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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8年 10 月简
,

关于如何在高度密植的麦田中使 用葵剂防治病虫害的筒题 自[] 已

提 出
。

尤其是关于小麦条锈病 的集剂防治筒题最为突出
。

因为除了航空喷桨以外
,

目前所有的各种防锈莱剂在高度密植的麦田中几乎是无法使用的
。

根据苏联的汽草废气霜化机 (̂ A T ) 的原理 〔1 〕
,

〔2 〕
,

并且考虑到 我 院

已仿制 A A T初 步成功
,

当时我们曾轻想利用A A T来发射含硫 的油界剂以防治锈 病
。

但由于当时工作重心 已蟀向其它方面
,

此项研究工作未能进行
。

195 9年 2 月
,

我俩提 出了雨个方案 : (一) 利用A A T来发射硫磺烟霖剂 ; (二)

利用黑火案来发射硫磺烟剂
。

用A人T发射硫磺烟鬓剂的尝藏
,

最初是喷射硫磺的矿油 (我朽用的是柴油) 溶

液
。

由于硫磺在矿油中的溶解度只有 8 一10 % 左右
,

而适宜的助溶剂尚未找到
,

未

推植进行拭脸
。

但后来用A A T 道接发射熔融硫磺
,

使成为烟露的尝 藏
,

获 得 了成

功
。

方法是在 A A T喷管上加接一个硫磺熔融器 (由我院普凯同志没爵)
。

生成的烟

摇微粒袖度在 2 一40 微米左右
,

粒度校大
,

而且在叶片背面沉落能力较差
。

利用拖拉机或汽草发射烟霉的办法
,

目前在国内还有相 当的局限性
。

因此我仍

比校注意于烟剂硫的研究
。

关于利用黑火莱作发烟剂制造烟剂硫 的尝拭
,

是轻过 了数十次献脸以后获得成

功的
。

由于此种硫磺烟剂的配制原料在各地农村中均可就地解决
,

而且使用时不需

要寡阴器械
,

因此我仍孰为它基本上符合土洋桔合以土为主的集剂使用方针
.

烟剂硫的生物款脸及大田使用技术
,

正在研究中
。

本文之 目的
,

在于渝述硫磺烟剂之能制方法及其物理化学性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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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人对硫成制荆的研究情况

刊目前为止
,

硫磺乃以下列各种形式而被广泛使用着 : 〔3 〕

(1 ) 硫磺粉剂 (异华硫
、

磨制硫
、

石灰硫磺粉剂)

( 2 ) 可湿性硫磺

( 3 ) 石灰硫磺合剂

(4 ) 有机硫化合物 (如代森制荆)

( 5 ) 胶态硫 (水溶胶)
。

其中以胶态硫 的效力为最高
,

硫磺粉剂的效力级低
。

我国历年来使用最普遍的是石灰硫磺合剂以及硫磺粉荆
。

可湿性硫磺以及有机

硫化合物近年来开始应用
。

最近
,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在 19 5 8年拭制胶态硫成功
。

已有几个地方进行工厂生产
,

而且室内测定的性能比进口 育 (日本 ) 为佳 〔4 〕
。

关于使 用胶休磨 (秒磨机) 的胶态硫制造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

但所有上述各种硫磺制剂在使用上均有以下各种缺点 :

第一
、

在通常嗜薪喳粉器械的性能下
,

这些硫磺制剂一般仅能达到叶片的正面
,

而不能达到叶片之反面
。

第二
、

在高度密植的麦田中
,

羹剂只能喷布到植株的顶部叶片上而不能下达到中

部和基部叶片
。

例如陕西省整屋县今年四月份使用
“
安 2 ”

型飞机喷布7
“

一p
O B ‘ e

的

石灰硫磺合剂
,

也只能达到第二个叶片
,

第三个叶片上 已极少
。

第三
、

必须使用具有相当效率的器械
。

目前除了利用飞机以外
,

其它器械的效

奉都嫌低
。

在三
、

四月简进入麦地也已相当困难
,

特别是密植田
。

目前
,

葵械供应

不足也是一个朋题
。

就陕西地区而言
,

源上地区缺水是一个严重周题
。

除了硫磺粉剂以外
,

其它制

剂使 用时都需要大皿的水
。

这是实际周题
,

不能不加以考虑
。

以气溶胶形式而使用的烟剂硫
,

就完全避免了上述三大缺点
。

根据国内外文献
,

关于硫猎的烟霜态使用还没有什么成功的径脸
,

也没有一篇

研究报告
。

在一般农集教科书中
,

也没有硫磺烟霖剂的毅述
。

因此
,

在进行本寡题

研究时未能找到可查参考的直接查料
。

本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湍点和实脸方法必须

稚植深入探封
,

就很显然了
。

二
、

磺硫烟剂之配方股针

在投爵硫磺烟剂配方时
,

注意考虑到材料的来源简题以及操作上的筒而易行
。

了
闷. ‘.

