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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制了含有机硅助剂的阿维菌素微乳剂,并以常规阿维菌素微乳剂或乳油为对照,从制剂

质量技术指标、理化性能及生物学效应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所配制的含有机硅助剂 ( S ilw et 408)的

1. 8%阿维菌素微乳剂 (含质量分数为 6%的环己酮、4%的二甲基亚砜、7%的 0203B和 5% 的

Silw e t 408, 余量为自来水 )不仅达到一般微乳剂的质量要求, 阿维菌素热贮分解率为 1. 12% ,有机

硅助剂的热贮分解率也低于 1%,而且通过溶剂优化,节约了 70%的有机溶剂用量和 7%的表面活

性剂用量,还比常规微乳剂和乳油的表面张力降低 10 mN /m左右、减小液滴接触角 10b以上、增大
液滴的扩展面积 5 mm

2
以上,药液的润湿时间从乳油和常规微乳剂难于润湿降低到 1 m in以内。

每公顷 7. 2 g (有效成分含量 )含有机硅助剂的阿维菌素微乳剂对菜青虫的田间防效为 96. 8%, 显

著高于相同剂量的乳油制剂 (防效 94. 5% ); 特别是低容量喷雾增效更为显著, 每公顷 3. 6 g的微

乳剂防效为 88. 4%, 明显高于同剂量的大容量喷雾 (防效 82. 7% )。试验结果表明,含有机硅助剂

的阿维菌素微乳剂比常规微乳剂或乳油性能更为优越, 防效更显著,特别适合于低容量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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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form u la tion, abam ectin m icroem ulsion, w as prepared using org ano silicon co- fo rm ulan t

( S ilw et 408). Techn ica l specif ication, phy sica-l chem ica l characteristics and b io lo g ica l ef f icacy o f the

new form ulat ion w as com pared w ith comm on m icroem ulsion or em ulsif iable concentrate ( EC ) o f

abam ectin. The qua lity spec if icat ion of the new form ulat ion [ 6. 0% (W W/ ) cyclohexanone, 4. 0%

d im ethy lsulfox ide, 5. 0% S ilw et 408, 7% 0203B, tap w ater w ere con sisted in the optim um fo rm ulation]

no t only m e t the quality standard o f comm on m icro em ulsion, but a lso saved 70% so lv ent and 7%

surfactant by optim izing the so lven t sy stem. The test o f therm a l stability show ed that the decom posed

ratio o f abam ect inw as1. 12%, and that o f S ilw et 408 w as below 1. 0%, after being sto red a t ( 5 4 ? 2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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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 14 days. The diluted so lut ion o f the new preparation show ed decreased surface tension by 10 mN /m,

reduced con tac t ang le by m o re than 10b, increa sed spread area by 5 mm
2
, and dropped w e tt ing tim e to

less than 1 m in com paring w ith comm on m icroem u lsion or em u lsif iable concentra te o f abam ectin. F ie ld

contro l eff icacy o f m icro em ulusions conta in ing S ilw et 408 aga inst the pest a t app lication rate of 7. 2 g

(a. i. ) /hm
2
, w as 96. 8%, w hile that o f EC w as on ly 94. 5% . W hen using low vo lum e spray a t

app lication ra te o f 3. 6 g ( a. i. ) /hm
2
, the f ie ld contro l ef f icacy w as 88. 4%, h igher than that o f h igh

vo lum e spraya t the sam e applica tion rate, w hich w as 82. 7%. The tria 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phy sica-l chem ica 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 l ef f icacy o f m icroem ulsions conta ining S ilw et 408 w as

superior to that o f comm on m icro em u lsion or em ulsif iab le concentrate o f abam ect in, and it w as m o re

suitable to be applied by low vo lum e spray.

