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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杂草种子库是农田杂草发生危害的主要根源，种子库的动态变化规律对于杂草的综合管理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研究表明，杂草种子库的密度和组成变化很大，与田间杂草群落具有密切的联系。

杂草种子库时刻处于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变化之中。耕作方式影响杂草种子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从而间接影响

种子库的密度和种类组成；作物轮作使杂草的生存环境趋于多样化，能够限制某些对单一种植系统有着良好适

应性的杂草种类的生长，作物轮作对杂草种子库种类组成和丰富度的影响要大于耕作方式；杂草管理措施能够

大大降低田间杂草的结实，从而减小杂草种子库的规模。随着人们对除草剂使用和环境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

发展基于生态规律的杂草管理措施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结合近几年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作者提出了杂草种子

库今后的一些新的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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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种子库（weed seedbank）是存留于土壤表

面及土层中具有活力的杂草种子的总称[1, 2]。作为农

田中潜在的杂草群落，杂草种子库的大小、组成及

结构特点决定了将来田间杂草的发生危害情况，其

动态变化与田间作物、控草措施及耕作栽培方式密

切相关[3~8]。 
明确土壤杂草种子库与农田杂草群落间的关系

对杂草综合管理（IWM）具有重要意义[9, 10]。目前，

由于除草剂的长期、大量使用导致农药残留及杂草

抗药性问题的产生，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环境[11]。

IWM要求杂草的治理工作必须遵循生态规律，要因
地制宜地采取各种与环境相容的除草措施来控制杂

草的危害。杂草种子库的动态变化规律为预测杂草

的发生危害、在精确农业中定时、定点、定量使用

除草剂及其他控草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样可以

减轻盲目使用除草剂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降低除草剂对杂草的选择压力，延缓杂草抗药性的

产生[12]。 
加强杂草种子库研究，掌握杂草种子库的特点

和动态变化规律，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外学者对杂草种子库进行的研究较多，主

要侧重于研究杂草种子库的大小和结构特征[13]，以

及杂草种子库在不同除草措施[6]、耕作方式[5~8]和轮 
 
 

作方式[6~8]长期作用下的动态变化。国内在这方面的

研究则刚刚起步，主要对各类作物田杂草种子库的

大小和结构组成进行调查[14~18]，缺乏长期动态的研

究。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对杂草种子库的

特征及其在各种农作措施作用下的动态变化进行了

系统总结，并对今后杂草种子库研究应当关注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杂草种子库的特征 
 

1.1  杂草种子库的大小 

许多杂草都是 r -生存对策者，植株的结实量非
常大，每年都能补充大量种子进入土壤杂草种子库

中，并且，杂草种子的休眠时间长短不一，能避免

种子短时间内大量萌发。因此，土壤中存留的杂草

种子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杂草种子库的大小一般用

单位面积土壤中有活力的杂草种子数量来表示。杂

草种子库的密度一般介于 0 ~ 1000000 粒/m2 的范

围，Zhang等[19]报道在不同轮作序列的小麦、玉米、

豆类作物田中，杂草种子库的密度多在 2600 ~  
52000粒/m2之间。Mayor 和 Dessaint[20]研究了不同

除草方式的玉米-麦类作物田杂草种子库，发现杂草

种子库的大小与 Zhang 等[19]报道的相似（27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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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74粒/m2）。而 Barberi等[13]发现，玉米连作田杂

草种子库中的种子数量可达 100000粒/m2以上。 
1.2  杂草种子库的种类组成 

杂草种子库一般由一年生或二年生杂草种子组

成，包括夏季杂草和冬季杂草，其中又以阔叶杂草

种子占绝大多数[13]。在冬小麦-高粱轮作的旱作田

中，土壤杂草种子库主要由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马齿苋（Potulaca oleracea）、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等杂草组成[21]。而在长期进行稻

作的水田中，土壤杂草种子库主要由母草属

（Lindernia spp.）、节节菜属（Rotala spp.）和莎草
属（Cyperus spp.）等杂草组成[22]。 
不同地区的农田由于受不同环境条件和栽培管

