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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驻马店市是国家和河南省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也是我国花

生、芝麻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花生之都”、豫南油库，正

阳花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大豆面

积不断增加，自 2015 年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栽培

新技术的推广，我市大豆种植面积稳中有升，产量逐步提高。 

杂草是秋作物田最具威胁的有害生物之一，杂草与玉米、

大豆、花生、芝麻争夺养分、水分和空间，造成花生生长不良，

植株矮小，叶色发黄，根系不发达，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严

重影响作物的丰产与品质。据报道，草害使花生减产 5%～15%；

严重的减产 20-30%，甚至更多，据研究，每平方米有 5 株杂草，

花生荚果产量比无草的对照减产 13.89%，10株杂草减产 34.16%，

20 株减产 48.31%，密度越大，减产越多。此外，杂草还是很多

病虫害的寄主，苗期杂草多的田块虫害发生量大、危害重，中

后期杂草多的田块，病虫害等发生重。秋作物生长期处于夏秋

两季，这两个季节降雨频繁，气温适宜，十分利于杂草繁殖生

长。随化学除草剂的连年使用，杂草抗药/耐药性增强；有些农

户为了防除抗药性强的杂草，不得不增加除草剂使用次数和施

药量，过量使用对作物安全性差、恶性杂草如铁苋菜、香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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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生基数增大、过多使用甲基咪草烟对后茬轮作作物有残留

药害等药害事故频频发生，不仅使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而且使生

态环境受到影响。 

过度依赖化学除草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是环境问题，

如土壤和水体的污染；二是导致杂草群落向不利于治理的方向

演替；三是造成当茬或后茬的药害问题；四是导致杂草抗药性

快速发展；五是使防治成本提高。 

本标准将农药减量增效的四字原则“控、替、精、统”应

用到麦田杂草综合治理中。控：即将生态控草、阻截传播；替：

综合防除替代化学防除、高效低毒低残留低剂量农药替代高毒

高剂量长残留农药；精：防控时机精准、施药技术精准；统：

开展统防统治。 

此标准的出台，将为我市提供一套操作性强、安全有效、

综合效益较高的秋作物田杂草防除技术，将能显著提升秋田杂

草的治理水平和农药科学使用水平，对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保

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于 2024年 11月由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

检疫站提出申请，由驻马店市市场监督局立项评估后批准立项，

立项通知见《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三批

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立项编号：20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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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由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

植物保护检疫站负责起草。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在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条款先进性的

前提下，遵循“适用性、充分的可预见性、高效的协调和兼容性、

灵活的开放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刊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

行编写，力求各项科学合理，符合行业工作实际需要，并注重标

准的可操作性。 

本标准以非化学措施、化学措施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规范了复

合种植田杂草防除的技术。以达到我市秋作物安全、优质、高效

生产和生态环保为目标。以试验示范为基础，以生产实践为依据，

借鉴和参考现有成熟技术和生产经验，充分听取相关领域专家、

基层农技人员和粮食种植大户的意见，并与驻马店市不同生态区

的具体情况、种植模式、生产技术条件紧密结合，使标准和生产

实际协调统一，确保本标准在生产上切实可行。 

由于目前没有秋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的技术行业标

准、有关的地方标准可供参考，因此本标准采用的技术措施来源

于实践和试验研究，并在生产中验证、完善，是大田生产和科研

成果的有效统一。编制技术措施的相关量化指标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标准。本标准根据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的制

定坚持了技术先进、实用性强、绿色高效的原则。为了将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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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术集成于本标准，2020 年～2024 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和试验示范。 

