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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氨氯吡啶酸对盛花期薇甘菊种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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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化学防治对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种子萌发力的影响, 文章分别用 24%氨氯吡啶酸

水剂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浓度防治盛花期薇甘菊, 对其种子的百粒重、 大小、 萌发率等进行

比较, 分析了 24%氨氯吡啶酸水剂对盛花期薇甘菊有性生殖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与对照相比, 各处理种

子的百粒重、 长度、 冠毛长度、 萌发率、 萌发指数显著降低 (P<0. 05), 萌发天数无显著变化; 各处理间

相比, 1 ∶ 2
 

000 处理薇甘菊种子的百粒重、 长度、 萌发率显著较低 (P<0. 05), 1 ∶ 1
 

000 和 1 ∶ 1
 

500 处

理薇甘菊的种子顶端直径和冠毛长度差异显著 (P<0. 05), 其他差异不显著。 在盛花期, 喷施 24%氨氯吡

啶酸防治不能有效阻止薇甘菊有性繁殖传播, 会使薇甘菊产生更轻、 更小的种子, 反而有利于其种子的

远距离传播。 建议在薇甘菊营养生长期进行防治, 尽量避免在薇甘菊开花期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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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hemical
 

control
 

on
 

the
 

germination
 

capacity
 

of
 

Mikania
 

micrantha
 

seeds,
this

 

treated
 

M. micrantha
 

at
 

the
 

peak
 

flowering
 

stage
 

with
 

24%
 

picloram
 

aqueous
 

solution
 

at
 

dilution
 

ratios
 

of
 

1 ∶ 1
 

000, 1 ∶ 1
 

500, and
 

1 ∶ 2
 

000. The
 

100-seed
 

weight, length, and
 

germination
 

rate
 

we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24%
 

picloram
 

on
 

the
 

sexual
 

reproduction
 

of
 

M. micranth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
pared

 

to
 

the
 

control, all
 

treatm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100-seed
 

weight, length, pappus
 

length, germina-
tion

 

rate, and
 

germination
 

index (P< 0. 05),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rmination
 

days.
Among

 

the
 

treatments, the
 

100-seed
 

weight, length, and
 

germination
 

rate
 

of
 

M. micrantha
 

seeds
 

treated
 

with
1 ∶ 2

 

000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 05) . The
 

top
 

diameter
 

and
 

pappus
 

length
 

of
 

M. micrantha
 

seeds
 

trea-
ted

 

with
 

the
 

1 ∶ 1
 

000
 

and
 

1 ∶ 1
 

500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 05), while
 

other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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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 In
 

the
 

peak
 

flowering
 

stage, spraying
 

24%
 

picloram
 

could
 

not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sexual
 

reproduc-
tion

 

and
 

seed
 

dispersal
 

of
 

M. micrantha. It
 

induced
 

the
 

production
 

of
 

lighter
 

and
 

smaller
 

seeds, which
 

may
 

enharce
 

long-distance
 

dispersal. Therefore,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prioritize
 

the
 

vegetative
 

growth
 

stage
 

of
 

M. micrantha
 

and
 

avoid
 

implementation
 

during
 

its
 

flower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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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有性繁殖能力强,
种子轻、 小而量大, 极易借助风力、 水流、 动物

及人为活动传播, 入侵性强, 被灭除后复发率高,
是最难根除的恶性杂草之一[1-2] 。 氨氯吡啶酸内吸

活性强且具有选择性[3] , 被用于薇甘菊防控, 研

究者们在氨氯吡啶酸防除薇甘菊的浓度筛选、 替

代控制和对其他植物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研

究[1,4-8] , 但在控制薇甘菊有性生殖方面的研究较

少。 李小艳[9] 的研究表明, 喷施较高浓度的氨氯

吡啶酸不仅能防治当季紫茎泽兰 Ageratina
 

adeno-
phora, 还能抑制其来年植株生长, 并指出阻止紫

茎泽兰有性繁殖最佳时期为其花器官发育期。 了

解氨氯吡啶酸防治对薇甘菊有性生殖的影响, 对

制定薇甘菊防控技术非常必要。 因此, 本文分别

用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浓度的 24%氨

氯吡啶酸水剂防治盛花期薇甘菊, 收集并测定比

较其所结种子的百粒重、 大小、 萌发率和幼苗生

长情况, 分析氨氯吡啶酸防治对盛花期薇甘菊有

性生殖的影响, 旨在为抑制薇甘菊有性繁殖和科

学防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 地理坐标为 23°04′36″N、 113°21′03″E, 属南

