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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葵对北疆机采棉的影响与综合防控研究

毛鹏志　侯国庆　宋梅　黄敏　王国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833200 

摘要：棉花在新疆甚至全国农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疆棉花多年来总产、单产都位列全国第一。龙葵适应性、

繁殖能力强，龙葵会与棉花竞争水光肥等生长资源。2009 年以来龙葵上升为北疆棉田杂草优势种群，是新疆棉田危害最为

严重的恶性杂草之一。明确龙葵对机采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明综合防控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科学高效防

除龙葵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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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葵 ( Solanum  nigrum L .), 龙葵属茄科植物又名黑豆子，

苦葵、苦菜、天茄子、北疆棉农常称它野葡萄。生长快 5-6

月出苗，7-8 月开花，8-10 月果实成熟，在我国南北方均有

分布。是北疆地区是棉田的主要恶性杂草，危害性强，常年

造成棉花减产达 30%，且危害程度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北

疆主要植棉地区龙葵发生量占杂草总量的 70-90%，一般棉

田龙葵杂草密度达到 3-5 株 / 平方米，重发棉田达到 10-20

株 / 平方米，部分危害严重棉田达到 500 － 2000 株 / 平方米，

龙葵已成为北疆地区发生和危害最重的杂草。

正常情况下从 5 月 -9 月需进行 2-5 次人工拔草，普通

棉田人工拔草成本在 80-100 元 /666.7m2，重发棉田人工拔

草成本在 200-300 元 /666.7m2，个别危害严重棉田（500-2000

株 /m2）拔草费用达到 500-1000 元 /666.7m2，且存在拔不净、

人工费用高、劳力紧张、效率低等问题；2021 年棉花地租

均价已涨至 800 元 /666.7m2，种植棉花的经济风险已经在临

界点附近，棉花育种、栽培上难有大的迭代技术出现，降低

种植成本是必有出路，棉田龙葵危害己严重妨碍了新疆棉花

高产、优质、全机械化的进程。化学除草由于多年使用二甲

戊灵，龙葵抗药性较为突出；2020 年机采棉田大量推广使

用丙炔氟草胺，春季升温快，北疆多数棉区播种提前 2 周，

4-5 月苗期持续高温干旱，由于技术准备不足，缺乏经验，

在整个北疆出现了大面积的不同程度的丙炔氟草胺药害，影

响较大。如何科学高效防除龙葵，降低成本，已成为当前北

疆棉区函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1. 龙葵的生活史

5 月上旬龙葵达到出土高峰至 9 月下旬初霜时发生期结

束。9-10 月由于对龙葵的防除工作停止，多数龙葵能完成

开花结实，是土壤中杂草种子增加的主要时期。

2. 龙葵生物学特性

龙 葵 (Solarium nigrum L.) 又 名 野 葡 萄 等， 整 株 高 30-

110 cm，花期 6-7 月。开白色花，有 5-10 朵聚伞状花序，

总花梗长约 1-2.5 厘米，花梗长约 5 毫米，; 结黑紫色球状

浆果，直径约 8mm，熟时黑色，单果重约 0.48g，直径约 9.8  

mm，千粒重 1.01g。茎无棱或棱不明显，绿色或紫色，近无

毛或被微柔毛。叶卵形，长 2.5-10cm，宽 1.5-5.5 厘米，先

端短尖，基部楔形至阔楔形而下延至叶柄，全缘或每边具不

规则的波状粗齿，光滑或两面均被稀疏短柔毛，叶脉每边 5-6

条，叶柄长约 1-2cm。种子细小、近卵形，直径约 1.5-2mm，

两侧压扁。龙葵 喜生于田边，荒地，龙葵具有连续多实性、

落粒性、抗逆性强、分布广、蕴藏量大等特点。几乎全国均

有分布。喜生喜潮湿、温暖，田边，荒地及村庄附近。广泛

分布于欧、亚、美洲的温带至热带地区。

3. 北疆棉田龙葵防除现状

目前棉田龙葵防除主要有两种措施：一种是靠人工拔

除。由于龙葵的种子量大、发芽不整齐、生长快、扎根深、

茎杆粗壮、容易拔断、易复发。另一种方法是化学防除。目

前通常采用的化除方法是二甲戊灵、扑草净、乙氧氟草醚土

壤封闭除草，多以二甲戊灵 + 扑草净防除龙葵为主。

4. 龙葵对机采棉的影响

4.1 对产量的影响

龙葵常年与棉花争夺光照、水分资源、氮磷钾养分和

生长空间，严重制约着棉花的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研究表

明，可造成棉花减产 14%-16%，严重制约了棉花的优质、

高效生产，同时生产成本上升明显，龙葵危害严重时，甚至

可造成棉花减产 60% 左右。

4.2 影响棉花品质

龙葵对棉花品级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增加皮棉

的含杂率，降低职工的收益，加工难度增加；另一方面龙葵

属茄科，果实成熟后主要成分 80% 是紫色液汁俗称“野葡

萄”，如不及时拔出田外，棉花机采时就会破裂紫色液汁染

到棉絮上，绿叶和果实可对皮棉染色，造成皮棉降级。形成

有色棉，会降低棉花品质，影响籽棉价格，从而影响棉农收

入。目前使用的机采棉脱叶剂对龙葵没有作用。

4.3 加重有害生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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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葵群落可以成为病虫害的栖息环境，加重棉田病虫