呀咨昌~ 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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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我们希望硫磺烟剂能殉被一般农民群众所掌握而不需要惠四技术人且的指导 ,

烟剂的配方
,

通常必须包括三个成份 : 有效成份
、

氧化剂
、

发热钊
。

一

目前各地所用的氧化剂 (配制六六六烟剂之多系氯酸押
,

而发热剂多用蔗糖
、

岛洛托品 〔5
、

6 〕等
。

但氯酸钾供应较困难
,

成本也较高
。

而使用雌糖作
.

发热料

RlJ 几乎是不合理的
。

我俩一开始便决定用黑火某作发烟剂
。

因为 : 第一
、

黑火葵的原料 最岑 易 鲜

决
,

各地农村可以做到就地取材 ; 第二
、

成本较低 ; 第三
、

不致于和食用品工业发

生矛盾 ; 第四
、

黑火集在我国有最悠久的历史
,

人民群众对于黑火集的制造和使 !月

是家喻户晓的
,

对于黑火葵的重要原料
—

火硝的制造技术也非常熟悉
。

但是我俩也考虑了黑火案的爆炸性简题
。

黑火桑的爆速在所有的炸案中是最低

的 (每秒400 公尺)
,

然而4 00 米/秒的爆速对于发烟来挽也是太大了
,

而且是 危 险

的
。

我们根据以下雨点原理来降低黑火桨的爆速 :

(一) 黑火某的硝炭比率为4
.

6 ~ 5 : 1
。

如果适当地降低硝炭比举
,

可以降

低爆速
,

使混合物不爆炸而只进行快速的燃境
。

(二) 增加硫磺的比率可以显著地降低爆速
。

黑火栗中硫磺的含量是 10 ~ 12 %
。

含量超过 30 %时
,

混合物便不能爆炸
。

在硫磺烟剂中刚好硫磺是有效成份
,

这是一

个巧合
。

轻过 多次的拭脸
,

敲为硝炭比李降低到 3 : 1 时比校合适
。

硫磺的含量在 55 协

左右比较好
。

如果硫磺含量超过6 0 % 则不能顺利地 引发
。

在数十次的拭脸中
,

我 {!吐

还发现爆速可以引用一种援速剂来有效地加以控制
。

为了保征发烟剂有足殉的发热

t
,

我们在硝炭比率为 3 : 1 的基础上引入了少盆的援速剂
。

此种援速剂在农村中

也极易获得
。

关于用稍酸氨代替部分火硝的拭脸
,

也取得了成功
。

硝酸氨是常用的化学肥料

之一
,

价格远较火硝为便宜 (拍为火硝价格之十分之一 )
。

此外
,

硝酸氨分解后听

产生的气体远较任何其它炸某为多
,

居第一位
。

我俩希望这一特性将有利于发烟
。

但是由于硝酸按对起始冲能的感度极低
,

故用硝按完全代替火硝的企图未能成

功
。

而用硝按和火硝的混合物时
,

烟剂的发烟性能得到夏好的改进和提高
,

价格也

降低令
左右

。

_ 一 3 一 一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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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远原理原则
,

我俩制成了以下雨类烟荆 :

表一
、

雨类硫磺烟剂的粗份及配合比例

粗粗 成 份 栩 度度 粗 成 份 合 盆盆 粗 成 份 姗 度度

、‘、
子

4 0 目啼

6 0 夕 /,

5 7
。

1 4 %

2 8
。

5 , %

10 0 夕 夕

4D 目肺

6 0 夕 夕

1 0 0 夕 夕

5 5. 35 %

2 0
。

00 %

18
。

朋%

1日
。

33 % 了

. 洲

2 0 /I 夕

9
。

6 2%

4
。

7 6 %

粉谕艘粉荆研胜炭这硫火睛*掇

此外
,

我们也制成了硫磺和六六六以及 D D T的混合烟剂
,

以便兼 治 病 虫 害
。

(晃表二)

表二
、

硫磺和有机氯复方烟剂之粗份及配合比例

、、
、

一

了袅 份 加 度 t % 绷 度 舍 t %

2 8
。

5 7筛防目一目

一
.占,��”�八“一户侧‘一通二‘孟

硫 磺 粉

丙 体 六 六六

D D T 原 粉

发 烟 剂
*

4 0 目防

弓O 夕 夕

S一0 4 2

!
含

⋯
l
‘

!
t

2日。 5 7

幼
。

5 7

2 8
。

5 7

全部通过20 目 4 2
。

8 5 全部通过 2 0 目 4 2
。

8 5

一姐

.