Key words: org ano silicon co-fo rm ulan;t abam ectin; m icroem ulsion; eff icacy; low vo lum e spray

  有机硅表面活性剂作为农药助剂使用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但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才开始在

农业上进行商业性的推广应用。 1980年新西兰林

业研究所开始研究有机硅助剂在除草剂上的应

用
[ 1]
。孟山都新西兰公司于 1985年率先将世界

上第一个有机硅表面活性剂 L-77 (聚亚氧烷基改

性聚甲基硅氧烷,属聚三硅氧烷 )商品化
[ 2]
。迄今

已有大量论文报道了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及

其在农药中的应用, 是当前农药助剂的研究热

点
[ 3-6]
。

与传统表面活性剂相比, 有机硅表面活性剂

具有良好的润湿性、较强的粘附力、超强的扩展能

力和较好的渗透能力
[ 7]

, 对气孔渗透率高, 具有良

好的抗雨水冲刷能力
[ 8]
。由于有机硅助剂只在

pH 6. 5~ 7. 5之间才稳定
[ 9]

, 故其多数作为桶混助

剂, 现混现用, 如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 em am ectin benzoate)乳油施药药液中添加 Silw et

408(烷氧基改性聚三硅氧烷 ) , 可极大地降低其在

蔬菜叶片上的接触角, 增加铺展面积
[ 10 ]

;在除草剂

烟嘧磺隆 ( nico sulfuron )悬浮剂施药药液中添加

S ilw et 408
[ 11]
可防除玉米田杂草、在嗪草酸甲酯

( eluthiace-tm ethy l)乳油施药药液中添加 Silw et

618
[ 12]
可提高防除杂草效果。而在农药制剂中添

加有机硅助剂的公开报道并不多见, 国内仅见在

烯效唑 ( un iconazo le )可湿性粉剂中添加 Silw et

L-77, 增强了制剂在土壤中的迁移性和药物对作

物的渗透性、附着力, 提高了药效
[ 13 ]
。

为了方便用户的使用, 为农药生产企业节约

包装成本, 本实验室研制了含有机硅助剂的 1. 8%

阿维菌素微乳剂 (M icro em ulsion, 简称 M E ), 并从

制剂质量技术指标、理化性能及生物学试验等方

面对其进行了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95. 5%阿维菌素 ( abam ectin) B 1a标样 (德国

D r. Ehrensto rfer Gm bH 提供 ) ; 94. 2% 阿维菌素

B 1a原药 (河北威远生化有限公司 ) ; 表面活性剂:

OP-21、O P-10(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农乳 500# (十

二烷基苯磺酸钙 ) (沧州鸿源农化有限公司 )、农

乳 0203B (蓖麻油聚氧乙烯醚与十二烷基苯磺酸

钙的混合乳化剂 ) (南京太化化工有限公司 ) ;

1. 8%阿维菌素微乳剂、1. 8%阿维菌素 (+ Silw et 408,

以下简称为 + S ilw e t)微乳剂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配制 ); 1. 8%爱福丁乳油 (阿维菌素

的商品名,室内毒力测定试验的对照药剂, 北京中

农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奇克农药厂生产 ) ;

1. 8%虫螨克乳油 (阿维菌素的商品名, 田间药效

试验的对照药剂,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生产 ) ;

S ilw e t 408 (美国迈图高新材料集团提供 ) ; 溶剂和

助溶剂均为分析纯。试虫为菜青虫 P ier is rapae

L.,室内毒力测定虫龄为 4~ 5龄幼虫, 田间药效试

验为 3~ 4龄幼虫, 采自北京市海淀区甘蓝田。标

准帆布片: 21支 @ 3股 @ 21支 @ 4股帆布, 直径

35 mm的圆片,质量 0. 38~ 0. 39 g (北京蓝中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

1. 2 主要仪器
DH JF- 4002低温恒温搅拌反应浴 (郑州长城

科工贸有限公司 ) ; SYP玻璃恒温水浴 (河南巩义

市英峪予华仪器厂 ) ; JK 99B全自动张力仪 (上海

中晨数字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 ; OCA 20接触角测

定仪 (德国 D ataphysics C o. ); PB - 16型手动压缩

式喷雾器 (喷片喷孔直径: 常规喷雾为 1. 3 mm, 低

容量喷雾为 0. 7 mm ) (马来西亚 Syarikat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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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Sdn. BHD. ) ; Ag ilent 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阿

维菌素测定的色谱柱 Zrobax XDB C18 [ 250 mm @
4. 6 mm ( i. d. ) ] , 色谱工作站 ( Ag ilent T echno lo-

g ies C o. L td. ) ; 有机硅助剂测定检测器: 具有低

温检测能力的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 300度 ) , 色谱

柱为 Phenom enex LUNA C 18 ( 75 mm @ 4. 6 mm )烷

基封端反相色 谱柱 ( A g ilent Techno log ie s C o.

