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学通报 2018,34(11):34-39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浅谈国内外杂草控制方法

吕 威，董 黎，孙宇涵，李 云

（北京林业大学林木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林木花卉遗传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笔者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杂草控制方法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各种杂草控制方法的优缺

点，并对未来国内杂草治理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和展望，旨在进一步提高并扩大非化学除草方法的应用

范围，改善国内杂草治理高度依赖化学除草剂的现状，以期为未来杂草的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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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weed control methods in recent
10 years at home and abroad,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weed control method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eed control in the future. We aim at further expanding the applied
scope of non-chemical weed control methods, changing the status of domestic weed control that highly depends
on chemical herbicide, an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eeds in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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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杂草控制是农业生态系统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

一，中国常年受杂草危害的土地面积超过 0.73亿hm2，

因杂草危害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900多亿元 [1]。

有报道称，棉花(Gossypium hirsutum L.)生产区较差

的杂草管理可使棉花的产量降低 10%~90%[2]。而有

氧条件下的直播稻 (DSR)，草害可使其产量损失至

50%~60%[3]。除草也是林地田间管理的一项重要工

作，杂草与苗木争夺养分，传染病虫害，严重影响苗

木生长 [4]。目前，国内有关杂草控制方法的研究居

多，新方法、新技术不断被报道，然而应用率却不高，

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化学除草剂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

的改善。笔者在查阅近年来国内关于杂草控制方法

的研究进展时，发现相关研究进展时间较长、内容较

为陈旧，且对国外有机农业生产所采用的非化学除草

方法介绍力度不够。为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改善

国内农业生产单一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使用化学除

草剂的现状，文章重点介绍了国内外有关非化学除草

方法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潜力，以期为未来农业杂草的

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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