匀~
*
发烟荆粗份 : 火睛

.

、份
、

木炭粉 1 份
、

耗速荆0 5 份

所有以上各 种烟剂
,

发烟性能均及好
。

烟剂之发烟是在发烟罐
, 卜进行的

。

发烟罐可以用竹筒
、

瓦罐
、

小花盆或泥盆做

成
。

根据我俩 多次献脸
,

以泥筒或小花盆为最好
。

因为这类器皿蓄热能力大
,

故烟

剂发烟速度较快
,

硫磺成烟率高 (残硫率低)
。

发烟罐的尺寸如下较为适宜 :

高1 5一20 C。
。

值径 9 一10 Cm
.

一次能装烟钊5 0 0一60 0克
。

艘内烟剂之装旗如图 1 所示
。

烟剂装缉高度约为罐深之四分之三
。

桩 柱 拍 实

后
,

在中央部份捕入 引芯一枚
。

引芯配合比和发烟剂之配合比相同
。

用硝抵椿成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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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

尸

烟状圆筒
,

郎可捅入烟剂中心
。

引芯之用量

为烟剂之O
。

5~ 1
。

0 %
。

最后
,

在烟剂表面上加盖一层 厚 1
。

5、

2
。

OCm 的乾砂
。

砂子的作用是隔艳空气
,

防

止高热的硫磺蒸气因与空气接触 而 起 焰 燃

境
。

烟剂引发后
,

再加上罐盖 (用 黄 泥 压

成
,

中简留一个 i 、1. SC m 直径的圆孔以便

出烟)
。

‘汽维毖

鹅城月翻翻氯氯
矛矛舒舒

田L 彼坷雄之创自(参目刹

很峨伐兄)

.

司已

卜J 匕

三
、

硫磺烟剂某些理化性状之观察

(一) 发烟时简

硫磺烟剂之发烟时简
,

因为发烟嫂贫料不同以及一次烟剂装填量不同而有显著

差异
。

在发烟罐胃料方面
,

以泥罐及小花盆为最好
,

竹筒次之
,

抵筒发烟校慢且易

起火
,

金属筒发烟最慢
。

在一次装填量为150 克的情 况下
,

用小花盆 (内口 径7
。

S Cm ,

底 内径5
。

oc m
,

深

8. sc m ) 放烟的桔果
,

各种烟剂的发烟时简如下 :

A一04 2 硫磺烟剂 6 分35 秒

A一042 一50 硫磺烟剂 3 分13 秒

r s
一 04 2 复方烟剂 3 分1 0秒

r s
一04 8 复方烟剂 2 分30秒

D s
一 04 2 复方烟剂 1 分33秒

其中A一04 2一50 硫磺烟剂是 A一042 烟剂之改夏
,

郎把硫磺含量降 低 为50 %
。

目的是为了提高发烟速度
。

当烟剂装旗量增大到 60 0克时
,

A一0 42 烟剂在花盆 中的发 烟 时 简 为 10 ~ 11 分

趋
。

而当装崛量为17 克时
,

发烟时简为 3 分 7 秒
。

可见
,

单位剂量的烟剂之发烟付

简和烟剂之一次装填量成为反相关
。

这是由于烟堆之比表面积不同所致
。

烟堆之比

表面积越大
,

发烟时简越长
。

(二) 燃失率及残硫李

燃失率是烟剂发烟后所失去的重里和烟剂原重量之比
。

燃失率测定方法
:
把预

先称好的一定量的烟剂 (W ) 装入发烟罐中
,

再称 出总重 (w l)
。

发烟拮 束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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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称总重 (w Z 。

) BlJ 燃失率为 一
.

竺共寥鱼
一 ‘ ; 。。

。

, ,

残硫牢是烟剂燃渣中游离硫磺含量与原烟荆中硫磺总含量之比值
。

侧定方法如

下 (容里法 ) :把残渣磨捆
,

通过 60 号缔 目
。

用四分法取出样品后
,

在境瓶中 用过量

的亚硫酸纳溶液 (25 % ) 煮沸回流 2 小时
。

冷却过滤后
,

加37 %浓度的甲醛液
,

振

摇后
,

用80 %的醋酸中和
,

乃以0
.