L td. )。

1. 3 试验方法
1. 3. 1 微乳剂的配制  按微乳剂配方组成 (阿维

菌素原药、有机溶剂、表面活性剂、助表面活性剂

和水 )配制微乳剂。配制方法为将阿维菌素原药

溶解在有机溶剂中, 加入表面活性剂、有机硅助

剂、助表面活性剂, 混合均匀, 再加入自来水, 搅

匀, 即配制成各种在室温下外观清澈透明的微乳

剂试样。测定其浊点和低温稳定性。

1. 3. 2 制剂质量技术指标测定  每项测定重复

3次。

乳液稳定性测定: 按照 GB /T 1603 - 2001
[ 14 ]

进行。试样稀释倍数为 20倍。

透明温度范围的测定: 按照 HG /T 2467. 10 -

2003
[ 15]
进行。笔者 建议透 明温度 下限 t1 [

- 5 e ,透明温度上限 t2 (即浊点 ) \ 60 e 为合格。

热贮稳定性测定:按 GB /T 19136- 2003
[ 16]
进

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阿维菌素质量分

数的测定以甲醇 +乙腈 + 水 ( 40+ 40 + 20, V /V )

为流动相, 在 C18柱上对阿维菌素 B 1a进行反相液

相色谱分离和测定, 检测器波长为 254 nm。有机

硅助剂质量分数测定以甲醇 +水 ( 70 + 30, V /V )

为流动相, 在 C 18烷基封端反相色谱柱上对 Silw et

408进行测定, 以 S ilw e t 408作为标样, 测定阿维

菌素 + S ilw et微乳剂中有机硅助剂的热贮分解率。

低温稳定性测定:参照 GB /T 19137 - 2003
[ 17 ]

方法进行。 10 g试样于 - 5 e ? 1 e 贮存 7 d, 外

观无变化为合格。

pH值测定:按 GB /T 1601- 1993方法
[ 18]
进行。

1. 3. 3 制剂理化性能测定  每项测定均重复

4次。

表面张力: 采用铂金板吊环法
[ 19]

,测定体积为

50 m L,在室温 ( 20 e )下进行。

动态接触角: 在塑胶培养皿上进行, 采用视频

法
[ 20]

,测定体积为 3 LL, 温度为 30 e 。

液滴扩展面积: 方法同动态接触角测定, 液滴

扩展面积测定采用积分法。

润湿时间: 参考帆布片沉淀法
[ 21]
测定。准确

量取 1 m L 制剂于 500 m L 烧杯中, 加入蒸馏水

500 m L (稀释 500倍 ), 测定标准帆布片在药液表

面润湿的时间。

1. 3. 4 制剂生物学测定

1. 3. 4. 1 室内毒力测定  采用浸虫法
[ 22]
。将大

小一致的菜青虫 P. rapae幼虫在浸虫笼的药液中

浸渍 5 s, 吸去多余药液后将其置于直径为 12 cm

的培养皿中,皿中放有新鲜甘蓝叶片,加盖。每浓

度处理 10头, 重复 4次。设空白对照。于 ( 27 ?