理措施的影响，杂草种子库中的杂草种类常常有一

定差异。Cardina等[8]对俄亥俄州Wooster和Hoytville
两个样点的杂草种子库进行了调查，发现 Wooster
样点的杂草种子库中有杂草 47种，Hoytville样点有
45 种，其中有 37 种相同。娄群峰等[14]研究了旱茬

和稻茬油菜田杂草种子库的组成，发现旱茬油菜田

杂草种子库主要由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泽漆（Euphorbia helioscopia）和野老鹳
草（Geranium carolinianum）等杂草组成，而稻茬
油菜田主要由日本看麦娘（Alopecurus japonicus）、
牛繁缕（Malachium aquaticum）和菵草（Beckmannia 
syzigachne）等杂草组成。 
1.3  杂草种子库的空间分布格局 

杂草种子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分为垂直分

布和水平分布。我国学者对小麦、油菜、水稻等作

物田杂草种子库的垂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杂草种子主要分布于 0 ~ 10 cm的土壤表层[14, 

16~18]。种子的垂直分布格局主要受耕作栽培方式的

影响，因为耕作能形成不同的土壤孔隙，并将杂草

种子在农田土壤中上下翻动，从而影响杂草种子在

土壤中的垂直分布[23~25]。Swanton 等[26]研究了不同

耕作方式对杂草种子垂直分布的影响，发现免耕、

耙耕和犁耕方式下 0 ~ 5 cm土层的杂草种子数量在
种子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90 %、27 %、12 %，其
中免耕方式的杂草种子主要分布在 0 ~ 5 cm的土壤
表层，耙耕方式主要分布在 5 ~ 10 cm（66 %）土层，
犁耕方式则集中在10 ~ 15 cm土层（63 %）。Clements
和 Benoit[27]也进行了类似研究，由于试验区的土壤

类型与 Swanton等[26]的研究不同，所得到的结果稍

有些差异。因此，种子的垂直分布还受土壤类型的

影响，但耕作方式的影响是最主要的。 
杂草种子在土壤中的水平分布极不均匀，对于

条播作物来说，行内和行间的差异尤为显著。在测

定杂草种子库密度时，Wiles和 Schweizerb[28]发现有

近 50 %的差异是由于种子的水平分布引起的，因此
在土壤取样时应充分考虑杂草种子库的水平分布特

点，作物行内的样点距离设置应大于行间距离的 1.5 
~ 2 倍，并通过采集大量的小样本来减小误差。
Shaukat和 Siddiqui[29]研究了土壤中杂草种子的 3种
分布型指数（扩散系数、Lloyd 平均拥挤度指数和
Morisita聚集指数），结果表明大多数杂草种子在土
壤中的水平分布为聚集分布，这也证实了以前学者

提出的杂草种子的水平分布趋于聚集分布的观点
[30~33]。土壤中杂草种子的水平分布主要受母株种子

散播机制和耕作方式的影响[32, 33]。 
 

2  杂草种子库与田间杂草群落的关系 
 
Fenner[34]认为，频繁干扰地带的土壤杂草种子

库与地上植被组成关系密切。杂草通常生长于人类

频繁干扰的农田中，然而，早期的许多研究表明杂

草种子库与田间杂草群落的相关程度很低[35~37]，

Zhang 等[19]分析认为，上述学者测定的杂草种子库

规模和组成是经过频繁干扰将土样充分萌发得来

的，包括活动种子库（active seedbank）和休眠种子
库（dormant seedbank），而休眠种子库对田间杂草
群落的建成容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变异较大。通

过进一步的研究，Zhang 等发现活动种子库与田间
杂草的发生呈显著正相关，活动种子库通常有 3 % ~ 
7 %的杂草种子能够萌发形成幼苗，各种幼苗数量的
差异有 70 %可以由活动种子库中种子的数量差异
决定。 
杂草种子库组成与地面杂草发生的相关性尽管