三、工作简况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的制定坚

持了技术先进、实用性强、绿色高效的原则。为了将科学的使用

技术集成于本标准，2020年～2024 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

试验示范。 

（一）前期研究工作 

结合我市近几年立体农业的普遍种植，复合种植田杂草防除

技术不够成熟，时常药害发生等目前面临的问题，开展秋作物带

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的课题研究。开展普查、对不同的栽培

模式杂草防除开展试验。根据大田试验结果并结合实践经验，形

成了秋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集成并开始生产应用，采

取边研究边示范推广的方法，在示范中对该套技术集成进行检验

和完善，该技术在示范过程中植物安全、防效显著、可以复制，

适合驻马店区域示范推广，大幅度提升了秋作物带状种植杂草防

除的效果、效益和安全性。主要过程和方法是： 

1、种植模式调查 

 普查多样化带状复合的栽培模式，在全市不同区域开展普查；

主要模式有玉米花生、玉米大豆、芝麻花生等。 

2、杂草群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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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022年，市农技植保站每年组织平舆县、西平县、

正阳县、驿城区等县进行主要草相及为害情况调查。采取倒置“Ｗ”

九点取样法，调查杂草平均密度、频度和多度；采取“三层三级

目测法”调查杂草危害严重度。按照种植结构，将调查区域分为

玉米、大豆、花生、芝麻、等 7个区域。 

调查结果表明，秋作物杂草有 33科、56 种。主要有 17 科

36 种。恶性杂草 2 种。 

 杂草种群演替。因种子调运、跨区收割、免耕技术推广、抗

药性上升等导致秋田杂草种群变化明显。在此过程中，跨区调运

种子为主要扩展途径； 

 3、对不同的栽培模式开展杂草防除的试验研究；筛选出适

宜除草剂种类，用量、使用日期以及安全性等。 

编制工作从 2023年 1月份开始。为了使编制工作顺利进行，

驻马店市农技植保站专门召开会议，就编制框架、内容、工作进

度进行了详细的研讨和规划。编写人员在认真整理和评估示范区

相关数据的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

方标准。在对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结合我市

秋田杂草防除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的建议和使用者的接受水平，

于 2024 年 5 月底完成了标准草案。并组织全市植保、农技等专

家探讨研究，编写成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环节，除

了和专家进行直接沟通外，还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秋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规范》



6 
 

送审稿。最后，经过  等单位专家的评审、修改和完善，形成《秋

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规范》报批稿。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见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王梦斐 女 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站 项目规划、设计、制定方案 

龚现丽 女 高级农艺师 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站 设计、制定方案、编写 

刘春城 男 高级农艺师 汝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设计、制定方案、编写 

朱景梅 女 高级农艺师 西平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设计、制定方案、编写 

汪秀峰 女 高级农艺师 确山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设计、制定方案、编写 

吕建中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普查、试验、编写 

张娜娜 女 农艺师 正阳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机械融合试验 

丁艳平 女 农艺师 平舆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普查、试验 

邵俊昌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业经济服务站 普查、数据统计 

邵  军 男 工程师 汝南县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农药计量检测 

汪红艳 女 农艺师 
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刘阁办事处农业

农村服务中心 
普查、试验 

李继业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驿城区农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站 试验、数据统计 

李鹏 男 农艺师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新农药筛选 

米世洋 男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新农药筛选 

邹伟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加平农资有限公司 新农药筛选 

王海红 女 农艺师 西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普查、试验 

张良 男 农艺师 正阳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普查、试验、统计 

李飞 男 助理农艺师 驿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普查、试验、检测 

翟琳娜 女 助理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普查、试验、统计 

王  聪 女 助理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普查、试验、统计 

田立航 男 助理农艺师 新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普查、试验、统计 

裴华丽 女 助理农艺师 确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普查、试验、统计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997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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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侧重于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的基本要求，包括除草剂

的选择、配制、施用、抗性治理、药害预防等环节的技术要点，

对农田杂草防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秋田杂草防除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采取非化学防除与化学防除的综合措施才能达到持续、

