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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鹅共作对葡萄园杂草种类及优势种群的影响

张永福，牛燕芬，彭声静，蒋淑萍，靳　松
（昆明学院 农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采用随机取样法对云南省弥勒市建园１１ａ的葡萄园杂草种类及优势种群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该园有
杂草１９种，隶属于１１科１９属，其中菊科种类最多，占总杂草种类的２６．３２％，禾本科次之，占１５．７９％．马齿
苋、鸭跖草和辣子草是优势种群．葡萄—鹅共作后，灰灰菜、马齿苋和鹅肠菜的田间均度及密度下降幅度均
超过５０％，而苍耳的上升幅度均超过８０％．造成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和密度变化是由于鹅对杂草的取食具
有选择性，取食量大的灰灰菜、马齿苋、鹅肠菜等可通过葡萄—鹅共作进行控制，而不取食的苍耳、荠菜和胜

红蓟等需通过人工进行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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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Ｖｉｔｉｓ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Ｌ．）是一种古老的果树，在世
界果树产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产量和栽

培面积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让位于柑橘而位居第
２．葡萄也是我国的重要果树之一，其外观与风味俱
佳，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１］．随着我国
山坡地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目前山坡地多栽植各

种果树以提高经济效益．云南省作为山坡地面积较
大的省份，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已初见成效，但坡地果

园若采用翻耕除草则容易造成水土流失［２］．据调
查，在云南省弥勒市葡萄产区的葡萄园中常有大量

杂草发生，由于棚架下的地面均未栽种其他作物，裸

露的地面生态环境稳定，便于多种杂草的繁殖和生

长，导致杂草危害严重．严重的杂草危害已成为影响
果树生长发育及果实产量和品质的一个重要因

素［３－６］．目前，葡萄园主要通过化学药剂除草或人工
除草来控制草害，但这些除草方式费时费力，污染环



境，且还会对葡萄园生态环境造成危害［７－８］．为此，
本研究探讨一种新的葡萄园控草模式，即“葡萄—

鹅”共作处理控草法．该方法是指在葡萄园里养鹅，
通过鹅的取食而控制各种恶性杂草的繁殖和生长的

方式．该方式还可以固土保墒，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和果园生物多样性，每年还可养成并收获一批鹅，增

加果农的收入．因此，此方法是实现以农业防治和生
物防治为主，可持续治理的葡萄园管理模式．

杂草种类及发生受气候及土壤因子的影响，使得

不同区域、不同园地类型的杂草有较大差别［９］．弥勒
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中亚热带地区，其葡萄园杂草种

类及发生状况在云南省内的代表性较强．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年选择云南省弥勒市东风管理局建园１１ａ的葡
萄园进行年度跟踪调查，旨在为科学合理去除葡萄园

杂草及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

为完善葡萄—鹅共作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云南省弥勒市东风管理局葡萄园开展．

园地为山坡地，海拔１４４０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阳
光充足，气候温和，年均温为１７．３℃，年降雨量为
９８７．５ｍｍ，年平均日照 ２０７９．２ｈ，年均无霜期为
３４９ｄ．试验用葡萄园为建园１１ａ的水晶葡萄园，试
验地土壤为红壤，ｐＨ值６．１，土壤肥沃，富含各种营
养元素．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大田小区试验，共分２个处理，分别为
葡萄—鹅共作处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ｇｒａｐｅｇｏｏｓｅ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简记为ＧＧ）和空白对照处理（ＣＫ），小区之
间采用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共设６个小区，每
个小区２００ｍ２．
１．３　调查方法及时间

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开始，每隔１５ｄ调查１
次，记载杂草发生种类及数量．取样采用随机法，以
面积为０．７ｍ２的铁环沿着果树行间随机抛掷 ６次，
取６个点，然后对各处理内的杂草进行调查统计．调
查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４日葡萄收获结束为止．田间均
度和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田间均度 ＝（某种杂草出现的样方数／总调查
样方数）×１００％；

田间密度／（株·ｍ－２）＝某种杂草样方中数

目／样方面积．
１．４　数据处理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及公式计算田间均度和密

度，并以此为参数确定杂草的优势种群．所有数据采
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分析及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作图．
１．５　田间管理

