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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睡
,

在 北 纬 21 一

2 9
“ ,

东经 9 7 一 1 0 6
“

之间
,

在横断山脉 及 其

以东地带
,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中部哀牢山

南北走向
,

将全省分为东西两半
,

地势地形

错综复杂
,

热带至寒带气候均有
。

农业耕作

区从海拔 8 。米 (河口 县) 到海拔3 6 0 0米 (德

钦县 )
,

高差 3 5 0 0米
,

温差约2 5 c ,

纬度相

差 8
“ ,

温差 19 c ,

具有立体农业的特 点
。

在复杂的 自然生态条件和耕作栽培条件下
,

杂草镶嵌交错
,

种类 繁多
。

我们在长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
,

经过五

年时间
,

在不同的空问和时间内
,

对全省农 田

杂草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
,

根据自然条件和

耕作情况的特点
,

叁考农业气候区划和农业

地理区划的资料
,

将全省归纳为 5 个农田杂

草区
。

草增加
。

在已调查的62 6种杂草中
,

有十余 种 在

我省或我国未见报导
,

尚属新纪录
,

还有少

数有待鉴定明确分类地位
。

其中
,

有的杂草

是在检疫制度不严格 的情况下
,

随调运种子

苗木夹带传入
,

已知的有欧洲菌草
,

奇异鹃

草
,

刺儿菜等
,

有的还待进一步 考 证 其 来

源
。

一
、

我省农田杂草种类

根 据系统调查采集的农田杂草标本
,

分

类鉴定整理共有10 2科
, 6 2 6种

,

其中水田杂

草 2 24 种
,

旱地杂草4 02 种
。

水田杂草中
,

除

少数低等的藻类植物和抱子植物外
,

大都是

自养性高等的被子植物
,

未发现寄生性杂草 ;

在湛水期间 (水稻 ) 有水生和湿生杂草
,

排

水后种植小春作物期间为湿生杂草和早生杂

草
。

早地杂草中
,

除低等植物和高等自养性植

物外
,

还有少数寄生或附生性杂草
; 大春作

物期间有湿生和早生杂草
,

冬春则 以早生杂

草为主
。

短期作物农田中以一年 生 杂 草 为

主
,

经济林园
、

粗耕地及休闲地中多年生杂

二
、

农田杂草的分布

农田杂草的分布受农田生态 环 境 的 影

响
,

包括自然条件和人为耕作两 方 面 的 因

素
,

除草措施及弓】种调种等
。

光照
:

如大春生长的稗草
、

异型莎草
、

画眉 草
、

金狗尾等是短光照杂草
:

小春生 长

的野燕麦
、

看麦娘
、

泥糊菜
、

大巢菜等则是

长光照杂草
;
处于群落上层的胜红蓟

,

碎米

莎草
,

稀签等则喜强光
,

而处于群落下层的

耐
·

阴杂草如
:

醉浆 草
、

红花醉浆草
、

园叶母

草等则喜弱光
。

温度
:

高温杂草飞机草
、

刺芜萝
,

地毯

草
、

竹节菜
,

尖瓣花仅分布于热带或南亚热

带
,

拟马先筒
、

三籽两型豆
,

棒毛马唐
,

肾

叶山萝等只见于寒温带
。

雨量
:

弯穗草
、

飞爪茅等常见于高温少

雨区的元谋和元江
,

两耳草则多发生于高温

多雨区的西部
、

西南部区
。

湿度
:

如稻田均为水生或水早共生的眼

子菜
,

四叶萍
、

稗草
、

异型莎草
、

牛毛草
、

畦畔莎草等
,

早地则以马唐
、

金狗尾
、

辣子



草
、

胜红蓟
,

旱生杂草为主
。

草成份相对稳定
,

化学除草由于除草剂杀草

海拔
:

海拔 1 2 0 0米以下是以飞机草
、

胜 谱的限制
,

随某些除草剂的长期使用
,

导致

红蓟
、

丁香寥
、

尖瓣花等喜热杂草为主
,

随 杂草群落成份的改变
。

海拔升高喜热杂草成份减少
。

引种调种
:

如欧洲萌 草
、

奇 型 萌 草
,

土壤
:

粘金土壤 (小麦
、

蚕豆 ) 以棒头 弯穗草从 国外传入
,

青麦
、

大豆兔丝子
、

刺

草
、

看麦娘
、

日本看麦娘为主
,

沙壤则以葵 儿菜等从省外传入
,

从而扩大了 杂 草 的 分

科
、

寥科杂草较多
,

适于早地酸性土壤生长 布
。

的有铁芸箕
、

藏
、

石松
,

扁杆蕉草等更喜碱 综上所述
,

云南省农田杂草的分布受纬

性土壤
。

度和海拔以及耕作的影响
,

五个农田杂草内

耕作条件
:

如水稻
、

小麦
、

油菜等短期 都有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镶嵌交错的分

作物以一年生杂草为主
,

果园
、

胶园
、

宿根 布
,

总的趋势是 由南向北随纬度的推移和海

甘蔗土壤耕作少以白茅
、

狗牙根
、

香附子等 拔由低到高
,

喜热杂草渐减
,

耐寒杂草增加
,

多年生杂草为主
。

种类逐渐简单化
。

具体分布情况见
‘

附表
。

除草措施
:

人工或机械除草
,

农 田中杂

附表
:

云 南 农 田 主 要 杂 草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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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抽 稻 稗
、

异型莎草
、

异芒 菊
* 、

鸭 舌 陆稻
、

橡胶
、

马唐
、

广}芋
、

龙爪茅两 耳 草
幸 、

热带大 草‘工
一

香 爹
、

四叶萍
、

尖 瓣花
、

千金 茶
、

椰子
、

产 马鞭草
、 一

匕机草
申 、

地毯草
巾 、

含

春作物 子
甲 、

水龙
、

田 问鸭咀草
、

大凛
* 、

果
、

油棕
、

咖 差草
幸 、

竹节草
、

全腰箭
* 、

细 千

三熟区 扁汗蕉草 啡
、

香蕉
、

风 斤子
、

刺芫姜
* 、

胜 红 蓟
、

狗 牙

梨
、

菠萝蜜 根
、

类雀稗

( I ) 釉稻
、

梗稻
、

稗
、

扁杆簇草
、

牛毛草
、

四叶萍 陆稻
、

工 米
、

’

甘 胜红蓟
、

马唐
、

辣子草
、

细千斤

南亚热 甘蔗
、

小麦
、

水龙
申 、

异型莎草
、

鸭舌草
、

丁香 蔗
、

甘薯
、

花 子
牵 、

全狗尾
、

革命莱
、

牛筋草
、

早

带双季 蚕 豆 葱
幸 、

水车前
申、

冠果草
本 、

双穗雀 生
、

黄豆
、

小 稗
、

狗牙根
、

繁缕黄香附
、

紫香

稻及小 稗
、

崩大碗
、

鸭环草
、

旱稗
、

空心 麦
、

蚕豆
、

柑 附
、

白茅
、

稀荃
、

弯穗草
、

筒竹

春三熟 莲子草
、

碎米莎草
、

水 鳖
率 、

石龙 桔
、

香蕉
、

巴 茅
* 、

银胶菊
中 、

长茹麻 黄
率 、

赛葵
、

区 尾
幸 、

裸花水
、

竹叶
中 、

眼子莱
、

刚 蕉
、

石榴
、

凤 藏牛虱草
* 、

龙爪茅
申、
通 奶草

中

毛辈算
、

长 瓣茨菇
、

尖瓣花
中 、

萤 梨
、

芒果
、

砂 叶 下珠
、

黄珠子草
牢 、

牛 繁 缕
、

蔺
、

水马 齿
牢

仁
、

番木瓜
、

西 棒头草
、 : 七荆芥

、

大飞 扬草
、

尼

瓜
、

茶
、

罗 望子
、

泊尔萝
、

碎米莎草
、

铁览菜

橡胶
、

叶菜类

(I )

中亚热

带水稻

及小春

两熟经

布乍区

釉稻
、

粳稻
、

甘

蔗
、

藕
、

茨菇
、

戴菜
、

草芽
、

小

麦
、

蚕豆
、

油菜

稗
、

异型莎草
、

鸭舌草
,

萤蔺
、

扁

杆旅草
、

眼子莱
、

牛毛草
、

长瓣
、

汉菇
、

虾蛾菜
、

鳃肠
、

繁缕
、

牛

繁缕
、

棒头草
、

泥 糊 莱
、

看 麦

娘
、

过江藤
中 、

双 穗雀稗
、

空心 莲

子草

陆稻
、

工 米
、

一

甘蔗
、

花生
、

甘 薯
、

烤烟
、

黄豆
、

小麦
、

柑

桔
、

石榴
、

茶
、

桑
、

桃
、

梨
、

芭

焦
、

蔬莱类
、

杂

豆类
、

西瓜
、

紫胶
、

豆薯

马 疥
、

井仁红 蓟
、

辣子草
、

金狗尼
、

牛筋 草
、

尼泊尔莎
、

牛虱草
、

园

叶 繁 缕
* 、

自 茅
、

狗 牙 根
、

紫

香附
、

紫茎泽兰
、

筒 轴 茅
唯、

早

稗
、

滇南风仙花
* 、

腺梗稀 签
、

苍茸
、

三叶鬼针草
、

细柄黍
、

大

菜菜
、

铁宽案

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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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梗稻
、

