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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薇甘菊传入广西地区以来，截止到

2022 年底，广西地区各个城市的林区病害已经超过了 5.5 万

hm2，并且每年呈现出增长趋势。为了有效控制薇甘菊病害问题，

广西地区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但是所得到的防

治效果并不明显，目前现有的薇甘菊防治技术手段中，化学防治

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但是受到自然环境、薇甘菊生长时间以及除

草剂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防治效果各不相同，且该病

害重复产生的情况频繁产生。

1薇甘菊植物特点

薇甘菊植物属于菊花科、假泽兰属，该植物原产地为美洲，

经过植物繁衍和发展，目前已经分布在整个东南亚以及太平洋

地区。自从薇甘菊植物入侵至我国，已经被国内列为植物的重点

检查对象和防治目标。该植物外表为单叶对生，叶片较薄，外形

大多数为心形或者是长戟形，开花后头部的花朵娇小，但是数量

较多，通常情况下，单只包含四个花朵，并且在枝头一端形成复

杂的伞状，一般情况下，花朵为白色，果实为黑色。

2薇甘菊危险性

薇甘菊产地通常分布在南美洲与中美洲，但是随着全球经

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该植物随着国家流通，从原产地逐渐扩大生

长范围和地区，现阶段大面积分布在亚洲、太平洋等地区，是世

界最具有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由于该植物自身的生长特点，

已经成为最具有影响力、最危险的杂草之一[1]。

我国境内的云南、江西以及两广一带等地区已经成为薇甘

菊影响的主要地区，由于该植物是藤蔓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

主动缠绕或攀附在其他植物上，不仅与植物争抢营养，还会由于

过度的缠绕，阻碍其他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直至植物死亡。除此

之外，薇甘菊在生长时还会散发出化学物质，影响土壤、破坏生

态环境、抑制其他植物的成长和萌发。

由于该物质生命力顽强，主要出现在城市交通、林区、农田、

河流以及湿地等，这是因为潮湿的土壤可以为该植物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而在春季，薇甘菊的种子会随着风分散在各个地

区，而当光照条件、环境温度等满足其生长，该植物会快速的繁

衍，缠绕树木并将原本植物所覆盖。

由此可见，薇甘菊大面积的生长与传播，不仅严重破坏了林

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同样影响生物种类的多样化，阻碍了林区

与农业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森林的生态安全。

3实验流程

3.1 实验药品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通用性，本次桉树林薇甘菊实验将使用

以下几种市面常见的除草剂。其中包含：浓度为 50%的硝磺·莠

去津可湿性粉剂;乙羧氟草醚乳油;草甘膦铵盐;紫薇清;草铵

膦;滴酸·草甘膦;甲嘧磺隆粉剂[2]。

3.2 实验地区

所选择的实验地区为广西省某林场，由于该地区的气候为

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因此近几年该地区所种植的桉树林，成为

了薇甘菊病害产生的高发区域，整个实验区域面积为 533.3 hm2，

并且薇甘菊的基础覆盖率已经超过了 50%，而在成熟林中薇甘

菊开植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 75%，不仅严重影响了桉树林植

物的正常生长，并且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上该地区薇甘

菊的覆盖面积已经超过桉树林最大承受范围，针对此种现状，化

学除治已经成为目前基础的防治技术手段。

3.3 实验流程

实际开展除草剂防治实验之前，首先需要将实验地区按照

除草剂数量，以及实验流程划分成若干个实验区域，并且实验方

法选择植物茎、叶片喷洒方式，按照实验方案计算出该区域除草

剂最小用量，随后均匀的喷洒在薇甘菊叶片以及根茎位置上，直

至两个部位呈现出滴水状态。同时将各种除草剂按照实验小组

进行划分，每种除草剂均需要处理至少三个区域，并且每种除草

剂需单独设置一个对照小组，该小组所喷洒的为清水;每个区域

面积应不小于 900 m2，并且各区域之间间隔为 2m;除草剂喷洒

前后需保证 48 小时内不产生降雨[3]。

为保证实验结果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使用除草剂进行实

不同除草剂防治桉树林薇甘菊试验
陈 奎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 530001

摘 要：薇甘菊由于自身生长特点以及植物特性，被称为世界范围内最危险的杂草之一，是我国重点防治对象，对此，本

文在详细介绍薇甘菊植物特点以及危险性，并根据该植物生长规律，选择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开展一系列防治实验，最终得出

相关实验结论，并且以此作为基础条件，总结出林薇甘菊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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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时，药量需按照常规用药，并在药剂喷洒 3 个月后检查实验结