２０１６年１月，试验用的所有水晶葡萄园施用
羊粪１５０００ｋｇ／ｈｍ２，折合 Ｎ，Ｐ２Ｏ５和 Ｋ２Ｏ含量分

别为１８００，１５００，７５０ｋｇ／ｈｍ２，于 ３月初每株施
用１ｋｇ复合肥（Ｎ，Ｐ２Ｏ５，Ｋ２Ｏ质量分数≥５０％，
ｗ（Ｎ）∶ｗ（Ｐ２Ｏ５）∶ｗ（Ｋ２Ｏ）＝１５∶８∶１５）．葡萄—鹅
共作处理于３月初放入１个月龄的小鹅进地，每
小区（２００ｍ２）放 ４只，于 １０月 ３０日收鹅．空白
对照组园地不放鹅．葡萄—鹅共作处理小区用铁
丝网围成１．５ｍ高的栅栏，以防止鹅外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葡萄园杂草种类组成
由表１可见，云南省弥勒市东风管理局葡萄园

共有杂草１９种，隶属于１１个科，１９个属．其中禾本
科３种，占总种数的１５．７９％；莎草科、鸭跖草科、藜
科、马齿苋科、石竹科、锦葵科和十字花科各１种，分
别占５．２６％；菊科５种，占２６．３２％；茄科和旋花科
各２种，分别占 １０．５３％．一年生杂草 １３种，占
６８．４２％；多年生杂草３种，占１５．７９％；二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 １种，占 ５．２６％；二年生草本 １种，占
５．２６％；一、二年生草本１种，占５．２６％．
２．２　葡萄—鹅共作对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及发生
动态的影响

　　植物在田间分布的均匀程度可通过田间均度来
反映，葡萄—鹅共作对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影响较

大．图１所示，ＣＫ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由高至低的顺
序依次是：马齿苋 ＞鸭跖草 ＞辣子草 ＞胜红蓟 ＞
马唐＞早熟禾＞苦荬菜＞莎草＞龙葵＞鹅肠菜＞荠
菜＞鬼针草＞灰灰菜＞假酸浆＞田旋花＞狗尾草＞
苍耳＞野葵＞打碗花；其中马齿苋田间均度最大，达
６８．２１％，其次是鸭跖草，为 ４２．１７％；根据上述顺序，
田间均度早熟禾及后面各杂草均小于５．００％，狗尾草
及以后的杂草均小于３．００％．葡萄—鹅共作处理葡萄
园杂草田间均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鸭跖草＞胜
红蓟＞辣子草 ＞荠菜 ＞马唐 ＞野葵 ＞莎草 ＝马齿
苋＞田旋花＞打碗花＞苍耳＞早熟禾＞龙葵＞鬼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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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苦荬菜＞假酸浆＝狗尾草＞鹅肠菜＞灰灰菜；其
中鸭跖草田间均度最大，达２０．５５％，其次是鸭跖草，

为１７．３２％；按照上述顺序，田间均度野葵及后面各
杂均小于５．００％，龙葵以后的杂草均小于３．００％．

表１　葡萄园主要杂草种类

科名 属名 杂草名称 生长周期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狗尾草属 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ｖｉｒｉｄｉｓ） 一年生草本

早熟禾属 早熟禾（Ｐｏａａｎｎｕａ） 一年生草本

马唐属 马唐（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一年生草本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莎草属 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多年生草本

鸭跖草科（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属 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一年生草本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鬼针草属 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ｐｉｌｏｓａ） 一年生草本

苍耳属 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一年生草本

牛膝菊属 辣子草（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一年生草本

苦荬菜属 苦荬菜（Ｉｘｅｒｉｓ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一年生草本

藿香蓟属 胜红蓟（Ａｇｅｒａｔｕｍ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一年生草本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茄属 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ｎｉｇｒｕｍ） 一年生草本

假酸浆属 假酸浆（Ｎｉｃａｎｄｒａｐｈｙｓａｌｏｉｄｅｓ） 一年生草本

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属 灰灰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 一年生草本

马齿苋科（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属 马齿苋（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一年生草本

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繁缕属 鹅肠菜（Ｍｙｏｓｏｔｏ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锦葵科（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锦葵属 野葵（Ｍａｌｖａ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二年生草本

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荠属 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一、二年生草本

旋花科（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旋花属 田旋花（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多年生草本

