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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宝鸡地区小麦田节节麦危害的现状
（一）危害范围广，并有逐年加大扩散趋势
节节麦又名粗山羊草，禾本科山羊草属一年生或越年

生草本植物，世界性恶性杂草。宝鸡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随外调麦种引进扩散，1996 年在宝鸡市凤翔县
长青镇首次发现，同时在陈仓区川塬也有零星发现，当时
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国家小麦良种统繁统供项目的大力
实施，种子部门在良种调运中质量把关不严，未能严格执
行种子检验检疫制度，节节麦随小麦良种调运迅速在宝鸡
10 个小麦主产县区扩散传播，逐年蔓延扩大，对当地小麦
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据调查，宝鸡地区当前节节麦危害
面积达到了 7.3 万公顷，草田率 39.1%，生长后期调查，严
重田块小麦减产达 20% ～ 35%。近四年来，宝鸡市陈仓区
种子管理站依托农业综合发展项目，对本区域内川道、塬
区及山区小麦田节节麦发生进行了详细调查并进行了设点
化学防除，对农户进行了节节麦综合防治技术培训，在控
制小麦田节节麦进一步蔓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宝
鸡地区节节麦的为害发生还未得到有效控制，还有愈演愈
烈的趋势，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一块节节麦重危害田收获后
小麦籽粒与节节麦籽粒数量相同。

（二）危害严重，损失率高
节节麦与小麦的遗传基础十分密切，生长习性与小麦

相近，节节麦抗逆性、分蘖力极强，繁殖速度极快，能与
小麦争光、肥、水等资源，节节麦数量的增加极易造成小
麦减产，甚至绝收。据研究，小麦田不同节节麦密度对小
麦产量影响明显，节节麦密度从 6 株/平方米到 50 株/平
方米，造成小麦减产幅度分别达到了 14.46% ～ 31.74%。
宝鸡农业部门调查显示当地小麦田禾本科杂草危害种类
主要为节节麦、野燕麦、雀麦、蜡烛草等 4 类，其中节
节麦危害占到了 54.3%，野燕麦危害占 21.0%，雀麦危害
占 8.4%，蜡烛草危害占 5.6%，其他禾本科杂草危害占
5.8%，节节麦已成为当地小麦田危害的主要禾本科杂草，
也成为危害严重的麦田杂草。陈仓区、凤翔县重点节节麦
危害县调查，一般田块损失率达 5% ～ 15%，周原镇东王
村节节麦危害严重田块平均每平方米达 162 株，最高点每
平方米高达 378 株，田中只见杂草不见小麦，小麦损失率
达 60%。

（三）重复浸染为害，不能彻底去除
节节麦作为麦田恶性杂草，生命力顽强，抗旱、抗

寒，耐瘠薄、耐肥水；其生长旺盛，分蘖能力强，其以
秋播后出苗为主，较小麦出苗晚 7 ～ 10d，而较小麦早熟
2 ～ 3d，成熟后一触即落，一旦浸染为害就很难彻底清除
干净。宝鸡地区针对节节麦防除，同样经历了由先期缺乏
重视到后期高度重视的认识转变，再到每年都防治每年都
为害而不能根除的窘境。通过设点调查走访，群众充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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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了节节麦的危害，并能积极通过药剂和人工等方式去
防除，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后防
治效果并不理想。节节麦为害程度定点调查同样显示，相
同田块节节麦每年为害数量并未呈现下降趋势。

二、宝鸡地区节节麦为害加重的原因分析
（一）种子传播时至今日仍是节节传播蔓延的直接原

因
携带节节麦种子的小麦良种调运是节节麦传播蔓延的

直接原因。宝鸡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本无节节麦大范
围危害，2000 年前后小麦新品种更新换代与大面积的统繁
统供项目实施，难免有节节麦等杂草种子混入小麦良种并
在区域内蔓延传播。因当时种子管理不当，种子检验检疫
不严格，从节节麦发生区大量引种、调种，造成节节麦的
扩散蔓延。另外，小麦制种田没有严格去杂去草，大量携
带节节麦种子的小麦种子流通到了种子市场，加速区域间
传播。节节麦随小麦良种传播蔓延是节节麦前期为害的直
接原因，也成为节节麦重复蔓延传播的最主要途径。但时
至今日，节节麦为害通过小麦良种传播仍然不能杜绝。种
子市场上小麦良种中节节麦种子混杂严重，打开小麦种子
包装袋就能看到节节麦种子赫然其中，更有甚者抓一把麦
种就能找出 3 ～ 5 粒节节麦种子。通过对陈仓区 2019 年秋
播小麦种子市场上 54 个品种进行取样调查，54 个品种中
就有 15 个品种不同程度混杂有节节麦种子，这其中不乏省
内外大型种子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包装的标示为“原种”的
小麦品种。