IN碘液滴定之 〔7
、

8 〕
。

考虑到砂子能冷凝一部份硫磺
,

而这一部份硫磺按严格的惫义来挽
,

是不能针
‘

算到残硫中去的
。

因此分别测定了砂中以及残渣中的残硫举
。

侧定的桔果如表三表四及表五所示
。

7
J‘ .

表三
、

熬渣及盖砂中残剩硫磺傲

烟 荆 类 型

。 子 中 , 二 的 。 , } 燃 , 中 残 ‘ 的 。 ,

盖砂, (克) 一游离s率% {游离S妞(克) }燃渣兹 (克 ) { 游离 s 率书
.
游离S且 (克》

A一0 4 2

A一0 4 2一5 0

,

14
。

0

10 4
.
5

8
。

8 4

5
。

5 9

6
。

5 42 5 8
。

0 1 1
。

68 6
。

7 7 4

5
。

84 0 5 9
。

0 9
。

3 4 5
。

5 1 0

R b 一Q4 2 8 9
一
7 7

。

9 8 7
。

1 4 9 6 2
。

3 13
。

64 8
。

49 8

R S一0 4 8 4 2
。

0 * 5
。

2 0 . 2
.

1 8 4 .

1
)5一 0 4 2 10 7

。

0 1
一

8 7 2
。

0 0 0 6 2
。

0 3
一

5 3 2
。

1 8 9

.

月‘
,

本样品是盖砂与燃演讯合在一巷助定的
。

表四
、

各类型烟剂中之残硫申及硫磺成烟率

烟 flJ 类 双 i。 。 。 }“。克) *

1
盖砂中

, 。 !、
中
, 郸{

总
。。 成谈成烟率%

A一0 4 2 8 4
。

0 8 7
。

7 8 8
。
0 5

A 一二毛2一5 0

5 6
一
0 5

4 7
。
4 3

2 9
。
1 6

2 ‘ : O

2 8
。

7 4

7 1
。

5 9 8
。

1 5 7
。

6 9

双5 一04 2 4 3
。

7 4 1 6
。

3 4

I
、.

5 一D4 8 4氏 8 0

1 9
一

4 2

5
。

3 5

D S一0 4 2 4 3
。

1 1 4
.

6 3 5
。

0 7

15
.

83

1 5
。

8 4

3 5
。
7 6

5
。

3 5

0
一
7 0

8 4
.

1 7

8 4
。

1 6

64
。

2 4

料
。
6 5

90
。
3 0

* 含硫盆是以一次装城通巧0
.

0 克舒算的
。

~ 目巴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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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

烟 荆 类 型 ⋯峨
, , , (克 )

⋯

各 类 型 烟 剂 之 燃 失 率

总 , t (克) !, 烟
后总重 , (克)⋯失 二 (克 )

燃失率 (% )

6 0
一

0 0

6 9
。

6 8

5 8
。

6 6

7 2
。

0 0

0
1000.

⋯
098内己O臼n甘OUO

,上,占

7 6
。
5 5 1

。

0 0

�J101勺01口内O己�,上月‘nJ434045肠蛇
�勺0
1000

..

⋯
6通
‘91口n�2‘1臼kJ八11�0巴J一05�口5n�0000..

⋯
n甘0000

�勺�勺一勺�勺�口�上.二口五,孟曰lA一0 4 2

A一0 4 2一5 0

R S一0 4 2

R S一04 8

D S一04 2

亏
‘

通

刁眨

.

曰食

在 rs一0 42
、 r 。
一048

、

Ds 一0 42 各烟剂中有机氧化物之 残剩率及成烟率未能进行

顺利的测定
。

因为在硫磺存在 的情况下
,

D D T及六六六之硫氛酸氨客量法定量测 定

受到了很大干扰
。

此色定量侧定也不能进行
。

室内生物裁脸的桔果指出
,

rs 一0 42 及 r s
一048 中的六六六在发烟后并无显著 的

分解破坏迹象
。

(三) 烟粒粕度及分布密度

本项观察是在室内进行的
。

密室的容积为68
。

7M 3 。

根据大田 中烟胡散的情况来看
,

一般甜烟高度在1
.