打碗花属 打碗花（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多年生草本

　　通过比较得出，葡萄—鹅共作处理后，田间的狗
尾草、早熟禾、马唐、莎草、鸭跖草、鬼针草、辣子草、

苦荬菜、龙葵、假酸浆、灰灰菜、马齿苋、鹅肠菜等１３
种杂草分别比 ＣＫ下降了 １７．２８％，３６．２１％，
２０．４０％，１．７９％，５１．２７％，４５．３０％，３８．０３％，
５４．９７％，３６．９９％，３７．５８％，７４．５６％，９３．５８％，
５９．４５％；而苍耳、胜红蓟、野葵、荠菜、田旋花、打碗
花则 比 ＣＫ 分 别 上 升 了 ８３．５６％，４１．１６％，
１１９．７２％，１４５．２７％，３８．４９％，９２．９２％．

比较ＣＫ葡萄园中田间均度大于５．００％的５种
杂草动态变化可知，马齿苋从４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
的田间均度由３０．３１％迅速上升到９３．２１％，之后开

始下降，到８月１４日下降到６７．０１％；鸭跖草由４月
１日的５．３１％迅速上升到６月３０日的６４．０５％，之
后有所下降，到８月１４日下降到４５．３１％；此外，辣
子草、胜红蓟和马唐从４月１日到８月１４日均呈缓
慢上升的趋势，到８月１４日分别上升到３４．０２％，
２７．６９％和２３．１１％（图 ２）．

图３所示，比较葡萄—鹅共作处理的葡萄园中
田间均度大于５％的５种杂草动态变化可知，马齿
苋田间均度由４月１日的２．９８％上升至７月３０日

的３４．２８％，之后开始下降，到 ８月 １４日下降到
２７．６９％；胜红蓟由４月１日的７．９８％迅速上升到
７月３０日的２４．１１％，之后有所下降，到８月１４日下
降到２２．５２％；此外，马唐、辣子草和荠菜从４月１日
到５月３１日呈缓慢上升趋势，而从５月３１日到７月
３０日则上升速度加快，之后又呈下降趋势，在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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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的峰值时，其田间均度分别为 １５．７１％，
２２．１２％和１８．１４％．可见，葡萄—鹅共作处理后，各
杂草的田间均度动态变化同样受到较大的影响．

２．３　葡萄—鹅共作对葡萄园杂草田间密度及发生
动态的影响

　　植物在田间生长的密集程度可用田间密度来衡
量．通过对葡萄园杂草田间密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图４），ＣＫ的田间密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为：马齿
苋＞鸭跖草＞辣子草＞胜红蓟＞马唐＞早熟禾＞苦
荬菜＞鹅肠菜＞莎草＞鬼针草＞灰灰菜＞假酸浆＞
龙葵＝荠菜＞狗尾草＞野葵＞苍耳＞田旋花＞打碗
花；其中马齿苋田间密度最高，达 １５．４３株／ｍ２，其
次是鸭跖草，为 ５．８４株／ｍ２；而苍耳、田旋花和打碗
花的田间密度相对较小，分别为 ０．４９，０．４２，
０．２５株／ｍ２．葡萄—鹅共作处理的田间密度由高至
低的顺序依次是：胜红蓟 ＞辣子草 ＞鸭跖草 ＞马齿
苋＞马唐＞莎草＞鬼针草＞苦荬菜＞早熟禾＞狗尾
草＞假酸浆 ＝荠菜 ＞苍耳 ＞鹅肠菜 ＞龙葵 ＞灰灰
菜＞野葵＝打碗花 ＞田旋花；其中胜红蓟田间密度
最高，为５．０８株／ｍ２，其次是辣子草，３．９２株／ｍ２；而
灰灰菜、野葵、打碗花和田旋花的田间密度相对较

小，分别为０．２１，０．１９，０．１０，０．１９株／ｍ２．

此外，葡萄—鹅共作处理后，田间的狗尾草、早

熟禾、马唐、莎草、鸭跖草、鬼针草、辣子草、苦荬菜、

龙葵、假酸浆、灰灰菜、马齿苋、鹅肠菜、野葵、荠菜、

田旋花、打碗花等１７种杂草的田间密度分别比 ＣＫ

下降 了 ９．７３％，５８．８９％，１１．８４％，８．７５％，
４７．６０％，２６．１７％，２２．５１％，４１．６３％，４１．０８％，
３５．９７％，８０．２８％，８６．０４％，５５．９６％，６２．１３％，
２０．９３％，７５．００％和２３．５３％；而苍耳和胜红蓟则分
别比ＣＫ上升了２．０２％和１３１．９６％．

