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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氰菊醋在枣树上的残留降解
�

周长文 赵文芳 谢遵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河南新郑县是我国主要产枣区之一
,

新

郑红枣肉厚味甜
,

枣花蜜也是蜜中之冠
。

红

枣和蜂蜜都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

而且每年都

有大量红枣销售到东南亚及西欧各国
,

为我

国换取大量外汇
�

但是
,

近年来新郑枣区大

量使 用澳氰菊醋来防治虫害
,

为弄清嗅氰菊

醋在枣树叶中的残留情况
,

指导该药的使用
,

我们分析了不同施药期及不同浓度澳氰菊醋

在枣叶上的残留量
�

现将实验方法及结果总

结如下
�

一
、

田间试验方法
�� � � 年 � 月

、

� 月及 �� � , 年 � 月在河南

新郑进行了三次 田间实验
�

选生长情况及自

然条件相同的枣树二十棵作为实验用树
�

�

月正是枣树萌动
、

抽枝
、

展叶成蕾期
,

用 �
�

�多

嗅氰菊醋乳 剂 � � � �。倍和 � � 。。倍液喷 洒 枣

树
,

防治枣步曲
,

� 月花期喷此药防治枣花心

冤
, � 月幼果期及 � 月果实迅速生长 期 防 治

桃小食心虫
�

因为枣树较高
,

喷药时要注意

喷雾均匀
�

二
、

残留� 的分析

�
�

取样

每次喷药后 � 小时左右
,

此时药液已干
,

采集枣树叶分析澳氰菊醋残留量作为原始附

着量
,

以后分别在 �
,

� , �
,

�
,

�
,

� � , �� 天采集

枣叶样分析药的残留量
�

采样时分别采集树

的上
、

中
、

下及不同方位
�

然后把枣叶每个浓

度分成三堆
,

每堆称取二十克
,

用剪子剪碎
�

�
�

提取

将剪碎的枣叶置于 � �� 毫升三角 瓶 中
,

加人丙酮 ��� 毫升
,

用玻棒不断搅拌 �一� 小

时
,

用布氏漏斗抽滤
�

残渣用镊子夹回原二

角瓶内
,

分别用 � � , � � 毫升丙酮提取两次
,

每

次半小时
,

合并滤液
�

并用少量丙酮洗三角

瓶及漏 斗上的残渣
�

�� 净化

�� 液
一

液分配

将丙酮提取液转 入 内 盛 �� � 毫 升 水 和

�� 毫升饱和食盐水的 � �� 毫升分液漏斗中
,

加人石油醚 �� 毫升
,

用力振摇
,

静止 �� 分

钟
,

分层后把水相放回原抽滤瓶中
,

有机相

过无水硫酸钠柱除去水份
,

收集在梨形瓶中
�

水相再用 � � ,

�� 毫升石油醚反提两次
,

有讥

相仍过无水硫酸钠柱除水
,

合并在梨形瓶中
�

再在 �� 一�� ℃ 水浴 上 旋 转 浓 缩 至 �一 � 毫

升
�

�� � 柱净化

层析柱内径 �
�

� 厘米
,

长 �� 厘米
,

底部

垫少许用 己烷处理过的脱脂棉
、
,

从下至上分

别装 � 厘米厚无水硫酸钠
,

� 克弗罗里硅土
,

� 厘米无水硫酸钠
,

轻轻拍柱边
,

使其装填均

匀
,

上面放一小片滤纸
�

弗罗里硅土用前在

� �� ℃ 烘箱中烘烤 � 小时
,

贮于干燥器中
,

用

时加 �呱 的水脱活
�

柱子装好后用 �� 毫升

�务 乙醚
一

石油醚预淋
,

收集后弃掉
�

待预淋

液面接近上层无水硫酸钠时
,

将浓缩的提取

液转人柱中
,

用少量淋洗液洗净浓缩液收集

瓶
,

倒人柱中
�

再用 �� 毫升淋洗柱子
,

去掉

前 � � 毫升
,

收集淋出液 � � 毫升
�

经多次试

�

河南新郑枣树研究所大力协助
,

何凤琴 同志参加部份
野外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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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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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前 � � 毫升没有澳氰菊醋流出
,

