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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田间试验方法，应用HPLC法测定了阿维菌素在水稻水、土壤及稻米中的残留。结果表明：阿维菌

素在稻田水、土壤及稻米中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分别在 85.51% ～87.98%  、78.57% ～83.09%、82.74%  ～

86.80%之间。阿维菌素的最小检出量为4.824  ×10-10 g，水、土壤、稻米中阿维菌素的最低检测浓度分别为

0.001 mg/kg、0.014 mg/kg、0.01 mg/kg。该药属易分解农药（T1/2<30 d）  ，按推荐使用剂量使用时收获的稻米

是安全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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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mectin Residue in Water，Soil and Rice

    Xu Haoran，Yang Renbin，Fu Qiang，Liao Haiyu

    （Institute of AgDo  —Envimnment PDotection，Hunan Agricultural UTniversity，Changsha 41 0128，China）

    AbStraCt：A 6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Deveal the residue of Abamectin in water，soil and ri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very rate in the wate，soil and rice were 85.51% 一87.98%  ，78.57% ～83.09%  ，82.74% ～86.80%  respectively.

The minimum detectable ljmits of the method was 4.824  ×10一10 g.The limit of quanti6cation was O.001 mg/kg for water，0.Ol4

mg/kg for soil and O.01 mg/kgfor rice.It was suggested that Abamectin beIonged to non  —  persistent pesticides（Tl九<30 days）  .

    Key wOrdS  ：  abamectin  ；  rice  ；  residue；HPLC

    阿维 菌素 ，又 叫爱 比菌素、齐满素等 ，商品名爱

福丁 、灭虫丁 、虫 螨克 等等口]  ，通用名 Abamectin'31  ，

最初 由 日本大村智等人从 阿维链霉菌的发酵产物中

分离出的，基本 结构为十六元大环 内酯二糖苷类化

合物 ，由 80%  B1a和小 于 20%  Blb组成 ，其杀虫活

性之强和杀虫谱之广具有划时代意义H]  。阿维菌素

为高毒杀虫剂 ，对鱼类和水生生物和蜜蜂高毒 ，对鸟

类低毒∞1  。适用作 物有蔬菜、果树、棉花 和花卉等，

已在很多 国家登记使用。其化学结构式为 ：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与试剂

    阿 维 菌 素 标 准 品 （  纯 度 B1a 93.31%、B1b

95.27% （  由农 业部 农药质 量检测 中心 提供 ）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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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色谱纯 ）  ，丙酮 、二氯 甲烷 、氯化钠、无水硫酸钠

（均为分析纯）  。

1.2  仪器设备

    Agilent  一1100型高效液 相色谱 仪 （  带 UVD）  ，

CSF—lA超声波波发生器 （上 海超声波波仪器厂）  ，

SHA  —B  水浴 恒温振 荡器 （  金 坛市 医疗仪 器厂 ）  ，

SHB  一Ⅲ循环水式 多用真空泵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

限公司）  ，旋 转蒸发仪 ，紫外分光光 度计 ，实验室常

用玻璃仪器。

1.3  田间试验

1.3.1  消解动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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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稻分蘖期用20%阿维菌素·三唑磷微乳  mAu j
剂按24 L/hm2（有效成分阿维菌素48.0 g/hm2）兑    70—j
水750 L  /hm2  稀释，对水稻植株和稻田封闭式喷雾  。.j 叠
施药1  次，于施药后l h、1、2、3、5、7、10、14、21、28、    ]    虽
35、45天对水稻水、土壤、稻米样品进行采样和样品    川ij    l
殳巳理。 40 j    jl

 1.3.2  最终残留试验 ..j    il
    选择未施用过阿维菌素的稻田，分别按高剂量    j    7I
和低剂量施药。低剂量处理：用20%阿维菌素·三 20 ij    I l
唑磷微乳剂按1 200 mL/hm2  （有效成分阿维菌素    10]    1 f{
2.4 g/hm2）兑水750 L/hm2  稀释，对水稻茎叶喷雾  .j ./\，\ .  一./I
— — .    0 七 = = = _ = ⋯ ： ≥ ，.： 、— ，— —’

施药。高剂量处理 ：用 20%阿维菌素 ·三唑磷微乳  ‘ ； — 10 — ’。二

嚣嬲嚣嬲裂巢黜 ⋯ 图.  ⋯素标准溶液
翟甲低剂量处理。甲时警一？空白对照，共5，试  —。。。}    j 23'R：：。.998  4 01 7二/
验小区。于最后一次施药后第 15、20、30 d采样 ，运  譬  l    ‘ /

