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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乳剂是浅褐色液体
,

工业原油不溶于水
,

能溶于多种有机溶剂
,

对大鼠急性 口服 ���
。

� � � � � � � � 经皮 � �� � � � � � � �
,

对皮肤与眼

睛有轻微的刺激
,

属中等毒性的接触杀虫剂
,

但是对鱼有毒
�

� � 天后的无作用剂量为 � �

�� �
,

无
“

三致
”

副作用
,

杀虫活性类似氯氰

菊醋
�

为了合理使用并为环境安全评价和拟定

安全使用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

�� �� 年 �一 ��

月在北京
、

南京两地的郊区棉田进行残留动

态试验以及分析棉籽与土壤内的 �外 � � � ���

最终残留量
�

本文是两地试验的结果
�

采棉田土壤
,

自然风干
,

粉碎过筛
,

称重 � � � � �
�

�北京土壤 � 和 � � � � �南京土壤 � 装人直径

�一 �� �
、

长 � � � � 无底塑料桶内
,

桶底围以

塑料窗纱
,

以防止土漏 出
�

试验前每桶加土

重 ��  的水
,

根据圆桶面积
,

按 �� � � �亩的

药量
、

每桶滴加 �
�

�一 �
�

�� � � 的药量
,

将桶埋

人地表
,

按不同时间间隔取回桶土
,

低温保存

待测
�

�� � 田 间小区试验 在北京通县大杜乡

棉田
,

用高于推荐剂量 �
�

� � � �亩两倍即 斗
�

� � �

亩于 � 月上旬进行常规喷雾
,

喷后 � 小时和

按不同间隔天数采取土样分析土中 �多 � � �
�

�� � 的含量
�

�
�

�外 �� �� � � 乳齐�在棉叶上的残 留动

态

按 �
�

� � �亩高剂量于 � 月上旬分别在北

京
、

南京两地棉田进行常规喷雾
,

药液干后立

表 � � � � �’�� � 乳剂在棉田内的残留动

态试验方案

一
、

田间试验与样品的采集和预处理

试验地分设在北京
、

南京郊区的棉田
,

小

区面积 �� 一��
�

, � � ,

每一处理有三个重复并

设不施药的对照组
,

总共有 �� 个试验小区
�

�
�

�肠 � � �� � � 乳剂在棉田土壤中的 消

解动态

�� 半模拟试验分别在北京
、

南京郊区

施施药剂量量 施药药 施 药 时 间间 收���花距最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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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 �  年 �� 月 � ,

�� 日

以上田间试验的设计与样品的采取
, 预处理均按我鼠

《农药试验准则�� 试行�的规定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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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采摘棉叶
,

分析棉叶内 , 多 � � �� �� 的原始

附着量
,

以后按不同天数采摘棉叶低温保存

待测
�

�
�

施用不同剂量与次数的 � � �� �� �� 乳

剂后
,

棉田土壤与棉籽内的最终残留量
�

试

验方案见表 �
�

二
、

分 析 方 法

�
�

试剂与仪器

�� 试剂
� 丙酮

、

石油醚
、

乙睛
、

乙酸
、

乙

酉旨等均为分析纯
�

�� � 无水硫酸钠
、

氯化钠
、

分析纯
�

�� 费罗里硅土
�

�� � �务 � � � �� � 乳剂
,

� �
�

�关 纯品
�

由

美国 �� � 提供
�

�� � 旋转蒸发器 � � � �� � � � � � � � 一 ��

��� 气相色谱 仪
,

美 国 � �� ��� 公 司
,

� � � � � 型

�
�

分析步骤

�� 土壤
、

棉叶
、

棉籽分别用丙酮 �石油

醚混合液 ��
� �� 提取

�

提取液在 �形 硫酸钠

水溶液中两次加石油醚萃取
,

弃去水相
,

有机

科 学 � , 。

相过无水硫酸钠柱除水并浓缩
�

�� � 土壤
、

棉叶浓缩液的净化
� 从下至

上柱内装 �� � 无水硫酸钠
、

� � 弗罗里硅土
、

� � � 无水硫酸钠
,

用 �� � � 石油醚预淋
,

弃

去
�

将浓缩液转人柱中
,

用 �� � 】 �并乙酸乙

醋
一

�� 多 石油醚淋洗
,

收集全部淋洗液
,

浓缩

定容待测
�

�� � 棉籽浓缩液以 �多� 乙睛
一 �多 石油

醚萃取
,

乙睛相再用石油醚提取
,

弃去乙睛

层
,

石油醚相过无水硫酸钠柱除水并浓缩
,

净

化同 �� �
,

定容待测
�

�
�

色谱分析条件

用电子捕获检测器测定 � �� � �� � � 环

形玻璃柱
,

内装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 目固定相 �进样 口温度� 乡�℃
,

检测器温度 � �� ℃
,

柱温 � �� ℃ � 滚动相 �
,

� �
�

� �沁
,

� � � �� � �
� �

�
�

最低检出量
、

最低检出浓度与回收率
�

参照过去的方法〔�
, � �

,

根据实际条件
,

适当加以修改
,

在上述条件下
,

� � ���� 的最

低检出量 ��  � �
,

最低检 出浓度 �
�

�� �   ! ,

回收率符合 C
.
V
.
要求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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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面积与进样量回归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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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分 析