1) e 光照培养箱中保持 48 h后检查死亡率, 用拨

针轻触虫体无反应者为死亡。

1. 3. 4. 2 田间药效试验  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朝 阳 社 区 的 白 菜 地 进 行, 白 菜 Bra ssica

cam pestr is L. 品种为早熟 5号, 生育期 40 d。

试验设 6个处理: 1. 8% 阿维菌素微乳剂

7. 2 g /hm
2
(有效成分,下同, Ñ )、5. 4 g /hm

2
( Ò )、

3. 6 g /hm
2
( Ó ) , 对照药剂 1. 8%阿维菌素乳油

7. 2 g /hm
2
( Ô ) , 以及空白对照, 大容量喷雾, 每公

顷施药液量 600 kg; 另设 1. 8% 阿维菌素 ( +

S ilw e t)微乳剂 3. 6 g /hm
2
进行低容量喷雾 ( Õ ) ,

每公顷施药液量 150 kg。每小区面积 15 m
2
, 重复

3次,随机排列。

采用叶面喷雾, 施药时邻近小区用塑料薄膜

遮隔。于菜青虫盛发期 ( 2008年 8月 10日 )施药

一次。分别于药前调查虫口基数,药后 1、3、7 d调

查防治效果。采用五点取样法, 每点调查 5株, 共

调查 25株, 记录活虫数, 计算校正防效。并对第

7 d校正防效作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配方筛选及制剂质量技术指标评价
2. 1. 1 配方的筛选  阿维菌素在一般芳烃类有

机溶剂中溶解度较小, 配制常规阿维菌素微乳剂

采用的有机溶剂为环己酮, 本研究中也选用环己

酮为主溶剂,其中有机硅助剂 S ilw et 408用量均为

5% (质量分数, 下同 )。以乙醇为助溶剂, O P-21

和 0203B为表面活性剂组合, 可以配制出高浊点、

外观透明的微乳剂。环己酮用量为 20% , 增加乙

醇或表面活性剂的用量, 在低温下均析出少许结

晶,提高环己酮用量至 22% ,低温稳定性才合格。

为了降低环己酮的用量, 优化溶剂系统,重新

选择助溶剂,配方筛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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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化溶剂系统的阿维菌素微乳剂的配方筛选

Table 1 O ptim iz ing so lvent sy stem fo r abam ectin 18 M E

序号

N o.

环己酮

C yc lohexanone /

%

二甲苯

X y lene /

%

二甲亚砜

D im ethy-l su lfox id e/

%

表面活性剂

Surfactan t /

%

制剂外观

App earan ce o f

p reparat ion

低温稳定性

L ow tem peratu re

stab ility

1 8 5 OP-21+ 0203B = 2+ 8 浑浊 Tu rb id

2 8 5 5 00# + O P-10= 2 + 10 浑浊 Tu rb id

3 6 4 0 203B = 10 透明 T ran sp aren t 浑浊 Tu rb id

4 6 4 500# + 0203B = 1+ 9 透明 T ran sp aren t 很快析出结晶 C ry sta lliz ed qu ick ly

5 6 4 500# + 0203B = 2+ 12 透明 T ran sp aren t 冻结 Freeze

6 6 4 500# + 0203B +乙二醇

G ly co l= 2 + 12 + 5

透明 T ran sp aren t 合格 U p to standard

7 6 4 020 3B + S ilw et 408 = 7 + 5 透明 T ran sp aren t 合格 U p to standard

  通过配方筛选试验, 获得的优化配方为: 环己

酮 6% , 二甲亚砜 4% , 0203B7% , S ilw e t 408 5%,

余量为自来水。与原来的配方相比, 以二甲亚砜

为助表面活性剂, 使环己酮的质量分数降到 6%,

比常规 1. 8%阿维菌素微乳剂中环己酮的质量分

数 ( 20% ~ 22% )减少了 70%, 且常规表面活性剂

的质量分数也从 14%降到 7%, 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优化配方的基础上, 不添加有机硅助剂的

微乳剂在低温下冻结, 需额外添加防冻剂乙二醇;

而添加有机硅助剂的微乳剂, 不需要任何防冻剂,

低温稳定性也合格。

以确定的 1. 8%阿维菌素 (+ S ilw et)微乳剂的

优化配方测定制剂质量技术指标, 各项技术指标

均合格, 透明温度范围为 - 5 ~ 62 e , pH 值为

6. 83, Silw et 408的热贮分解率低于 1% , 阿维菌素

的热贮分解率为 1. 12%。热贮分解率均较低, 符

合农药制剂热贮稳定性的标准。

2. 2 制剂理化性能测定

试验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 阿维菌素 (+

S ilw e t)微乳剂比一般微乳剂和乳油更能有效地降

低药液的表面张力、大幅度地减小液滴接触角、明

显降低药液的润湿时间、增大液滴的扩展面积。

表 2 阿维菌素制剂的理化性能评价 (稀释 1 000 @ )

