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解决西瓜连作障碍问题，瓜农往往选择水稻

田种植西瓜，水稻-西瓜轮作模式既解决了粮食生产

问题，又为实现设施西瓜可持续、稳定发展找到了

有效途径[1]。随着水稻-西瓜轮作模式的推广应用，

栽培上的一些新问题也逐渐出现，尤其是近几年，

“中国大棚西瓜之乡”的温岭市及上海市嘉定区、江

苏省盐城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等地瓜农反映，西

瓜根系出现毛根状及膨大，并大面积死亡。有的瓜

农怀疑是病毒病，有的瓜农意识到是药害，但究竟

什么药害，由什么操作失误导致却不得甚解，给生

产造成较大影响和危害。经笔者实地调查、观察与

了解各地瓜农发来的植株和图片，确诊西瓜死亡原

因是稻田除草剂药害所致。目前，除草剂使用量和

化学除草面积与日俱增，用量已占到农药使用量的

50%~60%，除草剂土壤残留致作物药害的现象也不

断出现[2-4]。长残效除草剂在土壤中残留时间长，最

长在 4 年以上，在连作或轮作农田中使用易对后茬

作物产生药害[5]。国内曾有除草剂对蔬菜药害相关

研究与报道 [6- 8]，但对设施西瓜药害研究与报道很

少。笔者根据近几年温岭及各地设施西瓜生产上

所出现的稻田除草剂药害症状、程度，以及对不同

稻田除草剂影响西瓜根系试验结果分析，提出防控

对策，供种植户参考。

1 发生概况

2016 年温岭市箬横镇叶冬福反映西瓜死亡问

题，笔者实地调查，3 001.5 m2西瓜地上部新叶变小、

卷缩，近地表处有大量白色毛根，地下部毛根根尖

不规则膨大。其中 1 801 m2西瓜于 3 月 22 日死亡，

瓜地改种大白菜，菜苗一出土就死亡。2017 年 3 月

30 日，上海市嘉定区瓜农寄来稻茬西瓜植株，近地

表根系出现不规则状膨大，生长缓慢，零星植株死

亡。2022 年 3 月初，温岭市箬横镇 70 多户瓜农稻

茬西瓜出现死亡，东浦村瓜农毛根友先后种植 3

次，第 3 次仅移栽 10 d 左右就开始陆续死亡。2022

年 3 月下旬以及 9—10 月，江苏省盐城市、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等地瓜农发来稻茬西瓜药害图片，咨询

死亡原因。由此可见，稻田除草剂对设施西瓜的危

害日趋严重，已造成多地设施西瓜大面积死亡，从

而影响瓜农收入。

2 稻田除草剂种类与使用方法

2016—2022 年在温岭市实地调查，西瓜种植地

未施用过除草剂，但发生危害的瓜地前作均为水

稻，水稻使用了各种除草剂，其中直播水稻使用苄

嘧磺隆（农得时）、丙草胺等除草剂，连作晚稻使用

五氟磺草胺（稻杰）、氰氟草酯（千金）、氯氟吡氧乙

酸（使它隆）、苄嘧磺隆（农得时）、苄嘧·丙草胺（有

效成分苄嘧磺隆、丙草胺）等除草剂。

据温岭市植保站调查，随着种植田块种植水稻

年限及除草剂使用年限的增加，稗草等杂草对除草

剂的抗性也不断增强，造成除草效果不理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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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稻种植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加大除草剂使

用剂量或多种除草剂混合使用，导致残留加重和残

留期延长。

3 西瓜药害症状

受稻田除草剂药害的西瓜，地上部表现为生长

迟缓，叶片小、卷缩、鸡爪形（图 1），类似于西瓜根腐

病发生症状；地下部，伸蔓前期根系发育不良，几乎

没有毛根，寥寥无几的根仍为白色、不变褐、不腐烂

（图 2），但根细而短，出现死亡；伸蔓中、后期，植株

近地表处出现大量白色毛根，根尖端膨大成不规则

瘤状，出现死亡（图 3）。危害症状最早发生在西瓜

定植后 10~20 d。未受害植株根基部未出现毛根、

根尖不膨大（图 4）。

图 1 受害植株前期地上部表现症状 图 2 受害植株前期根系表现症状

图 3 受害植株后期根基部及根系表现症状

图 4 未受害植株后期根基部及根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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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瓜受害程度