藕
、

茨 稗
、

眼子莱
、

异型莎草
、

萤蔺
、

扁 玉米
、

小麦
、

马唐
、

辣 子草
、

三叶鬼针草
、

早

北亚热 菇
、

雍菜
、

小 杆藕草
、

牛毛草
.

四叶萍
、

鸭舌 陆稻
、

烤烟
、

油 稗
、

尼泊尔寥
、

野燕麦
、

腺梗稀

带
、

暖 麦
、

蚕豆
、

油 草
、

长瓣茨菇
、

泽泻
、

双穗 雀稗
、

园 菜
、

黄豆
、

马铃 荃
、

金狗尾
、

短穗铁宽菜
、

抽草

温 带水 菜
、

烤烟 叶节节菜
、

紫背萍
、

滇篇草
今 、

金 薯
、

荞麦
、

杂 野荞麦
、

钢毛 野荞麦
、

小黍
、

佛

稻及小 鱼藻
、

矮茨菇
、

水绵
、

棒头草
、

看 豆
、

甘薯
、

茶
、

座
、

欧洲千里光
、

香萧
、

紫茎泽

春两 熟 麦娘
、

日本看麦娘
* 、

黄花 草 木 桑
、

桃
、

梨
、

苹 兰
、

白茅
、

狗牙根
、

狼尾草
、

大

区 杯
、

天兰首 猎
、

齿 果 酸 模
、

扁 果
、

李
、

杏
、

梅
、

辣子草
* 、

紫香附
、

刺儿莱
* 、

园

蓄
、

大巢菜
、

石龙苗
、

牛繁缕
、

葡萄
、

山植
、

叶牵牛
、

加拿大蓬
、

万寿菊
、

波

繁 缕泥糊菜
、

蔺草
、

畸异鹃草
申、

花红
、

板栗
、

斯菊
、

牡篙
、

打碗花
、

鼠尾粟
、

欧洲肪草
串

核 桃
、

蔬莱类 砖子苗
、

蔓陀萝
、

地石榴
、

异叶

泽兰
晰

(V ) 高原粳稻
、

栽 稗
、

水绵
、

紫背萍
、

牛毛草
、

石 工 米
、

马铃薯
、

棒毛马唐
中、

繁缕
、

欧洲千里光
、

温带至
“

稗 龙苗
、

地钱
*

小麦
、

小黑麦
、

辣子草
、

香蕾
、

又歧繁缕
水、
云南

寒温带 荞麦
、

青棵
、

燕 蚤缀
味 ,

西南马先篙
幸 、

丝瓣蚤缀
中 、

夏作一 麦
、

芸豆
、

萝 卜 野燕麦
、

拟马先篙
幸 、

丝毛卷耳
率 、

熟 区 子
、

栽稗
、

苹 尼泊尔萝
、

金狗尾
、

散花 马先篙
中 、

果
、

花红
、

云 肾叶山 寥
冲 、

三籽两型 豆
中 、

千年

南海棠
、

锡金 健
、

灌从杜 鹃
币

海棠
、

光核桃

等野生水果

, 为本区指示杂草
,

主要是对温度的反应
。

(上接 4 页 )

期环境条件的改善对大豆产量库潜势的生理

表现有很大的影响
。

早熟大豆单株结英数大

约决定于营养生长期 和叶冠结构有关的冠

层内光照状 况很可能是决定单株英数的主要

环境因子
。

此外
,

和当时环境负载相适应的

叶冠光合产物供应对
一

单株荚数形成也有一定

影响
。

大豆粒重在生殖生 长期 V
:

对环境改

变相当敏感
。

粒重形成可能主要由光合产物

供应状况控制
,

改善光合产物供应状况可以

增加粒重
。

在适合的环境条件下
,

大豆形成

较大的库容和库力
,

反过来对源系统施加一

新反馈作用
,

从而使叶冠结构与功能能满足

个的库需求
。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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