L , 多 Be stox 乳剂在棉田土壤中的消

解动态
。

( l) 半模拟试验(表 3) 试用塑料圆桶盛

装棉田土壤
,

按面积施药的半模拟方法
,

分析
Besto x 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

试图减少在大

田施药和采样的误差
.
从表 3 的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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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l司小区试验 表 4 是在北京郊区

棉田 进行的试验结果
.
施药剂量 4. 2弓g /亩

,

喷药时间在 7 月上旬
.
棉花正处于 生长 初

期
,

植株小
、

叶片少
,

喷的药液能较均匀落到

地表
,

取土样时力求一致减少人为误差
.
所

获分析结果表明
‘ 一 。

,

。2 7 。一0. 。,了 T

f

生 ) 一

\ 2 /

13
.
8)

, ,
~ 一 0

.
93 ,

9 1 天后已消解 98
.
7多
.

2
.
5沁 Best ox 乳剂在棉叶上的消解 动

态见(表 5)
.

本试验的施药时间选择在防虫盛期
,

北

京在 7 月下旬
,

南京在 7 月上旬
.
剂量高于

推荐剂量的两倍
,

即 、
.
5 9

/亩
.
喷药后 1 小

对
,

待棉叶上的药液凉千后摘取棉叶进行分

析
,

作为 Be st ox 在棉叶上的原始附着量
.
北

京棉叶上的原始附 着 量 为 17 .2 5 鸿/g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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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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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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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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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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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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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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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用不同剂量与不同次数的 5务 Be
s-

后棉田土壤和棉籽的最终残留量 (见表

Besto x 在棉田土壤中的最终残留
,

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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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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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不同药量与不同次数的 5% Be .t
ox 在棉田土城及棉籽内的最终残留 (脚29)

二
。、 。、

*

}

施药量
}
_ _

、,

。
}

杯礴互 J也 六
‘气}

/ _
_
J
一

、
}咫刘〔八文划

一…署卜…
一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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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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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丁i

—
{一一万

l 二 奋。 1 4 ! 孟

—卜;分}一}一借}4· , 0

1

“
} 孟

南京
{

一

不万刃{
-

一
一

{一兀
I 二 奋。 ! 斗 ! 二

l
” · , u

} 1

收花距最后一
次施药施药时
间 ( d)

最终残留 (补g /g )
施药 日期

土壤 棉 籽

月
月

,
2 0 , 3 0 日

10 , 2 0 , 3 0 日
:
} { {

< 检 出极限

月 30

月 10
日

,
2 0 ,

3 0 日
:
{ } }

< 检 出极限

3 ,
3 0 日

6 , 2 6 日
,

1 8 日
:
1 1 {

< 检 出极限

,L‘月l了n月月月

月 1

月 6

一
2 6 日
1 6 日

0
。

0
3 3

0

。

0 5 0

< 检 出极限

6 所示
,

用药量大
、

次数多的试验处理
,

土壤

中 Best ox 的残留量多于用药量小
、

次 数 少

的
.
如北京 4. 2 59 /亩

,

施药 6 次的土壤内 B 。-

s t o x 最终残留量为 0
.
02 7 拼g / g (土) 2

.
2 5 9 /

亩施药 6 次的为 0
.
0 10升g

/
g (土 ); 南京试验

的分析结果趋势相同
.
在所有施药的小区内

,

棉籽中均未分析 出有 Be
stox 的残留

.

四
、

讨 论

1
.
研究杀虫剂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

一

般可在稳定的可控条件下模拟进行
.
我们试

用塑料圆桶装土按面积定量施药
,

放置棉田

定时取回分析的半模拟实验
.
Be
sto x 在土壤

中的
‘
~

‘。。‘杆 方程
,

两地的结果比 较 一

Bestox 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

5 9 一 109

天都消解 90 多以上
,

同时还证明在土壤中的

最终残留量与施药量
、

施药次数有关
.

2
.
B es to x 在棉叶上的消解动态 两地 基

本一致
,

半衰期 :
f
上、只有

;一。天
,

1 、一16

\2 /

天后已大部消解
,

可以认为它在棉叶上的残

留时间不长
,

残毒问题不大
.

3. B es to x 是接触杀虫剂
,

无内 吸 收 作

用
.
棉花治虫一般在 7一8 月下旬施药

,

距收

摘棉花 斗0一50 天
.
因此

,

无论从理论上推

断还是本试验的分析结果表明
,

棉籽内没有

B estox 的残留
.

1.J,口.J‘
.二,妇r..一‘.‘

致
,

“值也相似
,

了

卿
在 23一2 , 天

,

但在

岖
试验的 T

(t)

是 ‘, 天
,

比桶土消解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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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土的原始附着量
,

北京是 3
.
15拜g

/
g ( 土 )

,

南

京是 L 35 拌g / g ( 士 )
,

比计算添加量 (北京是

2
.
, 群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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