图５所示，从以下田间密度大于３株／ｍ２的３种
ＣＫ杂草的动态变化发现，４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马齿
苋田间密度由２．１１株／ｍ２增至２８．３４株／ｍ２，之后逐
渐下降，到８月１４日降至１７．３６株／ｍ２．鸭跖草和辣
子草在４月１日的田间密度分别为１．５２株／ｍ２和
１．１５株／ｍ２；鸭跖草到 ６月 ３０日上升至峰值，为
９．３６株／ｍ２，辣子草到 ７月 １５日上升至峰值，为
８．６３株／ｍ２，之后二者均稳定在８．００株／ｍ２左右．

从图６可看出，比较葡萄—鹅共作处理的葡萄
园中田间均度大于３株／ｍ２的３种杂草动态变化可
知，胜红蓟和辣子草的田间均度分别由４月１日的
１．６６株／ｍ２和 ０．６６株／ｍ２上升至 ７月 １５日的
１０．００株／ｍ２和８．１３株／ｍ２，之后开始下降，到８月
１４日下降到７．０１株／ｍ２和４．６５株／ｍ２．鸭跖草由
４月１日的 １．０２株／ｍ２ 上升到 ７月 １５日的
４．４１株／ｍ２，之后稳定在 ５株／ｍ２左右．由此可见，
葡萄—鹅共作处理对各杂草的田间密度动态变化影

响较大．

３　结论与讨论

杂草在自然和人工双重作用下导致其在田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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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状况的产生，杂草在环境中的分布数据包含了其

对种内及种间竞争和环境适应性的信息［１０］．本研究
通过调查云南省弥勒市东风管理局建园１１ａ的葡
萄园杂草的种类和数量，发现种类最多的是菊科杂

草，其次是禾本科，这与其他学者在山东省泰安［１１］、

济南［１２］和烟台［１３］等地的果园杂草调查具有相似的

结果．比较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和密度后发现，马齿
苋、鸭跖草和辣子草是该葡萄园的优势种群．而比较
这３种杂草发生动态可知，４月初３种杂草均已发
生，马齿苋和鸭跖草在６月下旬田间均度和密度均
达到最大，然后有所减少．调查还发现，６月下旬
后，以马齿苋和鸭跖草为绝对优势种群的杂草，其田

间密度达５０％以上．因此，可依据上述特点制订确
实可行的杂草综合防除措施，以降低杂草对果树的

危害．
葡萄—鹅共作后，对葡萄园杂草的田间均度和

密度均产生较大影响．其中田间均度下降幅度超过
５０％的有鸭跖草、苦荬菜、灰灰菜、马齿苋和鹅肠菜，
以马齿苋下降幅度最大，达９３．５８％；而上升幅度超
过５０％的有苍耳、野葵、荠菜和打碗花，以荠菜的上
升幅度最大，达１４５．２７％．田间密度下降幅度超过
５０％的有早熟禾、灰灰菜、马齿苋、鹅肠菜和野葵，以
马齿苋的下降幅度最大，达８６．０４％；而苍耳和胜红
蓟的田间密度则上升，以胜红蓟的上升幅度最大，达

１３１．９６％．造成葡萄园杂草田间均度和密度产生差
异的原因是由于鹅对杂草取食具有选择性，鸭跖草、

苦荬菜、灰灰菜、马齿苋、鹅肠菜等是鹅喜欢取食的

杂草，因此可通过养鹅进行控制．而苍耳、荠菜、胜红
蓟等由于鹅取食过少或不取食，同时由于田间竞争

减弱而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需通过人工进行铲除．
根据果园杂草保护和果园草害的有效防控

原则，把我国常见的 ３００种果园杂草分为无害、
轻度危害和重度危害等 ３类杂草．在实际生产
中，应形成控制草害与杂草保护相结合的果园

“杂草管理”观念［１４］．将上述可用鹅进行控制的
杂草，在实际生产中适当加以保护，以便为鹅提

供充足的食物，而无法用鹅进行控制的杂草则应

注意加强人工控制．综上所述，葡萄—鹅共作技
术在保持果园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葡萄园管理模

式，该模式既可抑制果园杂草的危害，又能最大

限度地保护杂草，产生额外经济效益．因此，葡
萄—鹅共作可对杂草进行有针对性、分门别类地

管理，发挥杂草的正面效应，增加果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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