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具有黄河，“长江两流域及风沙草原的地理特点，·农业生产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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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形，从头枕部至吻端渐扁平而宽圆，头宽一般大于体宽，体后部稍侧扁。前后鼻

孔接近，并近于吻端。眼小，有皮膜复盖。口下位，略宽，近弧形。上下颌具齿带，密生尖

圆形小齿。须4对。鼻须较短，末端一般不达眼前缘。上颌须基部宽，末端尖细，后伸超

过胸鳍基部。外侧下颌须末端达胸鳍基部。内侧下颔须长度为外侧下颌须之半。鳃孔宽

阔，下角伸达腹侧。喉部和胸部有八字褶纹，具附着功能。背鳍硬刺光滑。背鳍起点在体

前l／3 处略前，至吻端与距脂鳍起点相等。胸鳍硬刺前缘光滑，后缘具发达锯齿，腹鳍一般

不达臀鳍 。脂鳍短，后缘斜切，末端游离，起点与臀鳍相对。臀鳍短。尾鳍凹形或近叉形，

肛门偏近臀鳍起点。侧线完全。

体背、侧呈灰褐色，腹部浅黄色。背鳍和脂鳍下方各有黑褐色横斑。背鳍起点处有半

环状黄斑。各鳍均有黄、暗褐色相闻条纹。不同水域或个体问的体色存在着程度不等的

差异。

底栖性小型鱼类，在底质为砾石或沙的流水水体中生活。主要摄食水生昆虫。怀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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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内陆的中纬度地区(北纬3l：42’～39。35’，东经105。29’～

nI。15’)。秦岭横贯中部，以南届长江流域的汉水和嘉陵江上游，以北属黄河流域中游。

全省南北狭长，由北向南分为陕北黄土高原(简称陕北)、关中盆地(简称关中)和陕

南秦巴山地(简称陕南)三个地形区。环境复杂，草种繁多，草害较重。为了摸清各地

农田杂草的种类、分布、感染危害以及消长动态等方面的情况，以便针对不同草情，经

济、安全、有效地控制草害，．促进作物增产。我所于1979年开始进行全省农垦系统农田

杂草的调查研究工作，历时四年，先后调查了渭南，西安，宝鸡，汉中、延安，榆林等

六个地(市)的17个农牧场(次)和8个部队农场(次)以及农场所在县或邻近县的部

分农田。在踏查的基础上，调查样地585块(方)，采集标本300余种。根据标本和资料，

结合我们以往在关中、陕北各地的多次考察，编绘成本书。
‘

本书共编绘陕西农田杂草217种(包括变种)，其中主要杂草119种，分为麦田杂草，

棉田及秋作物田杂草，稻田杂草三部分；跨田杂草按数量多寡和危害程度集中在一类农田

杂草中反映；依照危害值．(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与相对频度之和)的大小顺序编绘。

其他杂草98种，分为旱田和水田两部分，按科编绘。与以上种类生态习性相近的同一个

属的杂草，作为附录，附于每种之后并加以区分，共附57种。书末附有幺陕西农田常见

杂草名录矽作为补充，并附中文、拉丁文名索引，以便查阅。

本书是在原陕西省农垦局的领导下，在各垦区农(牧)场及部分地、，县农科所大力

‘协助下编绘成的。在调查研究和编绘的过程中，曾得到西北农学院闻洪汉教授，全国杂

草研究会主任委员、南京农学院李扬汉教授，陕西省农垦局高级农艺师陈焕廷等同志的

热情指导，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本兆，杨永昌同志，鉴定了部分禾本科、莎革

科杂草标本l西北农学院副教授张智敏审核文稿、标本，指导绘图并编写了部分常见杂

草，西北农学院绘图技师徐有恕绘制了部分杂草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出于我们编写农田杂草图志的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

．指正。

陕西省农牧厅渭南农垦科研所

一九八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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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牛繁缕。(鹅儿肠)’Malachium·aquaticum；(L．)7 Fries⋯⋯⋯⋯⋯⋯⋯⋯(‘2481)

’127．女娄菜Melandrium，apricum(Tufcz．)Roh拍．⋯：⋯⋯⋯⋯⋯⋯⋯⋯”(’249)

：128：、繁缕‘(鹅肠草)Stellafia．media(L：)、Cyr．．．．．⋯：⋯：：⋯⋯⋯：”‘⋯⋯⋯⋯‘(250)

129．毛茛Ranunculus’japonicus Thunb．··∥⋯⋯··：：⋯⋯⋯⋯⋯⋯⋯··：⋯⋯(251)

130．地丁草(紫堇)Corydalis bhngeaha Tu#cz．‘⋯■：⋯⋯⋯⋯⋯⋯⋯⋯⋯”(252)

