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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小区试验方法，初步筛选研制出一种能够连根杀死大米草且对环境安全的药剂——— 米草净，能够在６０ｄ内连
根杀死大米草。试验表明米草净对水生生物安全，使用后３０ｄ在土壤中已检测不到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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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ａｎｇｌｉＣ．Ｅ．Ｈａｂｂ）牞原产于英国南安普顿
港犤１犦，禾本科格兰马草属牞为宿根性强的草本植物，具有非常发
达的地下茎，依地下茎及种子繁殖。由于大米草具有抗逆性

强、适应性广、分蘖力和繁殖力强、种群密度高、群落生物量大

等特点，它很快被宣传报道为保滩护岸，促淤造陆的先锋植物

和优良的牧草饲料 犤２、 ３犦，全球各地都开始大规模引进。我国

１９６３年引种成功，１９７４年起先后在全国沿海开始大面积推广，
到１９８１年底我国南起广西合浦县北至辽宁锦西县共有３．６万

ｈｍ２犤４～６犦。然而正是由于大米草极强的抗逆性，以及缺乏生态制
约因素，而又没有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大米草在全球范围迅

速蔓延，致使航道被淤；滩涂被占 犤７、８犦；原有滩涂生态遭到严重

破坏，严重影响了沿海航运、滩涂养殖、滩涂生态以及海滩旅

游。大米草也由保滩固堤、促淤造陆的先锋植物转变成为一种

全球性草害。２０年前福建省福安市白马湾有红树林约 ２００
ｈｍ２，现仅剩百余株零星点缀在一望无垠的大米草丛中，岌岌可
危。大米草的生物入侵对福建省宁德地区滩涂养殖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近十亿元，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更是

无法估计。

鉴于大米草的危害越来越突出，１９９７年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米草研讨会牞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
何控制和利用这一全球性恶性杂草。欧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国家均开展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牞但至今尚未研究出一种
安全有效的大米草除草剂。

经过多年的研究，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初步研制出

大米草的特效防除剂——— 米草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地点
福建省宁德市焦城区二都镇滩涂。

１．２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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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试验区 １ 试验区 ２ 试验区 ３ 对照

平均株根重 ／ｇ ６．５７ ７．１９ ８．２６ １９．２３

表１２０ｄ各处理平均株根重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ｒｏｏｔａｔ２０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２３０ｄ观察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３０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项目 试验区 １ 试验区 ２ 试验区 ３ 对照

平均株根重 ／ｇ ３．６８ ２．９０ ３．７５ １７．６５
枯叶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茎杆枯死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新芽率 ／％ ０ ０ ０ １００

项目
泥蚶 大黄鱼苗 美洲白对虾

死亡数 死亡率 ／％ 死亡数 死亡率 ／％ 死亡数 死亡率 ／％
实验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试验 ２ ０ ０ ２ ２ ２ ２
试验 ３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对照 ０ ０ ２ ２ １ １

表３ 各组死亡情况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ｅｓ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滩涂生长的大米草。

１．３试验方法

１．３．１除草效果试验
设４个小区，每小区６００ｍ２牞其中３个区施以米草净，一个

区作为对照，施药后每１０ｄ调查一次。２０ｄ时牞每区随机连根
挖取１００株牞测每株之根总重。３０ｄ时牞每区随机连根挖取１００
株牞测每株之根总重、茎杆枯死率、枯叶率及新芽率。６０ｄ时牞每
区随机连根挖取１００株牞观察地下部分，９０ｄ时牞观察１００株，
观察每株新芽率。

１．３．２水生动物毒性试验
取４口鱼池牗２ｍ×１ｍ×１．５ｍ牘加过滤海水至水深１ｍ，每

池均放入经 ７ｄ暂养的泥蚶 牗Ｔｅｇｉｌｌａｒｃａｇｒａｎｏｓａ牘、大黄鱼
牗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ｃｒｏｃｅａ牘苗 （１．５～３．０ｃｍ）、 南 美 白 对 虾
牗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ｖａｎｎａｍｅｉ牘各５０尾，其中３口池内加入１００ｍｇ·

Ｌ－１米草净，１口池作为对照，施药后每２ｈ观察１次，记录各组
死亡率，共记录７２ｈ。

１．３．３土壤及水中残留检测
施药后３０ｄ取试验区泥土进行残留药物检测，采用 Ａｇｉ

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５９７３ｎ色质联用仪分析。

２ 试验结果

２．１除草试验结果
米草净处理后１０ｄ即可见部分大米草叶片变黄，处理后

２０ｄ，大米草之根总重与对照差异极显著；处理后３０ｄ，大米草
之根总重与对照差异极显著，茎秆枯死率、枯叶率均为１００％，
新芽率为０％；处理后６０ｄ，地上地下全部死亡，处理后９０ｄ未
见发出新芽。详见表１、２、３。

２．２水生生物毒性试验结果
施药后７２ｈ各组各种生物死亡情况见表３。经生物统计各

组间死亡率无明显差异。

２．３土壤及水中除草剂残留情况
经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５９７３ｎ色质联用仪分析牞用药后３０ｄ，土壤

中即检测不到米草净。

３ 分析

大米草难除，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４点牶
牗１牘涨潮退潮的问题。因为大米草为滩涂植物，每天都会被

海水淹没２次，每次长达６ｈ，这样势必造成所用药剂的散失。
牗２牘大米草的一系列抗逆机制：执行Ｃ４光合途径；具有调

节和改善环境胁迫的生理机能；维护并加强细胞膜的功能；积

累多种含氮化合物或类黄酮等代谢物，发挥特殊作用，抵御环

境胁迫；通过糖苷化反应使毒物失活；发挥群体作用“稀释”毒

物等等，大大提高了其耐受不良因素的能力 犤９～１２犦牞包括对很多
除草剂的抗性明显增强。

牗３牘大米草植株含有盐腺，能附集盐份，使其整株盐度达

７．０％以上。在这样高的盐度下很多药物都会失效，即使不失
效，其效力也会大大降低。

牗４牘因为大米草生长在海洋滩涂牞未被大米草吸收的药剂
会直接被海水带走牞就要求除草剂使用后牞除草剂本身及残留
不应对水生生物及环境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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