有效的治理，目前我市缺乏相应的标准做指导。本标准以秋田杂

草综合治理为原则，制定科学防除技术规范。 

本标准包含秋田主要草相、非化学防除措施、化学防除措施、

注意事项四部分内容。主要依据近年来对我市秋田杂草全面普查

的结果。非化学防除措施从植物检疫、生态除草、农业措施等三

个方面进行梳理。化学防除措施从播种前、播后苗前、苗后 3个

关键节点出发，依据近年来试验结果和生产应用现状，针对不同

杂草群落提出相应的药剂组合方案，结合除草剂使用时的安全注

意事项，达到安全有效防除杂草的目的。 

本标准关键技术： 

（一）施药时期 

1.播后苗前 

因两种作物复合种植，作物播种后出苗前是秋田杂草防治的

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用药时要考虑同时施药，省工、节约成本、

安全。采用土壤封闭处理对于有多次出土高峰、抗药性较强的杂

草有较好的防效。如精异丙甲草胺土壤封闭可以明显抑制杂草出

苗，对减轻茎叶喷雾防治压力和延缓杂草抗药性产生有重要作用。

封闭除草要求有充足的墒情。土壤处理类除草剂施药后在土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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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形成药膜，施药 1～2 周内切勿中耕，以免破坏药层降低除草

效果。 

玉米大豆间作模式用药：优先选用噻吩磺隆、唑嘧磺草胺、

灭草松、精异丙甲草胺、异丙甲草胺、乙草胺、二甲戊灵等 7种

同时登记在玉米和大豆上的除草剂。 

玉米花生间作模式用药：优先选用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

异丙甲草胺、丙炔氟草胺·乙草胺、二甲戊灵等在玉米和花生上

的除草剂。 

花生芝麻间作模式用药：芝麻不能使用乙草胺，可使用精异

丙甲草胺在花生、芝麻同时登记是除草剂。 

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3%以下时，选择除草剂登记剂量低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3%以上时，选择除草剂登记剂量高量。喷施

除草剂时，应保证喷洒均匀，干旱时土壤处理每亩用水量在 40

升以上。 

2.苗后防除 

作物 3叶期以后是防治秋田杂草的最佳时期。此时作物对除

草剂较为耐受，杂草已基本出土，而且草龄比较小、耐药力差，

除草效果高，用药量少、成本低、安全性好。如果在浇蒙头水后

施药效果会更好。夏季施用除草剂要特别注意对后茬及套种作物

的影响： 

可使用在玉米、大豆、花生、芝麻登记的除草剂。做好定向

除草，防止漂移的措施。在选择茎叶处理除草剂时，要注意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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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近作物和下茬作物安全性高的除草剂品种。精喹禾灵、高效

氟吡甲禾灵、精吡氟禾草灵和烯草酮等药剂飘移易导致玉米药害；

氯氟吡氧乙酸和二氯吡啶酸等药剂飘移易导致大豆药害，莠去津、

烟嘧磺隆易导致大豆、小麦、油菜残留药害，氟磺胺草醚对下茬

玉米不安全。所有防阔叶杂草的除草剂易导致芝麻药害。 

（二）施药环境 

施用时的温度、湿度、苗情对除草剂药效发挥及避免药害出

现有决定作用。有些除草剂的药效受光照、气温、土壤墒情的影

响， 

（三）除草剂之间的混用 

除草剂混用可扩大杀草谱和延缓抗药性产生，但产生拮抗作

用的除草剂不能混用，具有增效作用的除草剂应减量混用，杀草

谱不同的除草剂按照正常剂量混用。 

（四）确定最佳用药量和对水量 

根据施药时期、气候条件、田间草情和标签推荐的制剂用药

量等，确定每亩最佳用药量和对水量。一般情况下采用标签推荐

的中剂量来使用，防除难治的抗性或恶性杂草及杂草叶龄、密度

较大时，应采用标签推荐的高限用药量。不能超剂量范围使用。

一般背负式喷雾器每亩对水 20 L～30 L（两桶），干旱及杂草

密度、田间蒸发量和喷头流量较大时，应采用推荐的高限对水量。

对水过多，雾滴会从茎叶滚落到土壤中而降低茎叶处理除草剂的

药效，对水不足则会因受药不匀而导致除草效果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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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配制药液 