很显著，但因杂草种类不同，相关系数 r2的变化比

较大，如藜（Chenopodium album）的 r2为 0.17 ~ 
0.46[38]、马齿苋的 r2为 0.43 ~ 0.93[38]、狗尾草群体

（Setaria spp.）的 r2为 0.80 ~ 0.88[19]、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的 r2为 0.62[39]等。 

 
3  杂草种子库的输入输出动态 

 
杂草种子库时刻都处于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变化

之中，杂草种子的输入主要受杂草的结实（形成种

子雨）及种子的传播机制影响；杂草种子的输出主

要受杂草种子的寿命、休眠萌发特性及管理措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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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图 1）。 
3.1  杂草种子库的输入 

杂草种子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进入土壤杂草种子库，

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田间杂草植株结实[3]。多实性

是许多杂草种类所具有的生物学特性，如藜单株可

结72450粒种子，反枝苋单株可结117400粒种子[40]。

农田中的杂草由于受到作物竞争、除草剂伤害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其结实率通常低于平均水平，如苍

耳（Xanthium strumarium）正常情况下每株可产生

7000 粒种子，但大豆田中苍耳的结实率只有 1100
粒/株[41]。苘麻在田间受到作物竞争[39]或荫蔽处理[42]

时，结实率会大大降低。使用除草剂即使不能杀死

杂草，但也会大大影响其结实率[43]。对于杂草种子

库的输入来说，尽管有些管理措施能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杂草种子雨的强度，但由于杂草的多实性，田

间杂草种群产生的种子数量一般仍能维持土壤杂草

种子库的动态平衡[44, 45]。 

 
 
 
 
 
 
 
 
 
 
 
 
 
 
 

图 1  杂草种子库的输入输出动态 

Fig. 1  Dynamics of seeds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weed seedbank 

 

杂草种子还可以通过生物活动、风力、水流、

农用器具、作物种子或肥料混杂等途径进入土壤杂

草种子库。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和小
飞蓬（Conyza canadensis）成为免耕田主要杂草的
原因就在于它们能适应风力传播 [46]。Pleasant 和
Schlather[47]调查发现，施用粪肥能将 350粒/m2的杂

草种子带入土壤杂草种子库中。联合收割机在田间

操作时对杂草种子的传播作用也非常显著[48]。虽然

上述途径输入杂草种子库的种子数量很少，但这种

途径对于新杂草种（特别是外来入侵物种）的侵入

是非常重要的。 
3.2  杂草种子库的输出 

杂草种子库的输出有萌发出苗、传播、动物觅

食、死亡等方式，其中萌发和死亡是最主要的输出

方式[2]。杂草种子通常具有休眠机制，能调节杂草

种子库中杂草种子的萌发，从而影响杂草种子库的

输出动态。在田间进行的各种农事活动能改变杂草

种子所处的环境和土壤条件，从而对杂草种子的休

眠状态产生显著影响[49]。杂草种子库中杂草种子的

萌发数量取决于杂草种类和环境条件，通常在 3 % ~ 
7 %的范围内变化[19, 35, 36]。 
杂草种子在土壤中的寿命因种类不同而差异较

大，除了受本身遗传特性影响外，还受到土壤类型、

含水量、所处的土层深度及耕作栽培措施等外界因

素的影响[50]。稗（Echinochloa crusgalli）在土壤中
3 年后的存活率为 48 %，波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为 1.3 %，而大巢菜（Vicia sativa）仅有 0.3 
%。土壤水分含量会显著影响杂草种子的寿命，喜
湿性杂草如看麦娘、日本看麦娘、菵草种子在旱田

中，经 3年后几乎 100 %死亡；而喜旱性杂草波斯
婆婆纳种子在水田中，经 2年便全部死亡，大巢菜、
猪殃殃经 3年全部死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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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 

种子库 

幼苗 

成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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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输出 

种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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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捕食和各种微生物的侵染常常影响土壤