而色素等

杂质主要在此部分流出
�

将淋洗液浓缩并转

人到 �� 毫升刻度浓缩管中
,

根据药剂的含量

用石油醚定容待测
�

�
�

澳氰菊醋的定量分析

�� 色谱操作条件

英国 �� � � ��
一 � � � � � 公司 �一� � 型

气相色谱仪
,

��
匀 电子捕获检测器

,

直流电

源电压 � 伏
�

玻璃柱内径 � 毫米长 � 米
,

固

定液 �多� �
一 �� �

,

担体 伍
� �� � � � � ��一

�� � 目
�

柱温 �朽℃
,

进样口 与检测器温度

� � , ℃
,

高纯氮流速 �� 毫升 �分
,

灵敏度 �的
,

衰减 ��
,

纸速 � 毫 米 � 分
�

最 小 检 出 量 为

�
·

� � ��一� � �
�

料 学

表 � �
�

� �

� 卷 , 期

澳抓菊酩乳剂在枣树叶上的残留降解

�� � 定量分析

�� � 酉己制标准溶液作标准曲线

表 � 枣叶上澳氛菊酷的回收
�

枣枣叶重�� ��� 加入药量量 回收药量量 回收率灯� ���
�����拌� ��� �拼� �����

������ �
�

� ��� �
。

� ��� ���

���������� �
。

���

������  
�

� 弓弓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回收率 � �� �
�

准确称取含量 为 ��
�

�拓 的澳 氰 菊 醋 �

毫克
,

置于 � �� 毫升容量瓶中
,

用石油醚溶解

并稀释到刻度
,

此标准液浓度为 ��
�

�� 微克�

�� �

� � �

实实验时间间 用药浓度度 喷后天数数 鲜叶中澳澳 与原始附附
氮氮氮氮氮菊醋含含 着最相 比比
量量量量量 �� � � ��� 降解�� ���

第第一次次 � � � � ��� ��� �
。

� � ��� � �
、

� ���

����� �年年 倍液液 ��� �
�

� � ��� � � �����

��� 月月月 ��� �
。

�三弓弓 � � 从���

弓弓弓弓弓 �
。

�斗��� 八� 日���

��������� �
�

� � 只只只

����� � ���� ��� �
。

� �    ! ∀
�

� ���

干干干占液液 ��� �
。

� �‘‘ ��
。

弓���

劣劣劣劣劣 �
,

弓� ��� � �
‘

� 凡凡

弓弓弓弓弓 �
�

� ���� � ��
,

� ���

��������� �
。

� 斗�����

第第二次次 � �〔� ���� ��� �
。

� � ��� � �
,

� ���

��� � � 斗年年 倍液液 ��� �
。

�� ��� 苏�
�

� 了了

��� 月月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

�����泛专了皮皮 ��� �
。

� �    � �
。

� ���

��������� �
。

苏� ��� �� 夕下下

下下下下下 �
。

‘� ��� 弓�
。

� 凡凡

��������� �
。

� ������

了了� � 口���� ��� 。
�

� �  」」
一一

倍倍液液 ��� �
�

�飞� ��� 一一

������� �
。

� � 气气 今�
�

� ���

亏亏亏亏 �
�

����� 亏�
。

� ���

������� �
�

日呼布布 � ��
�

� 〔���

������� �
。

�� � ��� � 斗
。

�����

����� ��� �
。

� 弓斗斗 � �
。

�����

����� ��� �
�

〔�凡气 ��� 亏�
。

����

��������� �
。

� ���

��� � � ��� ��� �
。

� � ���

倍倍液液 ��� �
�

弓� ���

〕〕〕〕 �
�

� �� ���

������� �
。

� � ����

������� �
。

�� ���

�������  
。

1 7 999

lllll III 0

.

1 7 777

lllll 333 0

。

1 7 777

勿即

一任压)奢妮

4‘l

0 4 0
.
8 1 2 1

.
6 2 0

进样t (n g)

图 飞 澳氰菊醋 的标准曲线

毫升
.
用此标准液再分别配制浓度为 0

.
19 38

微克 /毫升
、

0

.

3 8 7 6 微克 /毫升
、

0

.

弓8 1 4 微克 /

毫升
、

0

.

7 7 5 斗微克 /毫升
、

0

.

