表 1）。这 7种杂草又有各自的分布

特点，看麦娘在各区域发生分布均很严重；硬草主要

分布在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山东省临沂库

灌稻麦轮作区、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和江苏省北

部稻麦轮作区，相反的在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和

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分布少；猪殃殃主要分

布在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和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

区；牛繁缕、荠菜和日本看麦娘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北

部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稻槎

菜主要在河省南南部稻麦轮作区发生。此外野老鹳

草、碎米芥、通泉草、菵草、委陵菜和早熟禾在局部区

域发生也较重（表 1）。黄淮海地区中 6大稻麦轮作

区小麦田杂草分布总体差异较大，各区域杂草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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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布如下：

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气候属于南温带，稻茬

麦面积逐年扩大，现在已占整个江苏省的 50.80%，

种植方式基本上以水稻-小麦轮作为主，少部分地

块为玉米-小麦轮作，该区域杂草发生密度大，除禾

本科杂草看麦娘、硬草、日本看麦娘发生严重外，阔

叶杂草猪殃殃、牛繁缕和荠菜分布也很广泛，此外菵

草、大巢菜、波斯婆婆纳有也分布。

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此区域稻茬麦田的面

积很大，占整个河南省稻茬麦田的 75.00%以上，杂

草发生也很严重，主要以看麦娘、稻槎菜和猪殃殃为

主，其次为牛繁缕、日本看麦娘、野老鹳草、通泉草，

分布面积也较大。

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此区域与山东省、

河北省搭界，稻茬麦面积相对较小，杂草以看麦娘和

硬草为主，其次为大巢菜、狗舌草、碎米芥和委陵菜。

表1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主要杂草的相对优势度

Table 1 The dominance of main weeds in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Huang-Huai-Hai Region