杂草种子库中杂草种子的留存。当杂草种子散落在

土表时，往往更容易损耗[51, 52]。免耕大豆田杂草种

子因捕食而丧失的比率（69 %）远大于传统耕作条
件（27 %）[51]，因为在免耕条件下，杂草种子大量

集中于土壤表面，增加了动物捕食的机会。微生物

侵染可以引起杂草种子发生腐烂，从而消耗杂草种

子库中的部分杂草种子[53]。此外，杂草种子库中的

杂草种子还能随水流或收获机械带出农田而损耗。 
 

4  杂草管理措施与杂草种子库动态 
 
4.1  耕作方式 

耕作方式可以影响杂草种子库的密度和种类组

成。Feldman[54]研究了不同耕作方式下小麦田的土壤

杂草种子库，发现杂草种子库的密度随耕作方式的

不同而变化，犁耕方式下的杂草种子库密度最低

（15710 粒/m2），而免耕最密集（102179 粒/m2）。

Cardina等[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免耕方式下的杂草

种子库密度最高，随着耕作强度的增加，杂草种子

库密度逐渐降低。Mulugeta和 Stoltenberg[50]研究了

在免耕玉米田进行翻耕（8 ~ 10 cm深）对藜种子库
的影响，发现藜的种子损耗是未翻耕处理的 16倍，
但同时田间的幼苗数量却增加了 6 倍。不同的耕作
方式对土壤的干扰程度不一样，犁耕>耙耕>免耕；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土壤干扰能局部改变杂草

种子所处的环境，有利于打破杂草种子的休眠，促

进萌发，从而降低杂草种子库的密度。 
耕作方式对杂草种子库的种类组成有一定影

响。对于那些种子在土壤表层更易于生存、萌发或

出苗的杂草种类来说，免耕或减少耕作的方式会大

大增加其种群密度；而对于那些需要在土壤中深埋

以打破休眠、防止天敌生物嗜食的杂草种类来说，

犁耕方式将有利于其种群的发生 [46]。Buhler 和
Mester[55]发现，大狗尾草（Setaria faberi）在土表萌
发的种子数量与 1 ~ 4 cm土层中的萌发数量相似，
但当种子在 6 cm深时，大狗尾草的群体数量减少了
将近 50 %。许多研究表明，免耕或减少耕作还有利
于多年生杂草的发生，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多年生杂

草的营养繁殖根茎不会因为频繁的耕作活动而折断

死亡，种子也更易于在土壤表层积累，从而大量萌

发繁殖，种子库密度显著增加[5, 13]。 
耕作方式影响杂草种子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

使种子所处的条件如埋藏深度、水分、光照等发生

改变，从而间接影响到杂草种子的休眠萌发状况，

因而土壤中杂草种子埋藏深度的不同和相应萌发能

力的差异可能是不同耕作条件下杂草种子库组成发

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4.2  作物轮作 

作物轮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杂草管理措施，对

杂草种子库的密度和种类组成有显著影响。在玉米

连作田中进行玉米-大豆轮作，土壤中的杂草种子数

量可以降低 50 %以上[56]。作物轮作越密集，杂草种

子库密度越小，据甘国福等[15]调查，瓜类-小麦-玉

米轮作田的杂草种子数量比小麦-玉米轮作田少得

多。Cardina等[8]研究发现，免耕条件下玉米连作田

的杂草种子库密度比玉米-燕麦-干草轮作田高 40 
% ~ 45 %，而在耙耕和犁耕条件下却要低 45 % ~ 72 
%。通过作物轮作与耕作方式的互作比较，Cardina
等认为，作物轮作对杂草种子库密度的影响比耕作

方式更明显。 
Schreiber[57]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管耕作方式如

何，大豆-玉米或大豆-小麦-玉米轮作田相对于玉米
连作田能大大减少种子库中大狗尾草种子的数量。

Cardina等[8]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发现玉米-燕麦-

干草轮作田大狗尾草的相对重要值（ relative 
importance value）比玉米连作田低 80 %，然而，在
同一研究中，玉米-燕麦-干草轮作田中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宾夕蓼（ Polygonum 
pensylvanicum）、直立婆婆纳（Veronica arvensis）等
阔叶草种的密度（140 ~ 630粒/m2）却显著高于玉