2022 年实地调查温岭市箬横镇东浦村毛根友

瓜田，因西瓜死亡先后种植 3 次的田块曾用苄嘧·

丙草胺除草剂 2 次。隔河汪雪法的田块只用苄嘧·

丙草胺除草剂 1 次，西瓜受害程度大大减轻，只表

现植株生长迟缓，叶片皱缩，根系少，零星植株死

亡。到 4 月中旬皱缩叶片逐渐展开，大小正常。由

此可见，稻田除草剂对设施西瓜造成的药害程度与

稻田除草剂的使用剂量、次数有密切关系，使用 2

次的比使用 1 次严重。

随着 4 月天气回暖，瓜地的土温升高，土壤中

的除草剂降解速度加快，除草剂残留量逐渐减少，

直至消失，从而对西瓜的药害也逐渐消失。经过多

年观察，温岭药害西瓜只要不死亡，一般于 4 月中

下旬开始逐渐恢复生长，等植株重新长出大量新根

后生长即趋于正常，并能正常坐果。但除草剂药害

后造成西瓜采收期延迟 30 d 以上，减少采收 1 批

次，从而影响西瓜产量和种植效益，667 m2减产、减

收 25%以上。

5 稻田除草剂对西瓜影响研究

5.1 检测

2016 年 4 月下旬，取药害植株和田块土壤送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因取样时间滞后于药害死亡

30 d 以上，送检植株、土壤已检测不出有关除草剂

成分。

5.2 田间观察

2016 年，温岭市首次出现稻田除草剂危害设施

西瓜，为了及时掌握稻田除草剂危害情况，除每隔

7 d 观察遗留下来的 1200 m2 西瓜根尖膨大植株的

田间表现外，还在农户受害瓜地分批播种早熟 5 号

大白菜，以观察稻田除草剂对大白菜生长影响。

2016 年 5 月 6 日调查，4 月 25 日播种的大白菜根

系、叶片发育均正常，这与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相

吻合。

5.3 不同稻田除草剂对西瓜根系影响

为了搞清哪类稻田除草剂对西瓜造成危害，

2016—2017 年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共

同进行了不同稻田除草剂对西瓜根系影响的试验，

处理为苄嘧磺隆（农得时）10 μg·L-1、五氟磺草胺（稻

杰）10 μg·L-1，清水为对照。通过水培，发现苄嘧磺

隆（农得时）、五氟磺草胺（稻杰）2 种除草剂对西瓜

根系有显著抑制作用。处理 3 d 就显现出对西瓜主

根伸长的抑制作用；处理 7 d，西瓜根尖直径增大；

处理 10 d，西瓜主根根尖和一些新形成的根毛变成

了球状结构（图 5、图 6）；这些畸形的根尖与在水

稻-西瓜轮作田所发生的症状一致；处理 28 d，西瓜

无法存活。此外，用 2，3，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

（TTC）测定根系活力，表明苄嘧磺隆（农得时）、五氟

磺草胺（稻杰）2 种除草剂降低西瓜根系活力

49.39%、40.23%。同样，伊文思蓝染色检查提示苄

嘧磺隆（农得时）、五氟磺草胺（稻杰）2 种除草剂可

引起细胞死亡或细胞膜破裂（通过体视显微镜观

察，图 7），根尖是西瓜最脆弱的部位。上述结果表

明，苄嘧磺隆（农得时）、五氟磺草胺（稻杰）2 种除草

剂在水稻-西瓜轮作过程中造成西瓜根系损伤和畸

形，严重时导致西瓜死亡[9]。

6 防控措施

6.1 科学选用除草剂

温岭市是全国设施西瓜的主要产区，温岭瓜农

是设施西瓜长季节栽培技术的推广者，且水旱轮作

栽培模式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稳粮增效的有效方

图 5 苄嘧磺隆（农得时）处理 10 d 西瓜根系的表现

杨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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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水稻每年 8—9 月使用除草剂到次年 1—2 月

定植西瓜，生产间隔期只有 4~5 个月，明显少于 7

个月，因此，水稻-西瓜轮作区应慎用或禁用苄嘧磺

隆（农得时）、五氟磺草胺（稻杰）及含有苄嘧磺隆成

分的除草剂；选择使用氰氟草酯（千金）、氯氟吡氧

乙酸（使它隆）等其他除草剂，以避免对后作设施西

瓜造成危害。

6.2 慎重选择种植田块

选择稻田种植西瓜时，瓜农一定要向水稻种植

户了解稻田除草剂使用情况，不要选择曾用过苄嘧

磺隆（农得时）、五氟磺草胺（稻杰）及含有苄嘧磺隆

成分除草剂的稻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6.3 切勿盲目用药

一些瓜农误把除草剂药害当作病毒病危害，而

喷施病毒病防治药剂，药害症状既得不到缓解，又

增加生产成本。因此，瓜农要先根据除草剂药害症

状来甄别，切勿一味用药。

6.4 及时补救

对已经发生药害的田块要合理喷施叶面肥以

促进植株生长，叶面肥可选用 0.2%磷酸二氢钾；同

时注意多施生物菌肥，据杨森等 [10]研究，生物菌生

长快、对环境友好、无污染，是当下治理除草剂污染

问题较流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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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清水对照（左）与五氟磺草胺（中）、苄嘧磺隆（右）

处理西瓜根尖的表现

图 6 五氟磺草胺（稻杰）处理 10 d 西瓜根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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