Table 2 The evalua tion o f function and effect o f abam ec tin prepara tions ( d iluted 1 000 t im es)

测定指标

Index of determ ination

表面张力

S urface tens ion

( 2 0 e ) / (m N /m )

30 e 下 60 s时的接触角

Con tact ang le at

60 s( 30 e ) / ( b )

30 e 下 60 s时的扩展面积

Th e expans ion area

at 60 s( 30 e ) /mm 2

润湿时间 (稀释 500倍 )

W etting tim e

( d ilu ted 500 t im es) / s

1. 8%阿维菌素 EC

ab am ectin 18 EC

33. 0 ? 1. 1 41. 7 ? 0. 9 14. 3 ? 0. 5 30 m in以上不润湿

No w ettin g ov er 30 m in

1. 8%阿维菌素 M E

ab am ectin 18 M E

33. 4 ? 0. 6 45. 8 ? 1. 4 13. 3 ? 0. 7 30 m in以上不润湿

No w ettin g ov er 30 m in

1. 8%阿维菌素 ( + S ilw et) M E

( abam ectin+ S ilw et) 18 ME

23. 6 ? 0. 3 29. 5 ? 1. 6 19. 4 ? 0. 6
54. 5 ? 0. 9

  图 1为 3种阿维菌素制剂稀释液的动态接触

角测定结果, 从中可见,阿维菌素 (+ Silw et)微乳剂

与乳油制剂的稀释液液滴滴加到模拟培养皿的 5 s

内, 其接触角均快速降低, 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小;

5 s以后, 阿维菌素 (+ S ilw et)微乳剂药液的接触角

继续保持较快降低趋势, 而乳油制剂药液的接

触角变化则比较平缓; 到 60 s时, 阿维菌素

(+ Silw et)微乳剂药液的接触角明显低于其他两个

制剂,与未添加有机硅助剂微乳剂的差值在测定

时间内达到最大值, 为 18. 4b。不含 S ilw e t微乳剂

的接触角的变化趋势与乳油相似, 只是接触角值

更大。通常情况下, 液滴在靶标上的接触角在

1 m in内即可达到平衡,其值趋于稳定
[ 23]
。

图 2为 3种阿维菌素制剂稀释液的动态扩展

面积。阿维菌素制剂稀释液的扩展面积是在测定

接触角的基础上进行积分法计算的, 故与接触角

的变化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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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维菌素制剂的动态接触角

F ig. 1 D ynam ic contact ang le o f abam ec tin

preparation

图 2 阿维菌素制剂的动态扩展面积

F ig. 2 D ynam ic expan sion area o f abam ec tin

prepara tion

2. 3 制剂生物学试验评价

2. 3. 1 室内毒力测定  试验结果见表 3, 含有机

硅助剂阿维菌素微乳剂直接浸虫对菜青虫的 LC 50

值与乳油制剂相当。

表 3 1. 8%阿维菌素 (+ S ilwe t)微乳剂对菜青虫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T ab le 3 The labo rato ry bioassay o f (abam ec tin+ S ilw et) 18 M E aga in stP . rapae L.

药剂     
Preparat ion s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LC 50 ( 9 5% FL ) /

( g /m L)

LC 90 ( 95% FL) /

( g /m L )

相关系数 R

C o rre lation coeff icient

1. 8%阿维菌素+ S ilw et微乳剂

( ab am ectin + S ilw et) 18 ME

Y = 9. 625 + 2. 915x 0. 026( 0. 022 ~ 0. 031 ) 0. 071 ( 0. 045~ 0. 15 ) 0. 97 7 3

1. 8%爱福丁乳油

ab am ectin 18 EC

Y = 9. 212 + 2. 764x 0. 030( 0. 025 ~ 0. 036 ) 0. 087 ( 0. 043 ~ 0. 27) 0. 98 2 5

