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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及应用，

属于除草剂助剂技术领域。本发明除草剂增效助

剂至少包括质量百分比30%‑75%的脂肪酸酰胺环

丙烷羧酸盐和25%‑70%的溶剂。本发明增效助剂

中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独有的氨基酸类

结构，能激活植物体内乙烯信号通路，促进植物

体内乙烯的合成，加速叶片的枯萎和植物叶柄离

层的形成；除草活性物生效的时间更短、植物体

内除草活性成分含量更高，除草效果更好，控草

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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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质量百分比30%‑75%的脂肪酸酰胺环丙

烷羧酸盐；

所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结构式为：

，

其中R1为C4‑C22饱和或不饱和、直链或支链的烷基；R2为钾离子、钠离子、氨离子、单乙

醇胺基、二乙醇胺基、三乙醇胺基、异丙胺基、二甲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R1为C7‑C19饱和或不饱和、

直链或支链的烷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R2为钾离子、钠离子、单乙醇

胺基、三乙醇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溶剂和其他化学上可接受

成分，所述溶剂的质量百分比为25%‑70%，所述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0‑

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水、甲醇、乙醇、N,N‑

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二甲基亚砜、丙酮、乙二醇、丙二醇中的任意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为无

机盐、防腐剂、pH调节剂、氧化还原稳定剂、酸碱稳定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脂肪酸与氨基环丙烷羧酸按照摩尔比1:（1‑1.2)反应生成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

（2）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在室温条件下，与碱性物质的水溶液反应生成盐，即脂肪酸

酰胺环丙烷羧酸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脂肪酸溶解在N‑甲基

吗啡啉和N,N‑二甲基甲酰胺的混合溶液中，在室温下反应生成脂肪酸酐，脂肪酸酐在65‑75

℃下水解30min‑60  min后，加入丙酸后再搅拌加入氨基环丙烷羧酸的水溶液，以甲苯作为

共沸物在90‑100℃下反应得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

9.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效

助剂与除草剂混合后稀释得到稀释液喷洒或浇灌使用，所述增效助剂中脂肪酸酰胺环丙烷

羧酸盐占稀释液总质量的0.1‰‑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草剂为草铵膦、草

铵膦盐、草甘膦、草甘膦盐、2甲4氯、2,4‑滴剂、乙氧氟草醚、乙羧氟草醚、三氯吡氧乙酸、氯

氟吡氧乙酸、二氯吡啶酸、氰氟草酯、唑啉草酯、异丙隆、嗪草酮、氟吡甲禾灵、烯草酮、环嗪

酮、2甲戊灵中任意一种内吸性除草剂单剂或复配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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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除草剂助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内吸型除草剂是指除草剂喷施后能够被杂草的根、茎、叶或芽鞘等部位吸收进入

杂草体内，并在杂草体内输导运送到全株，破坏杂草的内部结构和生理平衡，从而使杂草枯

死。但内吸型除草剂具有以下缺点：需要植物的吸收和传导，从喷施到生效，控草等待期较

长；多数除草活性物其自身的传导性极差，对它的制剂产品需要良好的喷雾性能、对使用的

表面活性剂要求其具有良好的润湿渗透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具有喷雾抗漂移性能和润

湿性能，除草活性物生效时间短、除草效果好、控草期长。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至少包括质量百分比30%‑75%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

所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结构式为：

，

其中R1为C4‑C22饱和或不饱和、直链或支链的烷基；R2为钾离子、钠离子、氨离子、

单乙醇胺基、二乙醇胺基、三乙醇胺基、异丙胺基、二甲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0005] 进一步的，R1为C7‑C19饱和或不饱和、直链或支链的烷基。

[0006] 进一步的，所述R2为钾离子、钠离子、单乙醇胺基、三乙醇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0007] 进一步的，还包括溶剂和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所述溶剂的质量百分比为25%‑

70%，所述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0‑10%。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溶剂为水、甲醇、乙醇、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二甲

基亚砜、丙酮、乙二醇、丙二醇中的任意一种。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为无机盐、防腐剂、pH调节剂、氧化还原稳

定剂、酸碱稳定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脂肪酸与氨基环丙烷羧酸按照摩尔比1:（1‑1 .2)反应生成脂肪酸酰胺环丙烷

