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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药颗粒剂对环境污染的评定

孙维荫 陈维珍 马广成
�沈 阳化 工 研 究 院 �

化学农药施于作物区间
,

其飘移或因雨

水的淋洗
,

或因灌溉水流的冲刷而流人湖沼

江河
,

造成环境污染
�

近年来
,

在农药加工方

面出现了一种新技术
—

控制释放技术
,

把

农药有效成分贮存于加工品中
,

使其缓慢地

有控制地释放出来
�

这种农药加工品又称缓

释剂
�

施加缓释剂能做到边释放边起效用
,

减少与水
、

空气相接触所造成的分解
�

同时
,

由于雨水的冲刷所造成的流失可减少到很小

程度
,

从而有利于保护环境
�

缓释剂可分为两大类
�
一是物理型

,

一

是化学型
�

物理型缓释剂就是用物理方法加

工制造
,

如包衣与渗透
,

吸附与扩散
,

溶解与

解析等
,

种类有胶囊剂
、

多层带
、

吸附剂
、

塑料

结合体等
�

化学型缓释剂则是使农药与载体

进行化学反应而制成的
,

种类有纤维素醋
、

脉

素制剂
、

可溶性金属聚合物等
�

本文以辛硫磷颗粒剂为例就如何评定农

药缓释剂的污染环境问题作个初步探讨
�

辛硫磷即倍倩松
,

化学名称为 �, ��� 二乙

基 � 一

厉基苯基乙睛硫代磷酸醋
,

是 一 种 高

效
、

低毒
、

广谱性的有机磷杀虫剂
�

近期制作

的代号为 � 一 � ��
、

� 一 �的 的辛硫磷颗粒剂应

用了控制释放技术
�

这两种颗粒剂均以沙子

为载体
,

加热后把原药附在上面
,

然后用石腊

作包衣
�

这种颗粒剂又称吸附型缓释剂或石

腊型缓释剂
�

对这两种缓释剂均已做过盆栽

试验
�

一
、

有关的一些概念

�一� 释放速度��� �和初始释放速度��� �

在我们所涉及的资料中
,

释放速度即为

释放百分率
�

但这里没有单位时间的效应
,

我们对此作了修正
,

释放速度是单位时间内

�以日计�的释放百分率
�

缓释剂每个样品的释放速度 巴 值

�� 一 三
,

二
�

�
� 一丝

� � 一 �� △�

式中
, �、

—
累积释放百分率

,

即缓释剂以

施药到采样侧定这段时间释放

出的有效成分 �克 �与施药量的

百分比 �

�。

—
初始阶段的释放百分率�

� ,

—存放时间�日� �

九

—
头一阶段的时间�日 ��

△ �

—
递增释放百分率

,

即施药后
,

前后

采样测定这段时间内释放量与施

药量的百分比 �

△ �

—
间隔时间

�

某种缓释剂的释放速度 尸
�

值
, � � 即为 凡

之

艺 只

�� � 三三工一一

和的平均值
�

我们还拟定初始释放速度 ��� � 这一概

念
,

即为头一阶段单位时间�一般取头 � 天 �



卷 � 期

内的释放百分率
�

我们用初始释放速度完满

地解释了药效
,

这里不作赘述
�

�二� 最短残效期 ���  

缓释剂施于作物区间受外界影 响 较大
,

其残效期难以用理想的条件推算
�

我们用初

始释放速度推算其最短残效期
,

最短残效期

�� �为初始释放速度 ��� � 的倒数
,

即

� �
� �
�

�
二,

��

�三 � 残留比值 �尺
。

�

缓释剂施于土壤或植物之上
,

经过生物

降解以及其他因素的分解
,

所余的农药有效

成分残留在土壤之中或动植物体内
�

缓释荆

中农药有效成分所余下的百分数称之为残留

比值 ��
。

�
�

� 。
一 � 一 �

。 � ��

��

—
最短残效期 �

�,

—
释放速度

�

很显然
,

残留比值愈大
,

缓释剂对环境污染则

愈严重
�

�四 � 释放指数 ��
。

�

释放指数表示缓释剂中每克农药有效成

分在一天内释放出来的 �脚数
, � ,
表示缓释

荆每个样品的释放指数
�

� ‘一
� 一二三一
评

·

�

式中
, �

—
释放 出来的农 药 有效成分的

� ��� 数 �

,

—
施药时间�日��

�

—
施药量�克�

�

某种农药缓释剂的释放指 数 � 。

值 用 下

式表示 �

人 � �� 毫升的容量瓶中
,

用水稀释至刻度
�

摇

动 � 至 � 分钟后静置存放
�

按一定的时间采

样
,

将容量瓶上层的水溶液倾人试管进行离

心
,

用移液管取上层清液
�

也可以过滤
,

再取

之
�

将取好的清液置人 � � 浓缩器中
,

加热

浓缩
,

分批加人硝酸和硫酸的混合液
,

继续加

热
,

直到瓶内清亮为止
�

将消化后的清液
,

全部倾洗人 ��� 毫克

的容量瓶中
,

加人 �� 多的硫酸 � 毫升
,

加入

铂酸铁溶液
、

偏矾酸钱溶液各 �� 毫升
,

用蒸

馏水稀释至刻度
,

盖上瓶塞
,

摇动 � 至 � 分

钟
,

静置半小时后用 � � 型电光分光光度计比

色
,