  有机硅助剂的超级扩展性只有在雾滴部分覆

盖的情况下才能发挥, 可使雾滴充分扩展, 增加其

在叶表面的覆盖和粘着, 发挥药效。而在室内毒

力测定试验时,由于虫体完全浸渍在药液中, 难以

发挥其超级扩展性,所以增效并不显著, 当药液浓

度逐渐增大时, 增效结果才有所表现。这表明有

机硅助剂在药液中达到一定的浓度时, 才表现出

增效效果。

2. 3. 2 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见表 4。各处理间第

7 d的校正防效差异显著。同剂量的 1. 8%阿维菌

素 (+ S ilw e t)微乳剂 (Ñ)药效高于乳油 ( Ô ) ; 每公

顷 5. 4 g (Ò)仅比乳油施药剂量 7. 2 g ( Ô )的药效

略低。

低容量喷雾时 1. 8%阿维菌素 ( + S ilw e t)微乳

剂防治菜青虫的药效显著高于同剂量的大容量喷

雾; 每公顷 3. 6 g (Õ)的处理仅比大容量喷雾 5. 4 g

(Ò)的药效略低。

3 讨论

鉴于菜青虫的实际发生情况, 田间药效试验

安排在白菜地中进行。白菜属于十字花科双子叶

植物, 大多数叶片表面易于润湿, 因此, 1. 8%阿维

菌素 (+ S ilw e t)微乳剂用于防治蔬菜害虫的优势未

能完全体现出来。

乳油和微乳剂的大容量喷雾均可造成药液的

流失, 但乳油添加的助剂为普通乳化剂, 大容量喷

雾流失严重,而有机硅助剂 S ilw et 408可使药液经

叶片气孔迅速被植物吸收, 造成流失的同时也容

易被植物叶片吸收, 相比之下, 在植物叶片上的沉

积量应该高于乳油, 这也是有机硅助剂增效的原

因之一。据杨学茹等
[ 1 ]
报道, 阿维菌素乳油对柑

桔细潜蛾的药效试验中, 在阿维菌素稀释液中添

加 0. 05% S ilw e t L-77后, 14 d防效比单用阿维菌

素增效达 50. 8%~ 97. 8%。其增效机理为有机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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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8%阿维菌素 (+ S ilwe t)微乳剂防治田间菜青虫试验结果

Table 4 The f ie ld trial o f (abam ectin+ S ilw e t) 18 M E aga instP. rapae L.

处理

编号

No. of

treatm en t

虫口基数

Av erage num ber

of larv ae befo re

spray ing

喷药后 1 d

1 d af ter spray ing

喷药后 3 d

3 d af ter sp ray ing

喷药后 7d

7 d after sp ray in g

残虫量

Num b er o f

surv iv ed larvae

校正防效

C o rrected f ield

con tro l eff icacy

残虫量

N um ber of

su rv ived larvae

校正防效

C orrected field

contro l ef f icacy

残虫量

Num ber o f

surv ived larvae

校正防效

C orrected f ie ld

con tro l eff icacy

差异显著性

S ign if ican ce o f

d if feren ce

0. 05 0. 01

Ñ 44. 3 ? 6. 87 6. 7 ? 1. 47 85. 1 ? 0. 95 4. 3 ? 0. 41 91. 8 ? 0. 60 2 ? 0. 71 96. 8 ? 0. 79 a A

Ò 47. 3 ? 2. 48 11 ? 0. 71 76. 8 ? 0. 31 8. 7 ? 0. 41 84. 8 ? 0. 46 5. 3 ? 0. 41 91. 7 ? 0. 60 c BC

Ó 42. 7 ? 8. 44 14. 7 ? 2. 6 8 65. 5 ? 1. 16 13 ? 2. 55 74. 7 ? 0. 71 10 ? 1. 87 82. 7 ? 0. 78 e D

Ô 75 ? 15. 6 12. 7 ? 2. 86 83. 2 ? 0. 86 10 ? 2. 45 89. 0 ? 1. 32 5. 7 ? 1. 47 94. 5 ? 0. 76 b AB