羧酸；

（2）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在室温条件下，与碱性物质的水溶液反应生成盐，即脂

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

[0011] 进一步的，步骤（1）中脂肪酸溶解在N‑甲基吗啡啉和N,N‑二甲基甲酰胺的混合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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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在室温下反应生成脂肪酸酐，脂肪酸酐在65‑75℃下水解30min‑1h，加入丙酸后再搅

拌加入氨基环丙烷羧酸的水溶液，以甲苯作为共沸物在90‑100℃下反应得到脂肪酸酰胺环

丙烷羧酸。

[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应用，应用方法为：所述增效助剂与除草剂混

合后稀释得到稀释液喷洒或浇灌使用，所述增效助剂中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占稀释液

总质量的0.1‰‑2‰。

[0013] 所述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应用具体包括两种方式：

应用方式一：将所述增效助剂与除草剂桶混得到混合液使用，使用浓度：增效助剂

中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占混合液总质量的0.1‰‑2‰。

[0014] 应用方式二：所述增效助剂作为制剂组分与除草剂活性成分复配，两者形成均相

稳定的药剂使用，所述增效助剂占制剂总质量的2‑20%。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除草剂为草铵膦、草铵膦盐、草甘膦、草甘膦盐、2甲4氯、2,4‑滴剂、

乙氧氟草醚、乙羧氟草醚、三氯吡氧乙酸、氯氟吡氧乙酸、二氯吡啶酸、氰氟草酯、唑啉草酯、

异丙隆、嗪草酮、氟吡甲禾灵、烯草酮、环嗪酮、2甲戊灵中任意一种内吸性除草剂单剂或复

配制剂。

[0016] 本发明除草剂增效助剂及应用，其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增效助剂中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为两性表面活性剂，对除草剂

原药具有良好的包裹、连接，形成稳定的物质，有利于除草剂原液的稳定，提高除草剂药效。

[0017] （2）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本身具有较低的表面张力，稀释后具有极好的喷雾

抗漂移性能，药物能够更多的停留在植物表面，且在植物表面铺展良好，药物更容易通过植

物根、叶、茎的通道被吸收，除草剂能够被更加充分地利用，降低除草剂用量，节约成本。

[0018] （3）由于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为小分子结构，更能穿过植物的蜡质层，小分子

的结构也能被植物根部吸收。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独有的氨基酸类结构，能激活植物

体内乙烯信号通路，促进植物体内乙烯的合成，加速叶片的枯萎和植物叶柄离层的形成；除

草活性物生效的时间更短、植物体内除草活性成分含量更高，除草效果更好，控草等待期更

短。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

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

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至少包括质量百分比30%‑75%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

所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结构式为：

，

其中R1为C4‑C22饱和或不饱和、直链或支链的烷基；R2为钾离子、钠离子、氨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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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乙醇胺基、二乙醇胺基、三乙醇胺基、异丙胺基、二甲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0021]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R1为C7‑C19饱和或不饱和、直链或支链的烷基。R2为钾离

子、钠离子、单乙醇胺基、三乙醇胺基中的任意一种。

[0022]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还包括溶剂和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所述溶剂的质量百

分比为25%‑70%，所述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0‑10%。

[0023]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溶剂为水、甲醇、乙醇、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

酮、二甲基亚砜、丙酮、乙二醇、丙二醇中的任意一种。

[0024]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为无机盐、防腐剂、pH调节剂、氧化

还原稳定剂、酸碱稳定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0025]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脂肪酸溶解在N‑甲基吗啡啉（NMM）和N,N‑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混合溶液中，

在室温下反应生成脂肪酸酐，脂肪酸酐在65‑75℃下水解30min‑60  min后，加入丙酸后，再

按照脂肪酸与氨基环丙烷羧酸摩尔比1:（1‑1 .2)的比例搅拌加入氨基环丙烷羧酸的水溶

液，以甲苯作为共沸物在90‑100℃下反应得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反应方程式为：

，

；

（2）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在室温条件下，与碱性物质的水溶液反应生成盐，即脂

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碱性物质以氢氧化钾为例，反应方程式为：

。

[0026] 在步骤（1）中，所述脂肪酸为丁酸、己酸、辛酸、癸酸、月桂酸、十六酸、椰油酸中的

任意一种。优选的，脂肪酸为辛酸、癸酸、月桂酸、椰油酸中的任意一种。

[0027] 本发明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得到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与溶剂

