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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报道 了多 菌 灵 在 西洋 参中残留量的 � � ! 检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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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叶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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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残 留量测定的相对标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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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极限均为 。�

�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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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菌灵在茎叶和土壤中的消

解动态方程为 � 一 � ��
�

��
� 自 ‘�即和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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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
,

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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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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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是一种广谱内吸性杀菌剂
,

对大多数子囊菌
、

半知菌和担子菌等真菌引起的植

物病害有效
,

对植物有内吸和治疗作用
,

是西洋参栽培过程中最常用的农药
,

播种时可
用于种子和土壤消毒

,

在苗期可防治立枯病和拌倒病
�

国外对水果蔬菜中多菌灵残留量
检测已有报道

,

如 � � � � � �� � � �川用比色法
,

� � �� � 仁
,
一‘〕分别采用离子对色谱及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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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测定
,

��� �� � �� � � 等乙’· 吕〕将样品烷基化后用 � � 测定
,

� � �  � 一

�� � � �
, 二报道了用 � �

一

�� 的

方法
�

但国内外对西洋参茎叶
、

根中多菌灵的测定尚未见报道
�

我们用 � �� 尤 方法测定

了多菌灵在西洋参茎叶和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

为制订多菌灵在西洋参栽培中安全使用标
准提供依据

�

实 验 部 分

� 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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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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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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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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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间消解动态试验

种植三年生西洋参
,

设三 个重复小区
,

面积 � �
艺 ,

保护行宽 ��
,

并设空白对照区
�

从
�� � � 年 � 月 �� 日当天喷药后按一定间隔时间随机采样

,

采样后立即贮存于低温冰箱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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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茎叶样品处理

称 �� 风干并粉碎的茎叶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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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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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有机相后浓缩至约 �� � �
,

定量转入 �
一
� 瓶中

,

加入适量甲醇
,

然后蒸去二氯甲烷
,

甲醇

定容至适当体积
�

� ��  ! 检测
�

�� � 西洋参根中多菌灵的提取
取 �� � 吹干的西洋参根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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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 �
,

于 � � � �三角瓶中
,

加入 � �� �氯仿超声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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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
,

药渣用氯仿再提二次
,

合并提取液低温真空旋转浓缩或氮气吹去氯仿
,

浓

缩至近 � �� 体积时加入 �� �甲醇
,

继续蒸至近干时用甲醇移至 �
一

� 瓶中
,

继续浓缩后定

容
,

� ��
�

� 检测
�

�
�

� 土壤中多菌灵的提取

取 �� � �� �风干的土壤样品 �过 �� 目�
,

以下方法�可上
�

�
�

残留量检测
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准品溶液

,

进样 �� 川
,

得出标准曲线 � 多菌灵浓度 �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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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 一 �� 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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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A 为吸收峰面积
.
在上述操作条件下

,

此标准

曲线在多菌灵浓度 0
.
25 一5理

·

m l

一 ‘范围内呈线性
.
用外标法测定样品中多菌灵的含量

.

结 果 与 讨 论

1.回收率与精密度
取空白对照区的西洋参茎叶

、

根
、

土壤
,

按上述样品处理方法提取
、

净化
、

测定
,

确

认不含多菌灵
.
再取这些空白样品加入不同量的多菌灵标准溶液

,

凉干后按前法操作
,

测

定多菌灵含量并计算添加回收率
,

结果见表 l
,

色谱图见图 1
.

衰 l 多菌灵在西洋参中添加回收率

T able 1 R eeovery of Carbendazim in Panax quinquefo lium

样样 品品 茎 叶叶 根根 土峨峨

添添加浓度/用
·

g
一 ’’ 0

.
5 1

,

0 2

.

000 l

。

0
2

.

5
5

.

000
2

.

555

平平均测定值 (n 一 4) /邢
·

g
一 ’’ 0

.
4 0 0

.
7 0 1

.
555 0

.
7 1

.
5 3

.
888 2

.
111

回回收率/ %%% 80 70 7555 70 60 766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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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灵标准品

西洋. 很空白对服

此让t/m玩
图 l 西洋参根及茎叶中 多菌灵 H P L C 图

F ig . 1 H P L C ehro m a tog ram o f C arb end azim

取含多菌灵样品四份
,

测定方法精密度
,

结果见表 2
。

表 2 多菌灵检侧精密度

Table 2 Preeis一o n o
f C

a r
b
e n d a z i m

样样 品品 多菌灵残 留量/Pg
·

g
一 ’’ 平均值/傀

·
g
一 ’’ R S D / %%%

同同 一批茎叶叶 4. 1 4.0 3.9 4.222 4.111 2.222

同同 一批根根 1.3 1.4 1 4 1.222 1.333 6.222

同同一批土壤壤 6.7 6.9 6.9 6.888 6.888 1.222

取空白对照区的西洋参茎叶
、

根和土壤样品
,

逐渐减少加入的多菌灵量
.
按上述步

骤测定
,

方法的最低检测浓度均为 0
.1产g ·

g
一 ’.

2

.

样品测定结果与多菌灵的消解动态

喷施多菌灵后一定时 间内样品中多菌灵残留量结果见表 3
.
其中多菌灵在茎叶中消

解方程为C 一 118
. 4尹 一 ”

·

‘’56, ,

半衰期 5
.87d

,

在土壤中消解方程 C 一 18
.
84
e 一 “

·

’“, ’‘ ,

半衰期
3.63d

.

裹 3 多菌 灵的消解动态

Table 3 诀g
radation of Carbe ndazim

时时间/ddd 茎 叶中残 留量 傀
·

g
一 ‘‘ 时间/ddd 土壤中残留量/淹

·
g ,,

00000 1 2 0
.

9 士 4
. 000 000 19

.
2 士0

. 333

lllll 1 04 .1 士 1
. 333 222 14 . 9 士0

.
222

33333 8 1. 3士 0
. 111 444 7 . 1士 0

. 222

55555 6 7
. 4 士 0

. 555 888 3
. 7士 0

.
111

77777 5 2
. 9 士 0

. 444 l 222 2
.
1士 0

.
111

西洋参栽培中霉病易发期为 6一 8 月份
,

9 月份后作物生长后期逐渐回苗
,

10 月初收

获
.
我们在 7 月底开始用 3

. 75k g ·

h
a

一 ’和 7
.
sk g

·

h
a 一 ’

分别在实验小区连续施药 4 次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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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次施药后第 31 一 55 d 内所采茎叶
、

根和上壤均未检出多菌灵
.

根据以 上实验结果
.
在西洋参收获一个月前按推荐常规用药量施用多菌灵

,

最终产
品不受污染

.
国家标准 G B 4 28 5

一

84 中规定多菌灵在水稻上最后一次施药距收获期也要不

少于 3 0d
L’‘, : 西洋参中多菌 灵的最大允许残 留量国内外都无明确规定

,

参照 F A O /W H O

规定在作物中残留最大允许量多在 0
.5产g ·

g
’以上

,

如 JM P R 最大允许量 (19 78 年) 胡
罗 卜

、

苹果为 1咫
·

g

一 ’ ,

马铃薯 3咫
·

g
‘ ,

考虑到西洋参每人每月最大用量不超过 l飞
,

因此
,

我们建议多菌灵在西洋参中最大允许残留量定为 。
.
5一1

.0腮
·

g
’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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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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