131．，葶苈Draba’nemorosa L；·：⋯⋯·：·：⋯⋯⋯⋯⋯⋯⋯⋯⋯⋯⋯⋯⋯⋯⋯⋯(253)

132．风花莱(水萝卜)。Rorippa。palustris(Leyss．)Bess．⋯⋯⋯⋯⋯⋯⋯⋯(254)

133．印度萍菜(薄菜)tRorippa‘i矗dica(L．)Hiefn⋯⋯⋯⋯⋯⋯⋯⋯⋯⋯⋯(255)。

134．‘遏蓝菜(菥冀)Thlaspi arvense L：⋯⋯⋯o⋯⋯⋯·：⋯⋯⋯⋯⋯⋯··?⋯·(256)、

135．龙牙草(仙鹤草：龙头草)：Ag}imohia pilosa Ledeb．yar．japonica‘

：、．、 (Miq．)tNakai⋯·：⋯⋯：⋯：⋯：⋯⋯⋯：：⋯⋯⋯⋯⋯一：⋯⋯··：⋯⋯⋯一．(257)

，136．蛇莓(地莓、’蛇泡草)Duchesnea‘indic}a(Andr．)Focke·^⋯·：⋯⋯⋯·(258)

137．野大豆‘(野黑豆)。G1ycin∥soja Sieb．et Zucc≯⋯⋯⋯·^⋯⋯⋯⋯⋯⋯·’(259)

138．狭叶米口袋、(细叶米口袋)’Gueldcnstie dtia stenophylla Bge．⋯⋯⋯⋯(260)’

139．长萼鸡眼草‘(鸡眼草、掐不齐)Kummerowia。stipulacea’(Maxim．)，
’

+。．·Makino⋯”：⋯⋯⋯”?⋯⋯⋯⋯⋯⋯⋯⋯··：⋯⋯⋯：：·?·j⋯·；⋯⋯·“?j⋯(261)’
’， 。附：鸡眼草Kj⋯striat9．(Thunb．)Schindl．，’t ‘，。 4“二：· 。．：

“o．山豆花(毛胡枝子)、Lespedeza tomentosa(Thunb．)，Sieb．”’⋯⋯··j⋯·：(：26萋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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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麦仁珠(猪殃殃之粘粘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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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科Rubiaceae，：猪殃殃属Galium L．)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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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越年生或一年生蔓性杂草。幼苗淡绿色，’冬苗常带紫褐色。上，下胚

轴均较发达。’‘子叶矩圆状椭圆形，长8一10毫米，，宽4—6毫米，先端微凹，基部楔形，

具柄。初生叶多，4片轮生，。披针形，先端锐尖，近无柄。后生．叶4二’6片轮生。茎四

棱，棱及叶缘有钩和。‘?。．：．二
_‘· 、

成株多自基部分枝，茎细弱，四棱，棱上有钩刺，。依附麦株向上生长，无依附物

时，则伏地蔓生。叶多8片轮生，无柄，叶片条形或条状倒披针形，长l一3厘米，宽

2—5毫米，顶端有小尖头，边缘有钩刺。聚伞花序腋生，憾花梗与叶等长或稍短，分

叉处有2个叶状苞，。花小；，白色，。4深裂，有细梗。小坚果近球形，直径2．5—3．5毫

米，．耳芋面圆形，复面中央具圆而深的凹陷，表面灰褐色或灰白绿色，粗糙，‘无光泽，具

小瘤状凸起，问有白点和白色针状条纹。 乙 ．。 ．：

(消长动态)种子(小坚果)繁殖，幼苗或种子越冬。早播麦田lo月初发生，发生时

间较集中，10月上、中旬即出现高峰期。早春发生数量较少：早苗4月初见花，4—5

月果实渐次成熟落地，。植株枯死i种子经夏季休眠后萌发：’晚播麦田主要集中在早春发

生，3—4月屡见幼苗，晚苗于收麦时果实多不能成熟；一．：。，’

[分布生境]分布很广，以粘土地最多。．．喜生予较肥沃的麦田和油菜田中，果园，

菜藐，休闲地亦有生长，但数量很少： ‘?，‘
‘

[感染危害)麦田平均每平方米有草5．36株(茎)，最多样方400株(茎)，相对密

度12．61％。平均株高41j19厘米，最高150厘米。单株(茎)平均投影面积40．86平方厘

米，最大投影面积285平方厘米。单株(茎)平均鲜重1．96克。频率36．54％。危害值

22．56％，部分粘土地麦田受害严重。使用二甲四氯、2，4一D类等药剂的麦田，数量显

著增多，应引起重视。

(防除方法)麦田用苯达松等药剂防除有效。清除麦种中的草籽，播前整地灭草，

苗期耙，耱，可减轻危害。危害严重的田块，宜改种其它秋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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