混合，稀释成流动性良好的透明均相溶液。

[0028] 作为一种实施例，本发明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得到的脂肪酸酰胺环

丙烷羧酸盐与溶剂混合，再根据需要加入其他化学上可接受成分，稀释成流动性良好的透

明均相溶液。

[0029] 方法实施例

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脂肪酸溶解在N‑甲基吗啡啉（NMM）和N,N‑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混合溶液中，

在室温下反应生成脂肪酸酐，脂肪酸酐在70℃下水解60  min后，加入丙酸后，再按照脂肪酸

与氨基环丙烷羧酸摩尔比1:1.1的比例搅拌加入氨基环丙烷羧酸的水溶液，以甲苯作为共

沸物在100℃下反应得到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

（2）步骤（1）中得到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在室温条件下，与碱性物质的水溶液

反应生成盐，即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

（3）将步骤（2）得到的脂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与溶剂混合，稀释成流动性良好的

透明均相溶液。

[0030] 表1  本发明增效助剂实施例的配比及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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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1‑30按照其相应的配比及组分，通过方法实施例制备得到除草剂增效助

剂。

[0032]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的应用，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应用方式一：将增效助剂与除草剂桶混得到混合液使用，使用浓度：增效助剂中脂

肪酸酰胺环丙烷羧酸盐占混合液总质量的0.1‰‑2‰。桶混使用一般为：以每亩用量计，先

将除草剂用水稀释至所需要的倍数得到除草剂稀释液，再将增效助剂中的脂肪酸酰胺环丙

烷羧酸盐按照占混合液总质量的0.1‰‑2‰的量加入至除草剂稀释液中混合，进行喷洒或

者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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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应用方式二：所述增效助剂作为制剂组分与除草剂活性成分复配，两者形成均相

稳定的药剂使用，所述增效助剂占制剂总质量的2‑20%。

[0034] 应用实施例1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草甘膦铵盐的除草增效应用，

参考标准：GB/T  17980.51‑2000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 除草剂防治非耕地杂草；

防治对象：小飞蓬、马唐；

除草剂：30%草甘膦铵盐水剂；将除草剂分别稀释100倍、15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21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

到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用药7天后进行试验数据统计；

药效计算方法：防治效果(%)=1‑(CK‑PT)/CK*100%，

CK: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活草数(或鲜重)，

PT: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残存草数(或鲜重)，

防效提高（%）=增效助剂添加实验组/增效助剂未添加实验组*100%‑1；得到的实验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实施例21增效助剂对除草剂草甘膦铵盐的除草增效作用

[0035] 表2中“——”表示防效未提升。

[0036]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杂草小飞蓬和马唐，在除草剂稀释100倍和150倍的条件

下，未加入实施例21增效助剂的除草剂防治效果在82%以下。而加入了实施例21增效助剂的

除草剂对小飞蓬和马唐的杂草防效提高16%‑46%，具有明显的提升。

[0037] 应用实施例2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13%2甲4氯钠盐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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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助剂：实施例2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实施例2增效助剂对除草剂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0038] 表3中“——”表示药效未提高。

[0039] 应用实施例3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13%2甲4氯钠盐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4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实施例4增效助剂对除草剂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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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表4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41] 应用实施例4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13%2甲4氯钠盐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9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2甲4氯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实施例9增效助剂对除草剂2甲4氯水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0042] 表5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43] 应用实施例5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三氯吡氧乙酸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32%三氯吡氧乙酸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2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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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实施例2增效助剂对除草剂三氯吡氧乙酸水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0044] 表6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45] 应用实施例6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三氯吡氧乙酸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32%三氯吡氧乙酸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4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实施例4增效助剂对除草剂三氯吡氧乙酸的除草增效作用

[0046] 表7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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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应用实施例7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三氯吡氧乙酸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培育无毒稗草、马齿苋植株若干，选择长势一致的两种杂草分别进行分

组，每盆10株，每组5盆；

除草剂：32%三氯吡氧乙酸水剂（市售）；将除草剂稀释2000倍；

增效助剂：实施例9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到

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每盆喷药液量200ml，3天之后，将每盆里的植株全部取出，洗净、粉粹、萃取，检测