亚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暖热, 雨量充沛, 年平均

气温在 21. 7 ~ 23. 1
 

℃之间, 平均年降水量达 1
 

923
 

mm。 试验地为荒废的龙眼 Dimocarpus
 

longan、 黄

皮 Clausena
 

lansium 果园地, 地势平缓, 果树平均

高为 3
 

m, 平均郁闭度为 50. 0%, 薇甘菊中度发

生, 盖度为 50%。
1. 2　 试验材料

2023 年 11 月 24 日, 薇甘菊处于盛花期, 在试

验地随机设 4 个薇甘菊防治试验区, 每个试验区设 3
个重复样地, 每个样地 100

 

m2, 施用 24%氨氯吡啶

酸水剂进行薇甘菊防治处理。 4 个试验区处理分别

为对照 (CK) 和 1 ∶ 1
 

000、 1 ∶ 1
 

500、 1 ∶ 2
 

000 的

24%氨氯吡啶酸水剂的药液防治, 采用机械喷雾器

(广益牌 6HWF) 进行喷药, 喷药至叶片上药液欲滴

为止[1] , 对于攀援在树干上的薇甘菊, 重点喷洒薇

甘菊茎、 叶, 避免对果树造成药害。 2024 年 1 月 24
日, 在不同试验区的薇甘菊植株上采集种子, 随机

采集 3 处, 混合为一个种子样品。 采集的薇甘菊种

子均在室温下储存, 保持干燥通风。 选择颗粒饱满

的黑褐色种子进行试验。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试验设计　 对 4 个种子样品进行种子发芽试

验。 每个样品以 100 粒种子为单位称重, 重复 3 次,
测得种子百粒重[8] ; 测量 100 粒种子的长度、 顶端

直径、 冠毛长度, 取平均值。 采用培养皿滤纸法,
每个样品选取的 80 粒种子分配到 4 个直径 90

 

mm、
铺设脱脂棉和滤纸的培养皿中, 每皿 20 粒种子。 每

个培养皿加入 50
 

mL 的去离子水并放入人工气候箱

中, 气候箱的温度设置为 28
 

℃ / 18
 

℃, 12
 

h / 12
 

h
(光 /暗), 相对湿度设置为 80%。 每隔 24

 

h 观察记

录种子萌发情况, 并随机移动培养皿的位置。 种子

萌发以胚根伸出 2
 

mm 为标准[10] , 连续 2 次无变化

则试验结束。 然后, 将幼苗转移至营养土杯中进行

培养, 15
 

d 后观察并测定茎的长度。 测量工具为体

视显微镜 (Motic) 和直尺。
1. 3. 2　 统计分析　 萌发率计算公式为 GP = (n / N) ×
100%, 式中 GP 为萌发率, n 为发芽种子数, N 为

试验种子总数; 萌发时间计算公式为 D = d / n, 式

中 D 为萌发时间, d 为每颗种子萌发所需天数之

和, n 为发芽种子总数; 萌发指数计算公式为 GI =
∑ (Gt / Dt), 式中 GI 为萌发指数, Dt 为发芽天

数, Gt 为与 Dt 相对应的当天发芽种子数; 用

SPSS
 

22. 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用

WPS
 

Offic 软件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种子百粒重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 对照 (CK)、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处理的薇甘菊种子百粒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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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0±0. 58) mg、 (10. 57±0. 41) mg、 (10. 47±
0. 22) mg、 (7. 97±0. 27) mg。 与对照 (CK) 相

比, 经 24%氨氯吡啶酸水剂防治后, 薇甘菊种子

的百粒重显著降低 (P<0. 05); 1 ∶ 2
 

000 处理种子

百粒重显著低于 1 ∶ 1
 

000、 1 ∶ 1
 

500 处理浓度

(P<0. 05), 对薇甘菊种子成熟度影响更大, 种子

重量更低。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
著 (P<0. 05), 下同。

图 1　 不同处理薇甘菊种子的百粒重
 

Figure
 

1　 The
 

100-seed
 

weight
 

of
 

Mikania
 

micrantha
 

seed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 2　 对种子大小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 对照 (CK)、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处理的薇甘菊种子的平均长度分别为

(1. 55 ± 0. 01) mm、 ( 1. 39 ± 0. 02) mm、 ( 1. 43 ±
0. 02) mm、 (1. 26±0. 02) mm, 与对照相比, 处

理后薇甘菊产生的种子长度显著缩短 (P<0. 05),
1 ∶ 2

 

000 处理的薇甘菊种子长度显著低于 1 ∶ 1
 

000
和 1 ∶ 1

 