杂草种类
Weed species

看麦娘 A. aequalis

硬草 S. kengiana

猪殃殃 G. aparine

牛繁缕 M. aquaticum

稻槎菜 L. apogonoides

荠菜 C. bursa-pastoris

日本看麦娘 A. japonicus

野老鹳草 G. carolinianum

碎米芥 C. hirsuta

大巢菜 V. gigantea

通泉草 M. japonicus

菵草 B. syzigachne

委陵菜 P. chinensis

早熟禾 P. annua

狗舌草 T. kirilowii

石龙芮 R. sceleratus

波斯婆婆纳 V. persica

多花黑麦草 L. multiflorum

蔊菜 R. indica

泥胡菜 H. lyrata

窄叶豌豆 V. angustifolia

荔枝草 S. plebeia

苦菜 S. oleraceus

繁缕 S. media

风花菜 R. globosa

江苏省北
部稻麦
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northern
Jiangsu

19.71

8.32

18.59

11.18

0.38

13.02

8.99

2.75

0.00

3.20

0.25

4.22

0.34

3.50

1.18

0.00

2.58

0.00

0.35

0.32

0.23

0.19

0.00

0.19

0.00

河南省南部
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southern

Henan

38.44

0.00

11.08

2.92

20.31

0.00

2.50

3.92

0.00

1.20

6.50

0.00

0.00

0.00

0.91

0.00

0.89

4.22

1.18

0.35

2.74

0.36

0.00

0.40

0.00

河南省北部沿
黄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northern
Henan

27.68

28.29

0.00

1.74

3.50

0.00

0.00

0.00

7.02

10.32

0.00

0.00

5.39

0.00

6.20

0.00

0.00

0.00

3.03

0.00

0.00

0.00

7.87

0.00

0.00

山东省济宁滨
湖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Jining of
Shandong

44.67

0.00

1.20

7.64

0.00

7.37

7.20

3.55

7.52

0.00

0.00

0.00

2.94

0.50

1.06

1.90

0.00

0.00

1.04

2.80

0.72

1.64

0.92

1.72

2.11

山东省临沂库
灌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Linyi of
Shandong

1.21

48.55

0.00

0.00

1.65

0.00

0.00

0.00

0.32

0.00

0.56

5.56

4.73

0.50

0.00

4.05

0.00

0.00

2.30

3.64

0.00

3.36

0.00

0.00

0.00

山东省沿黄
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Shandong

21.12

35.65

0.00

0.11

2.35

0.15

0.22

5.12

8.25

0.00

1.25

0.00

5.98

0.00

0.42

8.96

0.42

0.00

1.11

0.25

0.00

0.00

0.00

0.32

1.68

黄淮海稻
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Huang-
Huai-Hai
Region

29.09

10.27

9.39

6.16

6.04

5.82

5.12

3.01

2.54

2.08

1.94

1.78

1.77

1.30

1.29

1.25

1.13

1.12

1.07

1.02

0.95

0.71

0.71

0.54

0.53

表中所列为相对优势度在 0.5以上的杂草；后 5种杂草的相对优势度在全省虽未达 0.5，但在局部地区较高。Weeds with

an overall relative abundance over 0.5 are listed in the table. The final five species of weeds less than 0.5 in Shandong Province，but

have high dominance in some areas.

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本区濒临南四湖，

沿湖四周地势低洼，麦田杂草中硬草和菵草占绝对

地位，其次为看麦娘、委陵菜、石龙芮、打碗花，也有

较大面积分布。

山东省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该区域看麦娘分

布面积最广，此外，繁缕、荠菜、日本看麦娘也为主要

杂草。

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该区域麦田杂草以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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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看麦娘为主，其次为石龙芮、野老鹳草、碎米芥和

委陵菜。

2.4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物种丰富度最高，有

40 种，明显高于其它稻麦轮作区小麦田（物种丰富

度在 21~27之间）；从物种多样性的香农指数来看，

也以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最高，指数为2.63，其它

5个区域香农指数在 1.93~2.19之间；从衡量群落物

种优势集中性的辛普森指数来看，以山东省临沂库

灌稻麦轮作区最高，为0.27，其次为山东省济宁滨湖

稻麦轮作区、河南南部稻麦轮作区、山东沿黄稻麦轮

作区和河南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且这些区域辛普

森指数均明显高于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仅为

0.12）；从各区域杂草群落的均匀度指数来看，以江

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最高，为0.71，其它5个区域均

匀度指数相当，在0.62~0.67之间（表2）。

表2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Table 2 Species diversity of weed communities among different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of Huang-Huai-Hai Region

区域
Region

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northern Jiangsu

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southern Henan

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northern Henan

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Jining of Shandong

山东省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Linyi of Shandong

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Shandong

丰富度
Species richness

40

21

21

27

21

23

香农指数
Shannon-Wiener index

2.63

2.05

1.98

2.19

1.99

1.93

辛普森指数
Simpson’s index

0.12

0.21

0.19

0.23

0.27

0.19

均匀度指数
Evenness index

0.71

0.67

0.65

0.66

0.65

0.62

将各地区RA≥0.5的杂草构成矩阵进行系统聚

类分析，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稻麦轮作区的杂草群

落可以划分为 4组，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区和山东

省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杂草群落结构相似构成

1 组，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

麦轮作区杂草群落结构相似构成 1组；江苏省北部

稻麦轮作区和济山东省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各自构成

1组。其中河南省北部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

麦轮作区之间的组内欧氏距离最小，为 15.40，河南

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之

间的组内欧氏距离为27.33（图1）。

3 讨论

稻茬麦田与旱茬麦田最大的区别就是稻茬麦田

间湿度大，所以适宜高湿度环境生长的杂草易在稻

茬麦田中发生，本研究调查发现黄淮海地区稻茬麦

田杂草有49种，远低于山东省小麦田的69种（高兴祥

等，2014）和河南省小麦田的66种（高兴祥等，2016）

或77种（高新菊等，2016），这与调查区域不同有关，

已报道的山东省、河南省小麦田既包括旱茬麦也包

括稻茬麦，而本研究调查的是整个黄淮海地区的稻

茬麦田。

图1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杂草群落的聚类分析

Fig. 1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f weed communities in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Huang-Huai-Hai Region