植物体内除草活性物的含量，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其中药效提升计算方法：

药效提升效果(%)=(C1‑C0)/C0*100%，

C0: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C1: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三氯吡氧乙酸活性物含量，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实施例9增效助剂对除草剂三氯吡氧乙酸的除草增效作用

[0048] 表8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49] 从应用实施例2‑7中可以看出加入本发明增效助剂，对于除草活性物的吸收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相同的时间下，杂草吸收的活性物更多，杂草体内除草活性物含量更高

对除草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也能侧面反映添加本发明增效助剂后能显著加强除草效果，短

时间吸收更多也能使得控草等待期缩短。

[0050] 应用实施例8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农药氰氟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的除草增效应用，

防治对象：稗草、千金子；

除草剂：20%氰氟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市售）；除草剂稀释2000倍与水混合稀释后

喷洒；

增效助剂：实施例19得到的增效助剂，将增效助剂加入稀释后的除草剂溶液中得

到药液，增效助剂添加量分别占药液质量的2‰、1‰、0.5‰；

药液使用量为30kg/亩；

参考标准：GB/T  17980.51‑2000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 除草剂防治非耕地杂草，

以4级及以上防治效果（相当于空白区草量的10%‑无草）作为评估标准，统计达到上述防治

效果所需要的时间,  控草时效提升计算公式如下：

控草时效提升(%)=(P0‑P1)/P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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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未添加助剂的实验组防治时间，

P1:  加助剂的实验组防治时间，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实施例19增效助剂对除草剂氰氟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0051] 表9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52] 从应用实施例8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增效助剂对除草剂的除草的控草等待期明显

缩短，控草时效提升25%以上。

[0053] 应用实施例9

一种除草剂增效助剂对滴酸·草甘膦制剂的除草增效应用，

除草剂：滴酸·草甘膦制剂，其中滴酸·草甘膦制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准确称取草甘膦原药，加入适量水，缓慢滴加2甲胺水溶液，使其完全溶解

完全，制剂终点pH值控制在5.5左右，得到溶液A；

第二步：准确称取2,4‑滴原药，加入适量水，缓慢滴加2甲胺溶液，使其完全溶解完

全，加入实施例22或实施例26得到的增效助剂，搅拌溶解均匀，制剂pH值控制在5.5左右，得

到溶液B；

第三步：将上述溶液A与溶液B混合，搅拌至澄清透明即可，得到32%滴酸·草甘膦

水剂。

[0054] 空白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的药剂制备包括以下步骤：除却第二步不添加助剂之外，与实验制剂

一致，制备如下：

第一步：准确称取草甘膦原药，加入适量水，缓慢滴加2甲胺水溶液，使其完全溶解

完全，制剂终点pH值控制在5.5左右，得到溶液A；

第二步：准确称取2,4‑滴原药，加入适量水，缓慢滴加2甲胺溶液。使其完全溶解完

全，制剂pH值控制在5.5左右，得到溶液B；

第三步：将上述溶液A与溶液B混合，搅拌至澄清透明即可，得到32%滴酸·草甘膦

水剂。

[0055] 制剂制备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各项制剂组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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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防治对象：小飞蓬；

除草剂使用浓度：空白对照组和实验制剂组1‑8分别稀释150倍；

除草剂与增效助剂同时作用于防治对象，参考标准：GB/T  17980.51‑2000田间药

效试验准则(一) 除草剂防治非耕地杂草；用药7天后进行试验数据统计；

药效计算方法：防治效果(%)=1‑(CK‑PT)/CK*100%，

CK: 未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活草数(或鲜重)，

PT: 添加增效助剂处理区残存草数(或鲜重)，

防效提高（%）=增效助剂添加实验组防治效果/增效助剂未添加空白组防治效果*

100%‑1；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增效助剂对除草剂滴酸·草甘膦水剂的除草增效作用

[0057] 表11中“——”表示药效未提升。

[0058] 从应用实施例9可以看出，在制剂产品中加入本发明的增效助剂对除草效果具有

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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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在本文中提及“实施例”意味着，结合实施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可以包

含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在说明书中的各个位置出现该短语并不一定均是指相同

的实施例，也不是与其它实施例互斥的独立的或备选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显式地和

隐式地理解的是，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可以与其它实施例相结合。

[0060] 最后应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仅用于说明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项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的技术方案的本

质脱离本发明各项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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