米-大豆（10 ~ 270粒/m2）或玉米连作田（1 ~ 60粒
/m2）。分析原因，可能是禾本科的大狗尾草比阔叶

草更能适应玉米连作田的杂草管理措施，而 Ball[6]

认为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的顺序是影响杂草种子库

种类组成的主要原因。 
作物轮作影响杂草种子库密度和种类组成的机

制可能在于通过种植不同的作物，提供了多种方式

的资源竞争、他感物质（allelopathy）干扰、土壤翻
耕和杂草管理策略，这些措施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

环境，限制了某些对单一种植系统有着良好适应性

的杂草种类的生长。 
4.3  除草措施 

采取有效的控草措施能够大大减少杂草的开花

结实，从而显著降低杂草种子库的输入量。稻田实

行化学除草时，土壤杂草种子库密度每年可减少 3.4 
% ~ 18.5 %[22]。玉米田连续 3年使用阿特拉津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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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作后，土壤中的杂草种子数量可减少近 70 %，
但若停止阿特拉津的使用，改用栽培措施控草，3
年后杂草种子库大小是连续使用阿特拉津小区的25
倍[45]。Burnside 等[4]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经

过 5 年无草处理后，土壤杂草种子库中阔叶杂草和
禾本科杂草的种子密度减少了 95 %，但在第 6年停
用除草剂后，土壤中杂草种子的密度又恢复到原来

的 90 %。上述研究表明，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阻
断杂草种子的进入时，杂草种子库的密度将很快下

降，当管理措施不是很有效时，一些留存的杂草种

子就会侍机萌发、成熟，在很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

种子补充到杂草种子库中，从而维持杂草种子库的

动态平衡。 
不同的除草方式对杂草种子库的大小、组成及

物种丰富度的影响不一样。Barberi等[13]研究了玉米

连作田杂草种子库的情况，发现在有机培肥、物理

方法控草条件下杂草种子库最大，达 100761 粒／
m2，全化学施肥、使用除草剂条件下杂草种子库最

少，只有 27601 粒／m2。Mayor 和 Dessaint[20]调查

了玉米-麦类作物田不同除草方式下的杂草种子库
大小，发现在机械除草时，杂草种子库密度最大

（11530~28596 粒/m2），化学除草的杂草种子库密

度最小（5653~2765 粒/m2），综合防治的杂草种子

库密度介于两者之间。在不同除草方式的长期作用

下，土壤杂草种子库的优势种也发生了变化，1993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机械除草时，土壤杂草种子库

主要由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组成；综合防除
时，主要由藜(Chenopodium album)组成；而化学除
草时，杂草种子库的主要杂草种类变化不大，主要

由早熟禾 (Poa annua)组成，但反枝苋的优势度
（6.1%）显著高于其他除草方式（<0.5%）。 

 
5  研究展望 

 
杂草的发生危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壤杂草

种子库。明确杂草种子库的结构及组成，了解田间

杂草群落与杂草土壤种子库间的相关性以及各种农

作措施对杂草种子库的动态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进

行杂草的发生预测，揭示未来农田杂草的发生危害

情况，从而采取适宜的杂草控制策略。从目前国内

外的研究进展来看，今后杂草种子库的研究要注重

以下几个方面： 
5.1  物种组成 

 我国农业生产对土地的利用比较频繁，很多地

区都是 1年 2熟或 3熟，目前学者对杂草种子库物
种结构组成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只是侧重于研究单