（二）人工传播
人工拔除时，只注重拔除小麦田内的杂草，不拔除田

边、路边、地头杂草。特别是后期人工拔除，节节麦已基
本成熟，把节节麦随意堆积在田边、地头，致使田边地头
节节大量繁殖丛生，杂草种子通过风雨、灌水等继续流入
大田。

（三）旋耕免耕成为节节麦危害加重的客观原因
试验表明节节麦种子最佳出苗深度为 1 ～ 3cm，大于

9cm则不能出苗；在 1 ～ 10cm深度范围内，随着播种深
度增加，出苗率会显著下降。大田调查，出苗的节节麦种
子主要集中在 3 ～ 8cm土层中。免耕、旋播技术的广泛应
用，农民工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壤深
翻次数减少，加之旋播机的大面积应用，土壤秋播前深翻
深度变浅，大部分杂草种籽落在土壤耕层或表层，为杂草
种子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导致土壤耕层节节麦种子逐
年累积。宝鸡地区川塬灌区大部分为小麦－玉米两熟制耕
作方式，小麦收获后，免耕硬茬种植玉米，节节麦种子大
部分撒落于地表。秋播整地以旋耕为主，深翻面积极少，
耕层浅，仅有l2 ～ 15cm，节节麦种子大多分布在土壤的浅
表层，有利于出土和翌年节节麦数量的增加。节节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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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后落入田中，经过 2～3 年的积累即会造成严重危害。
（四）单一除草剂品种的长期使用造成杂草群落发生

演替
宝鸡地区冬小麦田原来的主要杂草为播娘蒿、荠菜等

阔叶杂草，群众过分依赖化学除草，长期单一使用阔叶类
除草剂，长期使用苯磺隆之类的除草剂，使原有杂草得到
控制，而致使节节麦由次要杂草上升为主要杂草，成为当
地麦田的恶性杂草，导致节节麦危害逐年加重，加之农村
劳动力严重匮乏，春季人工拔除等关键性措施不力是节节
麦逐年加重的主观原因。

三、宝鸡地区节节麦防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种子检验检疫制度缺失，小麦种子中节节麦混

杂较普遍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在小麦种子生产过程中质量把关不

严，存在以次充好、以普通大田良种冒充原种现象，更有
甚者，部分持证种子企业存在外卖本企业小麦品种包装袋
给个体加工户进行小麦种子异地包装不法行为，其种子质
量根本得不到保证，节节麦种子在小麦商品种子中混杂现
象更为严重；另外，种子管理部门及当地农业执法机构对
小麦良种中混杂节节麦种子的监管仍处于空白，不能从根
源上有效控制节节麦的反复传播漫延。

（二）农户重视程度不够
节节麦对小麦生产的为害显而易见，但现有体制下，

农村耕地大部分分散在一家一户，每户耕地少则 1 ～ 2
亩，多则 3 ～ 5 亩，在家务农的多为老年劳力，青壮年严
重缺乏，导致很多耕地种时一种了之，直至小麦收获时只
见满地全是杂草，不见小麦，草比麦多的沉痛教训。

（三）小麦播种期普遍偏早，不能形成壮苗
由于种种原因，宝鸡塬区小麦播期普遍在 9 月 30 日前

即大部分播种完毕，川道也最迟不超过 10 月 3 日就能大部
分播种结束。由于当地小麦播种期的普遍偏早，冬前极易
起身旺长，不易形成壮苗，更不能形成以麦压草的田间生
态条件。

（四）除草剂使用不当
使用甲基二磺隆防除节节麦时，过早或过晚防治，都

不能达到理想防对效果。秋播后施药，过早防对节节麦未
出全苖，防对效果不理想；过晚气温降低出现霜冻喷药不
利于节节麦对药剂的吸收，几乎无效。在春季施药时同样
存在问题，如小麦起身后仍然施药，不但防治效果极差，
也易发生药害。另外，施药时随意减少对水量，致使施药
浓度增大易发生药害，同样防治效果不佳。