Õ 52 ? 7. 65 14. 3 ? 1. 7 8 72. 3 ? 0. 72 12. 7 ? 1. 78 79. 8 ? 0. 67 8. 3 ? 1. 78 88. 4 ? 0. 58 d C

CK 57. 3 ? 3. 34 57. 3 ? 3. 34 69 ? 3. 24 78 ? 4. 64

剂能使药液进入隐密的害虫藏匿处, 并促进植物

叶面对有效成分的吸收及进入表皮, 延长其持效

期。

  试验结果表明, 添加有机硅助剂能较大地降

低药液的表面张力和提高药液在叶片表面的润

湿、展着能力,增大药液的扩展面积。有机硅助剂

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农药的使用技术, 低容量

喷雾为部分覆盖的施药方法, 符合有机硅助剂的

作用特点, 能够有效增加其在叶表面的覆盖和展

着, 增加有效成分在叶片表面的沉积量, 提高农药

的利用率; 而大容量喷雾为完全覆盖的施药方法,

不但难以充分发挥有机硅助剂的作用, 相反其超

级扩展特性还有可能促进药液的流失, 降低农药

的利用率。田间药效试验结果验证了文献 [ 24]提

出的微乳剂低容量喷雾药效高于大容量喷雾的推

断。陈轶等
[ 25]
也报道,在 40%毒死蜱 ( chlo rpy rifo s)

乳油中添加 S ilw e t 408防治稻纵卷叶螟 Cnapha lo-

crocism ed ina lis G uen�e,施药液量可以减少 1 /3 ~

1 /6, 毒死蜱用量减少 1 /3~ 1 /4, 防治效果与大容

量喷雾相当或略高。

对于我国的广大农户, 一般不太习惯 /咖啡伴

侣式 0的施药方式, 而更愿意接受方便快捷的 /一

瓶式 0施药方式; 而对于农药生产企业, 在农药制

剂中添加有机硅助剂, 节约了有机硅助剂单独包

装的材料成本,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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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关于召开

/第五届全国农药创新技术成果交流会 0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 /十一五0农药创新技术成果, 为科研单位和农药企业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农药创新技术成果转

化, 由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主办、北京广源资信精细化工科技发展中心承办的 /第五届全国农药创新技术成果交流会0

将于 2010年 3月 31日 (报到 )至 4月 2日在深圳金碧酒店 (深圳罗湖区春风路 3002号 )组织召开。

大会包括专题报告和交流报告。专题报告: ( 1)农药工业 /十二五0规划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杨光亮教授级高工 );

( 2)农药清洁生产技术最新动态 (沈阳化工研究院李宗成教授级高工 ) ; ( 3)新型生物反应技术进展及其提高发酵效价的手段

(清华大学邢新会教授 ); ( 4)农药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赵霞研究员 )。交流报告: 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和农药企业介绍和推广农药创新技术成果。

参会代表注册费为 1 800元 /人。2010年 3月 15日前 (以银行汇款日期为准 )注册并汇款的代表注册费优惠 200元。会

议统一安排食宿, 费用自理。标准单房 310元 (含单早 ), 标准双床 340元 (含双早 ), 豪华房 420元 /天 (含双早 )。

欢迎各相关单位积极参会。请参会的单位将贵单位的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参会人数、缴费情况等信息发送到 Em a i:l

cnprc@ 263. net。

注册费请电汇至 :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安定门支行

户   名: 北京广源资信精细化工科技发展中心       帐   号: 0108014170008743

会后会务组将协助代表联系前往香港参观考察 ( 2010年 4月 3日至 4日 ),费用预计在 800元至 1 600元之间,费用自理。

拟参加考察的代表请务必在 2010年 3月 15日前与会务组联系和确认,并请提前办理港澳通行证或签证事宜。

另外, 会议接受企业赞助并为其提供宣传, 具体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人: 仲晓萍 010-64262348, 13810448211; 黄文耀 010-64262348, 13911519300

传  真: 010-64262348          E-m ai:l cnprc@ 263. ne t

深圳金碧酒店宾馆电话: 0755-82252888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

2009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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