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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2116缓解乙草胺对玉米药害的效果研究 

刘 巍 戴良英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安全科学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 

摘要 为了明确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天达 2116(TD2116)对玉米乙草胺药害的缓解作用进行了大田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TD2116对玉米 

乙草胺 药害有着良好的缓解作用，以TD2116与恶霉灵混用进行叶面喷雾对 乙草胺药害的缓解效果最好 ，施药后 21 d的株高比、叶长比及 

叶宽比分别达到了92．04％，93．59％；K 88．29％，显著好于其他处理的缓解效果。结果表明，TD2116可以缓解 乙草胺对玉米的药害，可以在玉 

朱生产I失力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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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toxification Effect of TD2116 on Acetochlor Phytotoxicity to Maize 

LIU W ei DAI Liang—ying 

(CollegeofBiosafety Science andTechnology，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128)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detoxification effect of TD21 16 on acetochlor phytotoxicity to maize，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edthatTD2116 had afavorable detoxification effect on acetochlorphytotoxicitytomaize，ofalltreatments，foliar sprayingTD2116 plus hymexazol 

had the best detoxification effect，plant height ratio，leaf length ratio and leaf width reached respectively 92．04％ ，93．59％ and 88．29％ after 21 days， 

which were notable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treatments．AU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D21 16 had perfect detoxification effect to acetochlor phytotoxicity 

and it could be applied in maize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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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草 胺(acetochlor)是一种芽前选择性酰胺类除草剂 ， 

主要适用于大豆、花生、玉米、棉花、蔬菜田防除禾本科杂草 

和阔叶杂草。它能被杂草的幼芽和幼根吸收，从而抑制杂草 

蛋白质的合成而使杂草死亡。随着乙草胺以及以乙草胺作 

为主要复配成分混剂在玉米田的大面积推广，对玉米田杂 

草的防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及经济效益。但因为乙草胺用 

药量控制不当或使用方法不正确以及天气因素等，很容易 

对作物造成药害，导致作物减产fl-3J。 

天达 2l16(简称 TD2116)是由山东天达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共同研制开发的新一代 

植保产品，含有复合氨基低聚糖、抗病诱导物质、多种维生 

素、多种氨基酸、水杨酸等 23种成分，对细胞正常功能的发 

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除草剂的大规模广泛 

使用，除草剂药害的发生 日益频繁严重。因此，对作物除草 

剂药害有着 良好缓解作用的 TD2116在作物的安全生产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 ，笔者在湖南农业大学教学实 习基 

地进行了试验，旨在为玉米的安全生产提供科学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 验概 况 

试验在湖 南农业大学综合教学实习基地内进行。供试 

药剂有：TD2116粮食作物专用型及 96％恶霉灵原药(山东 

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90％Z草胺乳油(吉林市松润 

农药厂)。供试玉米品种为华农玉 8号(隆平种业有限公 

司)。施药器械为工农一l6型手动喷雾器。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个处理 ，分别为：TD2116 600倍液，药害初现 

时叶面喷雾(A)；TD2116 600倍液 ，药害初现时灌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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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21 16 600倍液+96％恶霉灵原药 6 000倍液．药害初现时 

叶面喷雾(C)；TD2116 600倍液+96％恶霉灵原药6000倍液， 

药害初现时灌根(D)；以不施任何补救药剂(CK。)，不施乙草 

胺，也不施补救药剂，人工除草(CK )作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3次，进行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小区面积40 m2(8mx5ITI)。 

1．3 试验实施 

选取地势均匀平坦的地块(土质为红壤土 ，有机质含 

量 2．7％)，翻耕整平后播种，播种后乙草胺以推荐剂量对 

水进行土壤喷雾处理。施药时天气晴朗，温度约 28 qC，有 

微风 ，土壤湿度适中。在 TD2116施药后 21 d分别调查各 

处理株高、叶长及叶宽(心叶下第 4片叶)，每个处理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玉米 10株 ，并分别计算株高比、叶长比、叶 

宽比与 CK2对比。调查数据利用Excel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 

株高比(％)---处理平均株高／cK2平均株高xl00 

叶长比(％)：处理平均叶长／CK：平均叶长xlO0 

叶宽比(％)：处理平均叶宽／CK2平均叶宽xl00 

2 结果与分析 

玉米出苗后 10 d左右药害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生长 

缓慢，叶鞘不能正常抱卷，叶片扭曲，心叶无法正常伸展，株 

高、叶长及叶宽等形态指标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施用 

TD21 16对玉米乙草胺药害的缓解效果见 表 1。 

表 1 施用 TD2116对玉米乙草胺药害的缓解效果 

h々硼 平均株高 株高比 平均叶长 叶长比 平均叶宽 叶宽比 
～ 一  

cm ％ cm ％ cm ％ 

A 15．82 91．23 21．72 87．51 4．93 86．19 

B 12．91 74．45 20．46 82．43 4．64 81．12 

C 15．96 92．04 23．23 93．59 5．05 88．29 

D 13．23 76．30 20．96 84．45 4．74 82．87 

CK1 1 1．67 67．30 17．44 70．27 3．68 64．34 

CK2 17．34 — 24．82 — 5．72 一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处理施药后对乙草胺的药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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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害。常用药剂有 12．5％烯唑醇、20％三唑酮、15％三唑 

酮等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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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作用．但其 中以处理 C对乙草胺药害的效果最好 ． 

药后 21 d的株高比、叶长比及叶宽比分别达到了 92．04％、 

93．59％及 88．29％。在各处理中。药害初现时处理 A效果要 

好于处理 B的效果；同时 ，处理 C对乙草胺药害的缓解效果 

要好于处理 A的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以TD21 16叶面喷施的解毒效果明显好 

于以其对水灌根的效果 。可能是由于 TD2116主要是 由植物 

叶片吸收 。而植物根部对 TD2116的利用程度相对而言要 

低 的原 因 。同时 ，TD2116与 恶霉灵 混用 的效 果也要 好于 

TD2116单用的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恶霉灵作为一种植物内 

吸性杀菌剂，其自身也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不仅能够抑 

制植物病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够促进作物生长和根系发达， 

因而促进 了 TD2116对乙草胺药害的解除作用问。TD2116能 

保护稳定细胞膜 ，保障细胞膜的完整性 ，同时它能够启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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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身的生命活力，提高植物自身的生命活力，最大限度地 

挖掘植物自身的生命潜力和生产能力，增强叶片的光合效 

能，促进生根，从而最终提高植物对逆境生理的适应与应激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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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处理区田间虫量定点记载情况 

注：表中数据均为百株平均数。 

低 。至 9月底 ，试验区 的危害 率为 0．066 3％，对照 区的危 

害率为0．194 l％。未防治区的危害率为0．2703％，三者差异明 

显，未防治区危害率高，分别是试验区与对照区的4．1、1-4倍。 

201 1年性诱剂防控棉花斜纹夜蛾效果较 2010年明显 ，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2011年无为县斜纹夜蛾呈 

中等偏轻发生，较 2010年高一个等级；二是防控面积加大， 

2011年诱捕面积为 16 hm2，2010年只有 10 hm2；三是棉铃虫 

发生较 2010年重，田间幼虫量大，3~4代平均用药2次左 

右，用药次数增加 ，对试验区斜纹夜蛾产生兼治作用 匐。试 

验区与对照区 田间虫量差异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对照区防 

治次数高．根据农户田间用药记录统计，7—9月每块田用氟 

铃脲防治斜纹夜蛾 7~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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