四、宝鸡地区节节麦综合防除策略
针对宝鸡地区节节麦为害日益加重的不利局面，必须

制定统一的防治方案，加强领导，上下各级重视，强化检
验检疫，建立起一套完整防治体系，通过农业措施和化学
药剂防除的综合防除策略，从杂草传播源到节节麦整个生
育过程进行有效防除。

（一）农业措施
1.严格小麦良种检验检疫，杜绝种子传播。要有效控

制节节麦蔓延，就必须先严把种子关，抓好小麦种子基地
建设和种子精选。应加强种子田的去杂去草等检验工作，
从根源上防止节节麦的蔓延传播；凡混杂有节节麦的种子
都必须进行精选，以杜绝重复侵染蔓延；小麦播种前发现
有节节麦混杂的小麦种子，要通过机选、人工挑拣等方法
清除干净后再播种。针对种子市场上小麦种子中混杂节节
麦等杂草种子较普遍的现实问题，建议农业主管部门加强
小麦种子混杂节节麦种子的检验检疫，从严查处混杂节节

麦种子的劣质小麦种子，加强对种子企业的监管力度，强
化种子企业的质量自律意识，坚决杜绝节节麦从种源上传
播漫延。

2.倡导农村耕地集中托管，强化深耕防除。可以依托
国家农村耕地深翻农机作业补贴项目支持，对节节麦发生
严重的地块轮流深翻耕作，把大部分节节麦等杂草种子深
埋于 8cm以下的土层中，减少当年节节麦的萌发量。麦秸
壳、畜禽肥须经堆肥沤制，高温发酵腐熟后再施入农田。
畜禽饲料也要经过加工粉碎，使草籽失去活力。近几年来
在宝鸡地区涌现出许多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公
司、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土地流转、
合同托管等形式对农村耕地进行统一耕作管理，很好地解
决了农村劳力缺乏、土地缺乏深翻、节节麦防治不彻底的
不利因素，下一步政府部门应出台更多政策扶持倡导农村
耕地集中耕种并逐步降低农村耕地流转租金。

3.提高栽培管理技术水平，对重发区域可组织人工清
除。在生产上提倡适当晚播、合理密植，改肥料撒施为条
带科学施肥，争取苗齐苗壮，形成麦苗的群体生长优势，
起到生态抑草、以麦压草的效果。结合麦田管理和中耕锄
草，在节节麦成熟之前及时拔除，不留后患。拔掉的节节
麦必须带出田外，晒干粉碎或集中烧毁。同时清除地边田
埂沟渠的杂草，减少传播扩散源。

（二）化学防除
1.化学防除方法。试验表明甲基二磺隆针对节节麦的

防治效果较好，因此防除节节麦的除草剂应最好选择 3%
世玛油悬浮剂，并且按要求加助剂伴宝。在防治时期上可
选择秋季和翌年春季，其中以冬前为主，春季返青前为
辅。秋季药剂防除应在小麦越冬前、杂草出齐后进行防
治，通常在小麦 5 ～ 6 叶，节节麦 2 ～ 3 叶，即 11 月中
旬至下旬，用 3％世玛油悬乳剂 20 ～ 30mL/亩，加助剂伴
宝 60mL，对水 30kg喷雾防治；翌年春季防除在小麦返青
前、节节麦开始生长前，用 3％世玛油悬乳剂 30 ～ 35 毫
升/亩，加助剂伴宝 60mL，对水 40kg喷雾，可收到理想防
治效果。

2.喷药注意事项。一般麦田除草剂要求在气温 10℃以
上施药，低于 5℃不宜施药。因而化学除草要掌握冬前施
药宜早不宜迟。冬前施药晚了气温低、效果差。阴天施药
往往因为湿度大、气温低、杂草生理代谢不旺，药剂不易
被吸收；早晚有露水情况下也不能施药，避免药液流失。
在干旱、低温冻害的年份，使用 3％世玛油悬剂时，要注
意避免喷药出现药害。配药时一定要采用两次稀释法，即
用少量的水先溶解药剂搅匀，再倒人盛满水的喷雾器搅拌
均匀。喷药时要注意风力和风向，以无风或微风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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