测出消光值
,

根据标准曲线查出辛硫磷的

含量
。

再按上述公式计算出
�
释放速度 ��

,

�
、

初始释放速度 ��� �
、

最短残效期 ��� �
、

残留

比值��� �
、

释放指数 �矶��

三
、

试验结果

�一 � 初始释放速度 ��� � 与释 放 速 度

��� �
� 一 � �� 辛硫磷缓释剂头三天的释放百分

率为 �
�

�� 多
,

因此初始释放速度为 �� � �
�

��
�

� 一 � � � 的释放百分率 �� 铭 多
,

�� � �� ��
�

� 一�� � 辛硫磷缓释剂的释放速度参照表

� 计算
,

艺 凡 一 ‘
·

� � ,

� � 艺� , �
� � 一

一
—称

�
�

� �

�
一 �

�

� � 

� �
�

全
从

� 。

值即为 � � 之和的平均值
。

二
、

残留比位
、

释放指数的测定

准确称取 �� 克左右的辛硫磷缓 释剂置

月月月 奋���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今今 ��� �
�

� ��� �
。

� �    

����� ��� �
。

���� �
�

� 里里

����� ���� �
�

� ��� �
�

� � ���

用同样方法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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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 , �
‘ �

�

一
—

刀

�
�

� �  

�
� �

�

�� �

�二� 最短残效期 ��� �

� 一 �� � 最短残效期

� 。

一 ��� 一 」卫立一 �� �� 日�

�� �
�

� �

�
一

�� � 最短残效期

九 、 二 、

凡

� � �

�
�

��

� � � � �日�

�三� 残留比值 ��
。

�

� 一 � �� 的残留比值

� 。

� � 一 丁。 � 只 � � 一 � � � � �
�

� ��

� � �
�

� �多

� 一� � � 的 尺。
� � ,

�

�多

�四� 释放指数 �风�

� 一 � �� 释放指数参照表 � 计算
�

表 �

时间�日� �施药量�克�

�
�

� � � �

� 碑� � �

�
‘

嘴�� �

�
。

� � � �

释释放� �克���

四
、

讨 论

�一 � 释放速度与释放指数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
,

都是描述农药缓释荆的释放情况
�

只

不过是前者是用百分率表示
,

而后者用 � � �

表示
�

在评定农药颗粒剂对环境污 染 的时

候
,

还是选定释放指数作评定的标准较合适
�

�二 � 残留比值同释放指数不同
,

释放指

数大的
,

其相应的残留比值小
�

用这两者来

评定农药缓释剂对环境污染的程度是不相矛

盾的
�

释放指数表示缓释荆施于作物区间没

有经过生物降解而被某种因素转移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
�

在相同条件下
,

释放指数 � 。

值愈

大
,

则释放量也就愈大
,

对环境的污染也就愈

严重
�

残留比值则表示缓释剂经过生物降解

后其残留部分对环境污染的程度
�

在相同条

件下
,

残留比值愈大则对环境的污染也就愈

严重
�

释放指数和残留比值的大小均由释放速

度所定
�

只要农药未被生物全部降解
,

对环

境都会有污染
�

�三 � 农药缓释剂在未进行生物测定前
,

先对其释放速度
、

残留比值
、

释放指数等项作

预测
,

我们就可以了解该种农药缓释剂的药

效
、

残留以及对环境污染的程度
,

从而改进控

制释放技术
,

达到控制
、

消除化学农药对环境

污染的目的
�

以上工作只是个初步尝试
,

有待今后进

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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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疾病患者聚集在医

院
,

致使医院医疗卫生区域排放的污水含有

大量的病菌
、

病毒和寄生虫卵
�

这样的污水

若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
,

势必污染环境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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