害的发生及传播相关研究表明，龙葵与棉田其他多种杂草，

可作为转主或寄主传播 26 种病虫害，因此，田间杂草对病

虫害的传播有巨大影响。

4.4 增加生产成本

新疆棉花地膜覆盖种植模式不易采用中耕等机械除草

手段，苗后防除龙葵除草剂效果差强人意，后期杂草清除主

要依赖人工，龙葵发生越重，花费在清除杂草上的用工量就

越多，导致棉花生产成本上升，农民植棉经济益下降。

5. 综合防控

机采棉田生产中常见的清除杂草的方法有：化学防治、

生工防治、物理防治、生态防治、生物防治、综合治理等方法。

5.1 化学防除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还是以土壤封闭方式杀灭前

期及土壤表层龙葵，主要使用药剂为二甲戊灵。二甲戊灵单

一使用效果较差，且亩用量增加到 306 克，最高可达 400 克，

使用多种除草剂混合防治龙葵，使用不当容易造成棉花苗期

老苗、僵苗严重，特殊年份造成棉苗死亡，尤其是复配扑草

净施用于棉田，5 月份遇高温年份和超量情况，棉苗会出现

黄化死苗药害的发生。二甲戊灵 + 乙氧氟草醚，是一个非

常不错的选择，具体的用法用量，可以参考丰收年景农资建

议用量。

灭草松、扑草净和草甘膦对龙葵的防效较好 , 施药后第

1 天灭草松的防效达 52.65%，灭草松和扑草净在药后 5 天

的防效可达到 100%, 而草甘膦和氯氟吡氧乙酸药后 9 d 对龙

葵也能达到 100% 的防治效果 , 其对龙葵的生物量抑制效果

均在 70% 以上 ; 三氟啶磺隆和苯磺隆的药效较好 ( 在第 9 d

防效 85%), 但药效缓慢。

丙炔氟草胺自 2020 年防除龙葵面积、用量大增，众多

农化企业开发了相关产品，渐成主流产品，但使用过程中也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前面已有介绍，该药剂使用过程中

需特别关注天气，根据气温、降雨、以及调控棉花滴水出苗

的时的水方量，一旦遇到类似 2020 年 4-5 月高温天气，必

须及时复水，即二次滴水，减少高温药剂挥发为害棉苗。也

需根据土壤选择，偏干土壤，有机质少的，或黑土地，防治

龙葵效果极差。对土壤进行均匀喷施，亩用水量在 40 公斤

以上为宜，与浅表土混合（混土深度不超过 3 厘米），勿重

喷或漏喷。每季最多使用 1 次。建议在使用丙炔氟草胺时复

配 80ml/666.7m2 二甲戊灵防除杂草效果更佳。

5.2 人工防除

在棉花中后期使用劳力对龙葵进行拔除，雨水较多年

份或前茬为番茄、甜菜、油葵的条田龙葵密度较大，使用劳

力较多，正常年份人工除草 3-4 次，雨水较多的年份人工

除龙葵 5-6 次。人工拔除时一定要在浆果成熟前，防治人

工拔除过程龙葵种子散落于棉田。

5.3 轮作深翻

如上年棉田中龙葵密度较大时，一般下年选择春麦、

玉米进行种植，可缓解杂草的发生，但轮作倒茬影响会下年

农户收入，尤其是地租价高涨的当下。

土壤深翻作业，使绝大部分一年生杂草，如龙葵、灰

黎、卷茎廖、野燕麦等分布在地下深土层而不能萌发，而株

高 10cm 以上的杂草一部分萌发后经化除消灭，一部分经冬

季持续低温严寒冻死。深翻对消灭危害最严重的龙葵有很明

显的效果，可消灭 60-80% 的宿根性杂草，而常规耕作地基

本消灭不了。

5.4 滴施除草剂

在棉花头水时滴施 96% 精 - 异丙甲草胺乳油（金都尔）

70ml/666.7m2，可以很好地控制棉花封行前的杂草，对一年

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一年生阔叶杂草如：稗、狗尾草、苋菜、

马齿苋有较好的防效，且药效期长，对恶性杂草龙葵的防效

明显。因此头水滴施 96% 精 - 异丙甲草胺乳油不仅节约人

工除草费用，而且对棉花生长发育安全，在今后生产中可进

一步示范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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