正确的配制方法是二次稀释法：先将药剂用少量清水稀释成

母药液，再将配制好的母药液和助剂倒入盛有一定量水的药箱内，

边加边搅拌，然后补足所需的剩余对水量，调匀稀释至需要浓度。

切忌先倒入药剂后加水，这样药剂容易在药箱的吸水管处沉积，

使先喷出的药液浓度高，容易产生药害，后喷出的药液浓度低，

除草效果差。也不可将药剂一下倒入盛有大量水的药箱内，这样

可湿性粉剂往往漂浮在水表或结成小块，分布不均匀，不但不能

保证效果而且喷雾时易阻塞喷孔。 

（六）调配好施药器械 

雾化良好的施药器械是确保施药质量的前提。检查施药器械

是否在最佳工作状态，有无跑冒滴漏现象，选配扇形雾防滴喷头，

调整适宜的工作压力，使雾滴粒径大小适合、雾滴分布均匀。如

喷头因堵塞而使流量减小应立即卸下清洗，若喷头因磨损造成流

量、喷雾角或雾形明显异常应立即更换。根据流量、施药液量、

喷幅及行走速度四者之间的公式计算出最佳行走速度。 

（七）均匀喷施 

施药时，行走速度、喷头高度、作业间距应基本保持一致；

避免重喷、漏喷；严禁“草多处多喷，草少处少喷”；剩余药液

不可集中喷在地头。    

（八）除草剂药害的补救措施 

1.喷水排毒：施用除草剂过量，应尽早喷清水冲洗受害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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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叶片 3 次～5 次，对遇碱性物质易分解的除草剂，可用 0.2%

的生石灰或 0.2%的碳酸钠清水稀释液喷洗，减少叶面药剂残留

量。 

 2.加强田间管理：A.结合浇水，增施有机肥和速效肥，促

进根系发育和再生，恢复受害农作物的生理机能，缓解药害；加

强中耕松土，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提高地温，增强根系对养分和

水分的吸收能力，使植株尽快恢复生长发育，降低药害损失。B.

喷施叶面肥：药害出现后，要及时喷施叶面肥，一般 5 d～7 d

喷 1 次，连喷 2次～3次，可选用 1%～2%的尿素溶液、0.3%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天达 211、活力素、天丰素或惠满丰 800 倍～1000

倍液等喷施。C.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农作物受到激素类除草剂

如 2，4-D 丁酯、2 甲 4 氯、百草敌、使它隆等造成的药害或内

吸传导型除草剂药害及前茬农作物除草剂残留药害时，可在苗期

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芸薹素内酯、复硝酚钠等进行激活，刺

激受害植株恢复生长。 

3.应用除草剂解毒剂：出现除草剂药害初期，每亩用奈安

80g～100g 进行茎叶喷雾。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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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依据的技术规范有：GB/T8321.1-8231.9 农药合

理使用准则、NY/T 1276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NY/T 1997-2011 

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通则等。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农药管理条例》、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在我市成立标准推广工作组，率先在杂草发生危害较重、

防除难度较大的地区针对植保专业化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进行技术培训与宣传普及。通过广播电视、微信、qq、培训会、

现场观摩等多种渠道宣传此标准的关键技术，尽快提高我市秋田

杂草防除水平，为我市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目前，多种作物形成多样化栽培带状复合种植，在全市不同

区域开展普查结果，大面积主要种植模式有玉米花生、玉米大豆、

芝麻花生等。规模化蔬菜或农户蔬菜种植带状复合种植表现多样

化，但是面积较小，大都是人工除草。没有对其除草技术开展研

究。 

 

 

《秋作物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除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2024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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