果，从中选出 3～4 种实验效果较佳的除草剂，针对已经成熟化

的桉树林进行防治效果实验，整个实验流程中应保证除草剂使

用量的常规化，并在药剂喷洒后 3 个月、6 个月以及 12 个月检查

防治效果。

除此之外，针对薇甘菊病害严重的桉树林，则需要根据树木

生长情况适当增加除草剂使用量，以此保证防治效果，比如：通

过详细了解桉树林种植面积、生长情况以及薇甘菊病害程度，需

要单独设置常规药量、浓度提高 50%药量以及浓度提高 100%药

量，并且选择单独喷药以及喷药 +割藤两种防治手段，等待防治

后 3个月、6个月以及 12 个月检查防治效果。

4实验结果

4.1 不同除草剂实验效果

根据表 1 中相关实验数据可知：除草剂在喷洒之前，薇甘菊

病害在林区的覆盖密度与等级保持在 50%左右，而使用草甘膦

铵盐粉剂、紫薇清水剂、草铵膦水剂和滴酸·草甘膦水剂等相关

除草剂，并且按照除草剂常规使用量喷洒三个月后，该实验地区

的薇甘菊病害覆盖面积已经降到 20%以下，并且以上除草剂使

用之后，林区的薇甘菊病害等级已从第 2 等级降低至 0～1 级，

由此可见，以上几种除草剂所产生的防治效果十分显著，所以需

要将其作为桉树林实际区域实验药剂。如表 1，不同除草剂实验

数据[4]。

4.2 不同防治手段实验效果

由表 2 中数据和信息可知，针对薇甘菊病害十分严重的林

区来说，即使使用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在防治技术手段的选择

上，喷药 +割藤此种复合型的防治方法所得到的防治效果明显

高于单纯的喷药技术，其中草甘膦铵盐除草剂在使用喷药 + 割

藤防治技术手段后，在三个时间段内所产生的防治效果，以及降

低病害覆盖面积与等级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

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在使用总量上，所产生的防治

效果同样具有一定差异性，根据表格中数据变化趋势进一步分

析，除草剂用量的提高，病害防治效果则越好，尤其在除草剂喷

洒六个月以内，不同类型的除草剂中，草甘膦铵试剂所产生的治

理效果最高，尤其将该除草剂按照浓度提高 50%药量，并选择喷

药 +割藤复合型防治技术处理后，林区长达六个月内没有产生

重复病害;紫薇清和滴酸·草甘膦除草剂按照浓度提高 100%药

量施药标准进行实验后，林区内至少三个月没有产生重复病害。

如表 2，桉树林薇甘菊防治效果[5]。

5 桉树林薇甘菊防治策略

5.1 化学防治

为有效开展桉树林薇甘菊防治，越来越多的林区管理部门

选择化学防治，因为化学防治方式是林薇甘菊防治技术手段的

重要构成环节，并且经过优化和完善已经取得了一定防治成效。

该防治方法主要利用除草剂或者农药有效清除薇甘菊，由于除

草剂和农药可以有效提高对薇甘菊防治效果，同时除草剂在使

用过程中对于其他农作物或者林区树木的影响较小，并且经过

实验操作证明我国大多数除草剂对人体与动物并无危害，所以

使用化学防治不仅可以有效清除薇甘菊植物成长的活性，还能

够快速恢复土壤稳定性。

5.2 人工清除

人工清除技术手段，主要利用人工操控切割设备，有效去除

薇甘菊植物的营养供给体，以此有效降低该植物在林区的基础

覆盖率。因此使用该技术时，工作人员首先需要利用专业的除草

设备将薇甘菊植物的营养供给体去除，并且收集后集中销毁，或

者将去除的营养供给体反向操作，对薇甘菊植物进行覆盖，以此

降低该植物的光合作用。由此可见，利用人工清除法定期切割营

养供给体，可以有效抑制和阻碍薇甘菊植物的成长，进而实现薇

甘菊病害的防治，但是此种防治技术手段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与财力，因此在防治过程中应慎重选择。

5.3 生态控制

生态调控防治法需要在薇甘菊植物分布的地区使用黑膜覆

盖法，以此有效提升地面温度，同时利用此种遮挡阳光的方式，

能够有效阻隔该植物光合作用，以此有效防治薇甘菊病害问题。

同时，还可以积极引进适合的遮蔽物，有效对薇甘菊植物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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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覆盖，并且根据该植物生长环境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案，

进而阻止薇甘菊植物生长范围的蔓延，以此达到防治效果。除此

之外，在生态控制环节中，还可以根据薇甘菊植物生长特性选择

适合的代替物种，以此实现林区的全面覆盖，比如：幌伞枫、血

桐，利用此种植物生长所产生的代谢物质有效控制薇甘菊的蔓

延，从而阻止该植物病害重新产生。

5.4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技术主要指的是针对薇甘菊植物种类，引进该植

物的天敌或者病原微生物等相关物质，以此有效达到薇甘菊病

害的防治效果。

薇甘菊植物的天敌主要包含：安婀珍蝶和艳婀珍蝶，以上两

昆虫主要依靠吸食薇甘菊叶片中的营养和水分而存活，所以能

够有效控制薇甘菊的生产速度;寄宿植物则通过自身寄宿在薇

甘菊上，吸收其自身的养分，致使该植物枯萎死亡，进而控制薇

甘菊在林区的基础覆盖面积与影响等级，同时以上昆虫以及寄

宿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会对其他植物或者树木产生明显的影

响与作用，因此不会对林区生态平衡造成损坏;病原微生物防治

技术手段主要通过生存能力、适应能力较强的细菌感染薇甘菊，

致使其快速产生病虫害，导致叶片坏死甚至直接死亡，而此种病

虫害会形成一种生物循坏，一旦使用后，能够快速扩散至其他薇

甘菊制度，有效暂缓薇甘菊的生长速度。

6结语

由此可见，种林业有害生物的危害。相信随着我国对这种林

业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技术的不断提升，防治手段将会得到较

大的提高，从而有效遏制这种林业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达到综

合防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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