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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T酯防除杂草试验及其

对高原鼢鼠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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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放牧和杂草蔓延是导致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作为食物链的组成部分,杂草的

大量繁衍有利于以其地下根、茎、块根等为主要食物的高原鼢鼠 (Myo‘

`口

J“ 扬
`Je”

)

的生存,而高原鼢鼠的危害又加速草场的退化和杂草的繁衍。在高寒草甸地区,杂草、

鼠害及草场退化形成的恶性循环,致使牧草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严重阻碍牧业生产的

发展。我们于 1987年 6月 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了杂草

防除试验,并观察对高原鼢鼠数量的作用,现将结果予以报道。
,

材 料 及 方 法

供试药剂为 2,4-D丁 酯,属内吸性除草剂,杀草谱较广,主要用于防除阔叶杂草。试验用 2,吐 一D

丁酯乳油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化工厂出品,原装浓度为 72%,使 用时,按 I:1000倍 稀释。

试验地区的植被类型为矮嵩草 (KoOres油 无%饥记话)草甸,以矮嵩草、工柱头镳草 (so订 pus

d`氵 ,日犰o|jcus)和 垂穗披碱草 σ勿饥us泥咖ms)、 紫花针茅 (shpc pzrp勿 tc舀 〉为主。由于过度

放牧和鼠类的危害,杂类草大量人侵,主要为鹅绒委陵菜 (Poue咖 拥c amscr汕 G)、 细叶亚菊 (△J。疵c

饣e咖 ifo沉 c)、 矮火绒草 (ze0溺。Pod砌犰 叼o%%m)及 一些伴生杂草,丽江风毛菊 〈s‘】。。ss臼 r四 沉-

石油 纪gems氵 s).西 伯 利 亚 蓼 (Poz卿o硼饰 s‘ 。讠r洳够晒 )、 异 叶 米 口袋 (C够cadems氵 ced沈￠ J汕 ersofo“ 6)

等。试验样地面积为 2,5ha,高 原鼢鼠的栖息密度约为 20只 /ba。

施药在杂草幼苗期进行,对禾本科植物不产生药害。根据植物生长状况和预备试验,确定 6月 底

为最佳施药时间。共设 4个处理,各处理的剂量依次为 375(I)`750(I)、 】500(I)及 2250(F)

(g/hn),同时设立对照。每处理小区面积为 100× 50n z,且 重复施药 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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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施用 2,4-D丁 酯防除杂草,可改变植物群落的结构、防止杂草人侵、延缓草场退化,适

宜的施药量可使优良牧草生物量提高 在7%,杂类草生物量降低 70.62%,同 时,可抑制高原

鼢鼠 (″留osp。 J。田b汕 Je″讠)的栖息密度。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在每处理小区内随机选取 50× 50cn 2样方 10块,于施药前后分别记录植物种类组成,株丛 数、

株高、根系长度及开花、结实和死亡等状况,∷估计各种植物对药物的感受性 (sensitivity)和 药害症

状。

由于 2,仁 D的药效持续作用期为 1个月, 故于施药 1个月后进行生物量的测定, 每处理小区选

取 50× 50clI12小样方各两块,按禾本科、莎草科和杂类草分类,分别测定其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物

量,观察除草效果。与此同时,在防除杂草措施生效前后,统计试验区内高原鼢鼠推出地面新土丘的

数量,观察施药效果对鼢鼠数量的作用。 
· 1      ·

(-)杂草防除对植被的作用

不同剂量处理条件下,作为主要牧草的 6种植物的生长和百株干重列于表 1。 处理

I及处理Ⅱ对这些植物不产生药窖,并有一定刺激生长的效果,处理Ⅲ对植物产生轻微

表1 施用2,4-D后植物生长和生物登的变化
t· able 1  C11angcs of gf0、 ,th and biotnass of after piants treatcd by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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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4⋯ D对不同种杂革的防除效果

Table 2  1a.ffect 。f 2,奎 -E) o!l the pro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吖 .eeds.

CK 1 Ⅱ1



药害,而处理1V则可使部分莎章科植物死亡,平均死亡率为 2.2%。 施药后大多数杂类

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卷叶、褪绿和枯死等中毒症状,其生长、开花和结实也受到抑制 ,

而对主要植物种子的成熟基本无影响。

由表 2可知,用药剂量 (X)与杂草死亡率 (y)皇显著 正 相 关
'=0.835、

 (P<
0.05),回归方程为 Y=20.77+0.383X,即 每公顷用药剂量自 375g开始,每增加 1g则

除草效果增加 0.383%。 根据表 1、 2结果, 将其中一些主要植物对 2,⒋ D的感受性列

于表 3。

表了 不同植物对2,4-D的感受性
′
I′able 3  sen.sitivities of different speCies p13n.ts to 2,么 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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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后各类植物的生物量发生明显变化 (表 4),随施药剂量的增加,杂草生物量降

表 4 不同 2,4-D处理对植物生物工的作用 (kg干重 /0.15ha)

Table 4 The effeOt on plant bionass in different treat】 .ent dosages of 2,压 -D(kgD W./o.1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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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耐牧草生物量增高。其中以处理Ⅱ牧草生物量最高,地上部分生物量为 2341,95kg/

ha,比对照增加 47%,而杂草地上部分生物量比对照减少 68.8%; 处理 Ⅲ虽对牧草产

生了部分药害,但其生物量仍较对照高。

(二)经济效益

矮嵩草草甸由于过度放牧及鼠普,杂类草蔓延迅速,对优良牧草具有相当的潜在竞

争力,且某些杂草对牲畜具有毒性,如黄花棘豆 (o″y″ o`打 o滋
'口
″

`切

切),但杂类草

为高原鼢鼠可利用食物源。因此,对杂草防除中经济效益的评价,仅以化学灭杂的投人

和挽回牧草损失的价值进行比较。

在以矮嵩草为优势种的草场中,最适放牧强度为 8.29羊 /ha,在此放牧条件下, 牧

草贮量的最大值为 3554,们 kg/ha(周 兴民等,1986)。 目前收购出栏羊价为 150元 /只 ,

从而求出每公斤牧草的折阶为 150× 3.29/3554.姓 0=0.108元。以施药效果最佳的剂量

(750g/ha)计算,

挽回牧草损失量 =23姐 .95-12m,80=11o1.15kg∫ ha,

挽回阶值 =1101.15× 0.1o8=118.92元 /ha。

2,遮 一D丁酯每公斤单价 8元,每公顷用量 750g价 值 6元, 亦即每公顷投人 6元 ,

则产出值为 118.92元 ,经济效益甚为显著。

(三)防除杂草对高原鼢鼠挖掘活动的影响

高原鼢鼠的挖掘活动随食物资源丰富程度而变化。其挖掘强度在贮存食物的草枯黄

期最高,草返青期居中,而草盛期最低 (王权业和樊乃昌,1987)。 从表 5看出,虽然 9-
10月 为高原鼢鼠大量推出土丘贮存食物以备越冬的时间,占 全年挖掘总量的 62.92%,

但用药剂防除杂草,则使高原鼢鼠的可利用食物大大减少,9-10月 的土丘数比 4-5月

明显下降,说明 2,炉D防除杂草后, 可抑制高原鼢鼠的数量◇

表 5 2,4ˉ D防赊杂章后高原的鼠土丘数盘的变化
·

Table 5  Nu】 u.ber changes of plateau zokof :nounds after applyiilg 2,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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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pply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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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lON AND CURE OF WEEDs BY 2,4~D AND

ITs INFLUENCE ON PLATEAu zOKOR QuANT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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