季作物田的杂草种子库，如研究夏季作物田（水稻、

玉米、大豆等）杂草种子库时往往忽略了冬春季作

物田（油菜或麦类等）发生的杂草。今后在研究多

熟种植制度农田的杂草种子库特征时，应全面了解

夏季和冬春季作物田杂草种子的结构、年际消长动

态及相互关系，为杂草治理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5.2  空间分布格局 

 目前对杂草种子库的垂直分布规律了解得较

多，水平分布规律则知之甚少。随着农业现代化程

度的提高，精确农业的实施已成为可能，而杂草种

子库水平分布的规律对于精确农业中“定点”杂草

管理策略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加强杂草

种子水平散播规律，以及不同耕作方式、种植方式

对杂草种子的辅助散布作用研究。 
5.3  杂草预测模型   

 杂草种子库是潜杂草群落，而地上杂草植被是

显杂草群落，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

构成了农田杂草群落综合体[58]。长期定点研究农田

主要杂草种子库特征与田间杂草种群的数量关系，

充分考虑温度、光照、降雨、土壤湿度、耕作栽培

措施等因素的影响，建立两者间的定量关系数学模

型，可以进而建立基于杂草种子库的杂草发生预测

模型。在准确掌握将来田间杂草的发生时间、危害

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规律后，可以更好地调整杂草管

理策略，使管理措施的应用更有针对性，从而大大

提高控草效果。 

5.4  种子休眠萌发机制及种子命运 

 杂草种子普遍具有休眠特性，杂草种子库的萌

发输出通常只有 3 % ~ 7 %，因此杂草种子库在一般
情况下是很难耗竭的。如果加强杂草种子休眠萌发

机制的研究，明确种子休眠的原因，就可以筛选和

应用促进种子萌发的化学物质或天然提取物，打破

种子的休眠，提高输出比例，可以加快耗竭整个杂

草种子库。同时，研究种子库中杂草种子的年龄谱

系，加强各种生物因素如动物、真菌对杂草种子的

噬食和侵染研究，以及各种环境因子对杂草种子寿

命的影响研究，提高杂草种子库中杂草种子的输出

比例，同样可以加快杂草种子库耗竭的进程，达到

有效治理农田杂草的目的。 
5.5  杂草抗药性、遗传工程 

 杂草种子库具有记忆功能，杂草种子库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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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年龄结构的杂草种子和丰富的基因型，可以

用来进行遗传工程研究。对于抗性杂草来说，杂草

种子库中不同年龄结构的杂草种子，是杂草抗性产

生过程的记忆，可以借此分析杂草的抗性产生机制，

因而对于杂草抗药性研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5.6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是治理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既安全又

经济的方法[59, 60]。人们通常重视研究土壤微生物的

活动，而较少关注杂草种子库中某些超积累植物的

存在[61~64]。Tang等[65]发现安徽铜陵矿区土壤中的鸭

跖草（Commelina communis）具有超积累 Cu的能力，
其萌发生长对矿区或农区土壤的生态修复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加强农田土壤杂草种子库中对农用化

学品（农药、化肥等）有较强积累及转化能力的杂

草种类筛选，对于发展绿色食品生产，保障粮食安

全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7  外来杂草 

 外来杂草如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 Kunth.)、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的入侵
导致的生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丧失引起了公

众的广泛关注，恢复受破坏的生境，控制外来杂草

的进一步入侵已成为人们面临的迫切任务。Sheley
和 Krueger-Mangold[66]提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

需要建立在生态学原则的基础上，土壤杂草种子库

在外来杂草的入侵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外来杂草种子的传播、在土壤杂草种子库中的休眠

萌发机制、杂草种子命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生态学

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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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WEED SEEDBANK AND INTEGRATED WEED MANAGEMENT 

 
WEI Shou-hui   QIANG Sheng   MA Bo   WEI Ji-guang 

( Weed Research Laborator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 

 
 Abstract   Soil weed seedbank is the primary source of future weed infestations and knowledge of seedbank 
dynamics is beneficial to integrated weed management (IWM). Current advances show that the density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the soil weed seedbank vary greatly and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above ground weed communities. 
The weed seedbank is always in equilibrium between seed input and output. Tillage systems affect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weed seeds in the soil and have indirect influence on the seedbank density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Crop rotation provides diverse environments for weed seeds and prevents proliferation of the weed species well 
adapted to a single cropping system. The effect of crop rotation on weed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illage systems. Weed control measures can greatly reduce weed seed production and decrease the size of 
seedbank in the soil. Recent public attitude towards the use of herbicides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has placed 
increased emphasis on development of ecology- based weed management system (EBWM). Taking into account 
current progresses in the study on weed seedbank both inland and abroad, the author put forth some new perspectiv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Weed seed bank, Tillage system, Crop rotation, Integrated weed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