A：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B：河南省南部稻麦轮作

区；C：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D：山东省济宁滨湖稻

麦轮作区；E：山东省临沂库灌稻麦轮作区；F：山东省沿黄

稻麦轮作区。A：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northern Jiang-

su；B：rice - wheat rotation area in southern Henan；C：rice -

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northern Henan；D：

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Jining of Shandong；E：rice-wheat

rotation area in Linyi of Shandong；F：rice-wheat rotation area

along Yellow River in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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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金和强胜（2002）曾报道，小麦田杂草发生

种类与小麦田湿度有关，喜湿性杂草看麦娘、硬草、

棒头草、菵草等容易在稻茬麦田发生，而喜旱性杂草

播娘蒿、婆婆纳、麦家公和猪殃殃等在稻茬麦田不发

生或轻度发生。本试验调查结果与旱茬小麦田杂草

（高兴祥等，2014）相比也反映了这一点，稻茬小麦田

主要禾本科杂草看麦娘、硬草等在旱茬小麦田极少

发生，只在湿度大的区域零星发生；相反在旱茬小麦

田广泛分布的雀麦、节节麦、野燕麦等禾本科杂草和

阔叶杂草播娘蒿等在稻茬小麦田几乎没有或零星发

生，这主要取决于田间湿度。另外，猪殃殃、荠菜、牛

繁缕等杂草对湿度要求低，所以在 2种小麦田中均

有发生，但猪殃殃在有些区域稻茬小麦田中很少发

生。本试验调查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

分布有看麦娘、硬草、猪殃殃、牛繁缕、稻槎菜和日本

看麦娘 7种优势杂草，另有野老鹳草、碎米荠、大巢

菜、通泉草、菵草和委陵菜 6种区域性优势杂草，这

13种杂草是黄淮海地区稻茬麦田的主要杂草。

虽然都为水稻后茬小麦田，但不同区域之间由

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施肥、轮作等管理方式

等的不同，杂草群落分布也有明显差异，关于稻茬麦

田杂草分布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如娄远来等

（1998）报道日本看麦娘、硬草、菵草等是江苏省稻茬

麦田的主要杂草；李贵和吴竞仑（2006）也报道硬草

等禾本科杂草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其它区域稻茬

小麦田杂草则鲜有报道。本试验调查结果显示，水

稻茬小麦田因为湿度大，杂草发生严重，尤其是禾本

科杂草发生数量巨大，看麦娘、硬草、日本看麦娘发

生面积大，其次菵草等也在局部区域发生严重，与娄

远来等（1998）、李贵和吴竞仑（2006）的报道一致。

另外，各个区域杂草分布均有各自的特点，如河南省

南部稻麦轮作区以看麦娘、稻槎菜和猪殃殃为主；山

东省临沂库灌区稻麦轮作区以看麦娘和繁缕等为

主；河南省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区

以看麦娘和硬草为主；江苏省北部稻麦轮作区以看

麦娘、硬草、日本看麦娘、猪殃殃、牛繁缕和荠菜为

主；山东省济宁滨湖稻麦轮作区则以硬草和菵草为

主。将这 6大区域杂草组成进行比较，发现河南省

北部沿黄稻麦轮作区和山东省沿黄稻麦轮作区最为

接近，原因可能与这2个区域都靠近黄河，都处于沿

黄区域有关。

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由于水稻收获时间不

同，所以导致小麦播种时间不一致，如果小麦于10月

上中旬播种，那么播后 30~40 d 杂草尤其是危害严

重的禾本科杂草基本出齐，冬前低温前用除草剂是

最佳时间；但是如果小麦于 10月下旬或更晚播种，

那就选择土壤封闭处理或冬后返青初期用药。本试

验调查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稻茬小麦田主要杂草

有 13种：看麦娘、硬草、猪殃殃、牛繁缕、稻槎菜、日

本看麦娘、野老鹳草、碎米荠、大巢菜、通泉草、菵草

和委陵菜，生产中可以根据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的

各稻麦区杂草的草相分布，制定对应的杂草综合治

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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