9
69 微克/毫升的

标准溶液五个
.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分别进样

2 微升
,

量出相应的峰高
.
由进样量 (ng ) 与

对应的峰高 (m m ) 作标准曲线(图 l)
,

由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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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对应的峰高
,

求出直线回归方程为
:

y 一 7
.
00 + 88

.
2 5x r 一 0

.
999 8

式中: y 为峰高 (m m ) x 为澳氰菊醋

量 (ng)
!
为相关系数

(b) 回收试验

采未施澳氰菊醋及其他农药的枣叶
,

用

添加溟氰菊醋的方法测定澳氰菊醋在枣叶上

的回收率
,

其结果见表 1、

三
、

结果与讨论

两年三次的田间试验结 果 表 明 (表 2 、

图 2)澳氰菊醋是一种降解较慢的农药
.
用

6000 倍液喷雾时
,

枣叶上浪氰菊醋的原始附

着量为 0
.
67ppm 一1

.
19ppm ,

喷药后一天降解

率平均为 2 7
.
5多

,

第五天以后降解速度减慢
,

到第干三天降解率平均为 80 务
,

此时澳氰菊

醋的浓度为 0. 1”pPm
.
用 30 00 0 倍液喷洒枣

树时
,

原始附着量为 0. 13 PP m 一0
.
29 pp m

,

喷

图 3
、

澳氰菊醋标样色谱图

�旧‘山)喇翻橄翻铆喊渭升铃士

、 、飞 ~ 飞 _ ‘ 一之 一 J

5 了 9 1 1 13

嘴药后天数

图 2 澳氰菊华在枣叶上的残留降解

后一天降解率平均为 38 多
,

同样 , 第五天以

后降解速度变慢
,

到第十三天降解率平均为

84多
,

此时澳氰菊醋的浓度为 0
.
o 35pp m

.
根

据原始附着量计算
,

用 600 0倍液喷雾时
,

澳

氰菊醋在枣叶上的半衰期为 乐3 天 乒3 0 0 0 0 倍

则为 氢5
.

禾
.
由此可以看出

,

用不同浓拿药液
喷洒时

,

降解速度基本相似
: 用同二浓度在

不同时间喷洒时
,

虽然原始附着量不同
,

如用

喷 6000 倍 液
,

8 4 年 , 月为 l
.
187 ppm ,

8 4 年

s 月 为0
.
88 ppm

:,
8 5 年 6 月为 0

‘

6 7
2 即m

.
无

论原始附着量高低与否
,

其降解率基本相似
.

由于两种浓度喷洒原始附着量不同
,

因此持

效期不同
,

考虑药害及花期采蜜问题
,

在 , 月

初及花期用 30000 倍好
,

若用 6 000 倍
,

致使

嫩枣叶枯萎
,

药害明显
.
而花期正是当地放

蜂采蜜的大好季节
,

适于低浓度喷雾
,

这样既

保证枣花蜜的质量及蜂的安全又能杀死花期

害虫
:
在果实生长期

,

新郑枣区用 3 0000 倍

液喷雾
,

每隔 12 一14 天喷药一 次
,

一 般 喷

3一4 次
.
从表 2可以看出

,

用 6000 倍液喷

洒
,

到第十三天的降解率平均为初外
,

此时
、

澳氰菊醋的浓度为 0. 177pp m
,

与用 30心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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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枣叶空白样本色谱图 月 5 枣叶样本色谱图

液喷雾的原始附着量相近
,

因此在果实生长

期
,

若改用 6000 倍液
,

只喷 1一2次
,

这样既

省人力又保证了红枣的质量
.

「2 1 陈宗憋等 , 昆虫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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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吸附在磁铁矿石上的微生物去除水中有机氮杀虫剂

据英刊 律a , 。 r R 。 , , , , c h 一9 5 6 年 20 卷 9期报道
,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微生物学系的 L c. M ac R , “

研究了用固定化微生物同时去除水中六种有机氯杀

虫剂的效率
.
这六种有机氯化物是 : , 一

“‘
、
丫一

6 6 6
、

狄氏剂
、

艾氏剂
、

七 氯环氧化物和 P’扩
一
D D T

.
I
.

c.

M
a c

R 熟e 把一种名为 R八口
do
户t ,
“
0. ,

, , s 户人a 。
,”‘J e ,

6 t 2 8 的细菌固定在磁铁矿石上
,

在六种化合物的起

始浓度均为 ZOn“
/
川‘的尽合水巾

,

使其与固定化微

生物接触 20 m 认
.
经过气相色谱检测

,

结果发现:

水中的七氯环氧化物
、

艾氏剂和 l, ,

洲
一
I用 l 含鼠

减少到低于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 侧器的检 测水平
,

“ 一

“6
, 厂 一

“6 和狄氏剂的浓度分别降低了 29
.

, %
,

3 2

.

0
% 和 88

.
, %

.

一

陈祖建 马强 编译 自甲
。, 。r

R
e , e a r c ‘,

20 (
9

)

,
1 1 5 0

(
1 9 8 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