500 处理 (P<0. 05); 顶端平均直径分别

为 (0. 37±0. 00) mm、 (0. 39±0. 00) mm、 (0. 37±
0. 00) mm、 (0. 37 ± 0. 00) mm, 1 ∶ 1000 处理的

薇甘菊种子的顶端直径显著变大 (P<0. 05), 其他

浓度间差异不显著 (P< 0. 05); 冠毛长度分别为

(2. 85 ± 0. 03) mm、 ( 2. 47 ± 0. 04) mm、 ( 2. 56 ±
0. 03) mm、 (2. 44±0. 02) mm, 处理后显著缩短

(P<0. 05), 1 ∶ 1000、 1 ∶ 2000 处理显著短于 1 ∶
1

 

500 处理 (P < 0. 05)。 在薇甘菊盛花期, 喷施

24%氨氯吡啶酸水剂防治, 薇甘菊种子的长度及冠

毛长度均显著变短, 而 1 ∶ 1500 处理种子的顶端直

径变大。

图 2　 不同处理薇甘菊种子的大小
Figure

 

2　 Size
 

of
 

Mikania
 

micrantha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 3　 不同处理薇甘菊种子的萌发比较
Figure

 

3　 Seed
 

germination
 

of
 

Mikania
 

micrantha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 3　 对薇甘菊种子萌发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 对照 (CK)、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处理的薇甘菊种子的萌发率分别为

(80. 0 ± 7. 1)%、 ( 58. 8 ± 6. 4)%、 ( 61. 3 ± 8. 3)%、
(40. 0 ± 6. 2 )%, 萌发率显著降低 ( P < 0. 05 ),
1 ∶ 2

 

000 处理显著低于 1 ∶ 1
 

000 和 1 ∶ 1
 

500 处理

(P<0. 05); 萌发时间分别为 (4. 3±0. 2) d、 (4. 1±
0. 2) d、 (4. 2±0. 1) d、 (4. 0±0. 0) d, 差异不显著

(P< 0. 05); 萌发指数分别为 3. 7 ± 0. 3、 3. 0 ± 0. 3、
2. 9±0. 3、 2. 1±0. 3, 显著降低 (P<0. 05), 1 ∶ 2

 

000
处理的萌发指数显著低于 1 ∶ 1

 

000、 1 ∶ 1
 

500 处理

(P<0. 05)。 在薇甘菊盛花期应用 24%氨氯吡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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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防治, 种子萌发率会显著降低, 但仍具有萌

发能力。
2. 4　 幼苗生长

将萌发的薇甘菊幼苗转移到营养土杯中种

植, 经 15
 

d 的生长观察, 对照 (CK)、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处理的幼苗均能够正常生长,
成活率为 100%, 平均高度分别为 (5. 3±0. 3) cm、
(4. 9±0. 4) cm、 (4. 8±0. 2) cm、 (6. 0±0. 2) cm,
差异不显著 (P<0. 05)。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表明, 1 ∶ 1
 

000、 1 ∶ 1
 

500 和 1 ∶ 2
 

000 处

理的薇甘菊未出现受药剂影响而不结籽的现象。
在盛花期喷施 24%氨氯吡啶酸防治薇甘菊, 种子

萌发率显著降低, 种子萌发率最低为 40%, 萌发

天数影响不显著。 在薇甘菊盛花期, 喷施 24%氨

氯吡啶酸不能有效阻止种子结实和有性繁殖扩散,
这与李小艳[9]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而试验中薇

甘菊所结种子变轻、 变小, 而更小、 更轻的种子

具有更强的传播扩散能力[10] , 可能导致扩散风险

增加, 与防控目标相悖。
在实际防治中, 采用 24%氨氯吡啶酸水剂 1 ∶

1
 

500 ~ 1 ∶ 2
 

000 浓度防治薇甘菊, 应在薇甘菊营

养生长期进行, 一般是 7—9 月份, 即雨季结束到

薇甘菊盛花期前的一段时间, 完成薇甘菊的第一

轮防治, 在 10 月期间进行二次补防, 11—12 月份

开花期进行防治效果检查。 建议尽量避免在薇甘

菊开花期进行防治, 此时薇甘菊主要进行生殖生

长, 药剂传导吸收能力下降, 防治效果差, 且通

过试验也可以看出, 24%氨氯吡啶酸水剂防治盛花

期薇甘菊后, 薇甘菊能形成种子且具有萌发生长

能力。 对于开花初期和末期防治药剂对薇甘菊种

子萌发力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试验, 也可以

考虑研发抑制薇甘菊种子萌发的技术或者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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