回实验室待制备。    宅～l //
1.4  分析方法    喾删I //
1.4.1  阿维菌素残留动态分析方法    喾200} /

    稻田水 ：取 loo.o ml稻 田水于分液漏斗 中 ，加 眯二—戈 —— 商———高 ——病 ——蠃 —— 勘

入20 Inl 5%  NaCl  溶液，用二氯甲烷（30 mL、20 IhL、    选择量（。g）

兰蕊 鬻 蠢 穗 薰≥ 篓 篡 誊 慧慧竺孝.浓度寻≥雾善需黑爹篡。.o.4峭/kg、

姜姜霎薹量毳銎雪雾霉茎兰喜墓季善量蒌翥冀萋蚤三 蓉≥耄耋豢墨曩萋堇攀鬻爹薰 塞鐾麦萎
过 o.45  岬 膜 ，待 HPLc 测 定 ‘纠c    7j.57% 一83.09%  、82.74% ～86.80% 之 间 ，变 异 系

1.4.2.液相色谱测定条件    数分别在2.49%～3.84%、3.70%一6.51%、2.55%
    流动相：甲醇 ：水 =91  ：9  （  、i/V）  ；流速 ：0.4 n“  ～4.56%之间。分析方法 的准确度 、灵敏度、精密度

商n；柱温 ：25℃；检测波 长：245 mn；进样 量：20止 。  均符合残留分析方法要求。
在上述 色谱 条件 下 ，阿维菌 素 的色 谱保 留 时 间为

14渤0    2  结果与分析

l  -4.3  结果与计算    2.1  阿维菌素的降解
    外标法定量 ：阿维菌素峰面积 （  ）i）  与浓度 （  戈）  2.1.1  阿维菌素在 水 中的降解

在 o.48 ng  ～240.6 ng范围内呈线性相关 ，其线性回    长沙试验 结果 表 明：阿维 菌素在水 中的原始 附

归方程为 ：  ）i=3.512 2戈  +5.101 5，相关系数 为 R2  着量为 0.1  叫；/kg，c  ：0.109 e一，-336 71，半衰期 T.，：：

=0.998 4。阿维菌素标准溶液图 见图 1  ，标准 曲线  o.52 d，R：  ：0.997 7；杭州试验结果表 明：阿维 菌素

见因 “    在水 中的原 始 附着 量 为 0.09 mg/kg，c  =0.098 8

1.4.4  方法的灵敏度、准确性与精密度    e—o.05l  n.半衰期 T，，，：0.81 d  ，Rz：0.947 2；长春试

    在上述粤谱条件下 ，阿维菌素的最小检 出量为  验结果表明：阿维 蓄素在水中的原始附着量 为 o.07

4.824  xlOJo g  。水样、土样 、稻米中的阿维菌素的  mg/kg.c  ：0.068 9 e—o.634̈ ，半衰期 T，，：：1.09 d，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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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4    3    0 ‘    图4  阿维菌素在土样中的降解曲线

    图3  阿维菌素在水样中的降解曲线    2.1  .3  阿维菌素在稻 米中的降解

2.1.2  阿维菌素在土壤 中的降解     长沙试验结果表 明：阿维菌素在稻米中的原始附

    长沙试验结果表 明 ：阿维菌素在土壤 中的原始  着量为 1.05 mg/kg  ，c  ：1.050 6 e—o  m㈦，半衰期 ‘i、：  ，：：

附着量 为 0.04 mg/kg，c=0.039 3 e加.329̈ ，半衰期  1.12 d，R2  ：0.989 4；杭州试验结果表明：阿维菌素在

Tt，z=2.1  0 d，R2=0.935 6；杭州 试验结果 表明 ：阿  稻米中的原始附着量为 1.0 mgykg，c  ：0.989 e一。。。”，

维菌素在土 壤 中的原始 附着量 为 0.04 mg/kg，c 2  半衰期 T，，：：1.41 d，R：  ：0.983 1  ；长春试验结果表

0.038 5 e—o_”1 4‘，半 衰 期 TMz=4.56 d，R2 2    明：阿维菌素在稻米中的原始附着量为 o.5 mg/kg，？

0.977 l  ；长春试验 结果表 明 ：阿维 菌素在土壤 中的    ：0.549 7 e—o.炳“，半 衰 期 T、，，：2.34 d，R二  ：

原始附着 量为0.030 8 mg/kg，c  =0.030 8 e—ol155̈ ，  0.953 6。降解图 见图 5。
半衰期 T，，：=4.45 d，R2=0.979 9。降解 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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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阿维菌素在稻米中的降解曲线

2.2  阿维菌素的最终残留测定结果     消解快 ，气温可能是促进阿维菌素消解的主要原因i

    经阿维菌素低剂量 和高剂量 处理后 ，至水稻收    （  3）  中国 尚未制 定 阿维菌素 在水稻上 的 MRL

获时 ，根据分析测试结果表 明：两年三地试验地 的稻  值 ，笔者建议 中国对阿维菌素在水稻中 MRL值暂定

田土壤 和稻米中阿维菌素残 留量均未检 出（  土样 <    为0.0l mg/kg。

0.014 mg/kg；稻米 <0.0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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