5 M左右
。

因此每亩地的谓烟

空简按9 9 9M 3爵算
。

在决定密室内放烟量时就参考了这个数字
。

每次密室内放烟的烟剂用量是17
。

5克 (相当于每亩放烟半市斤 )
。

室温是2 5
。

~ 2 6
o C

,

相对湿度为7 0、8 0%
。

用三块一粗的载玻璃片从三个方向来接受硫磺烟粒 :

垂道玻璃片
—

接受水平方向撞击的烟粒

水平玻璃片
—

包括雨块 :
一块接受 自上而下垂值方向撞击的烟粒

,

另一块接

受 自下而上垂道方向撞击的烟粒
。

室内一次放置 5 ~ 10 粗这样的载玻璃片
。

从放烟开始起
,

受烟 4 小时后即取出

作镜检
。

每一玻璃片上随机取 5 个砚野
。

根据砚野面积爵算烟粒密度
,

并用侧微尺

针里烟粒之最大最小直径
。

A
。

烟粒密度 每一砚野之面积为1
.

77 挑 10
’盛Cm , 。

三个方向烟拉密度如下 :

正面的烟粒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分 33 4万粒
,

反面的烟拉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分2 47 万粒
,

, 祖公面的烟拉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分25 0万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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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烟 8 小时后取出的载玻璃片上
,

烟粒密度增加了
。

但同时也伴随一种砚象 :

有薛多硫磺圆珠状烟粒晶化而形成八面型的硫磺桔晶
。

B
。

烟粒细度

正面
—

级大 4 一 5 微米
,

一般为 1 一 2 微米
,

最小可辨的烟粒为0
.

5微米
。

侧面
—

级大 4 一 5 微米
,

一般为0
。

5一 1 微米
。

反面
—

微拉韧度极为均匀
,

一般均在O
。

5微米以下
,

没有超过0
.

5微 米 的 大 颗

粒
。

上述烟粒细度是比校理想的
。

和胶态硫 (水溶胶 )的翱度相比
,

有过之无不及
。

我俩用同法镜侧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制的胶态硫
,

桔果
:
一般微粒翎度为 1 一 2

微米
,

最小的微拉为0
。

5微米
,

而有相 当多的 4 微米以上的徽粒
,

最大 微 粒道径达

到2 6微米
。

此外
,

胶态硫在水巾仍有显著的微粒团聚现象
。

特别在某滴边椽
,

由于

微粒聚集而造成硫磺顺粒的过度集中
。

C
。

烟粒形态

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硫磺烟粒
,

均为圆球形
、

色棕杠
、

透明
。

这些圆球形微拉

轻用二硫化炭处理以后
,

即韩变为硫磺的单斜晶体和八面体
。

但这种棘变只有当烟

粒密度极大时才出现
。

在前述放烟浓度 下
,

二硫化炭不容易使圆球状硫磺微粒斡变

为晶态硫
,

只有少部份可能发生这种斡变
。

胶态硫 (水溶胶) 在显微镜下也早圆球状
,

透明
、

色棕杠
、

但极浅
。

在空气中 (室温) 摺置数 日以后
,

圈球状微粒有一部分晶化
,

多半成为八面体

枯晶
。

但极粕的微粒别往往晶化而成针状桔晶 (烟剂硫及胶态硫均有此现象)
。

D
。

发烟罐中的温升

烟剂引发后
,

发烟艘中的温度即迅速上开
。

但温升范围未进行测定
。

硫磺的沸

点为4 4 4
O C。

据此可以推测
,

发烟罐中的温升上限至少在4 4 4
“C以上

。 人 一0 42 烟 剂

的温升大概耍比A ee 例2一50 烟剂之温升为低
,

因为后者发烟时简此前者箱短几乎一

半
。 A一0 42 一冈姻荆发烟时

,

堆中混合物昙橘缸色
,

这可能表明发烟嫩中的温度至

少在500
“C以上

。

根据资料
,

黑火集之爆炸温度为4岛7
“ C〔。〕

。

硫磺烟剂的防病效力应孩不受温度的影响
,

因为硫磺在隔艳氧气的条件下
,

温

度的变动仅能改变硫磺的物态
,

而不致改变它的化学性臂
。

根据一些最靳的晃角仁

歌为硫磺在黑火集中只是木炭和硝石雨者的粘合剂〔10 〕
。

了

月‘训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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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左

至于44 4
“ C以上 的高温对于有机氛有无不夏影响

,

正在进行化学分析的 拭 歇
。

但生物拭脸表明
, r 。一心4 2及

r s

一04 8烟剂中的六六六之杀虫效力并无显著的 减 退
。

例如
,

在6 8
.

7 k s的密室内施放rs 一刃4 2烟剂14
.

5克 (用的是六六六原粉而非丙 体 六

六六
。

相当于每亩施用六六六原粉6 0克左右 )
。

在受烟四小时后
,

棉盲蜷象便全部

死亡
,

而梧桐木益及棉蚜之成若虫刻全部中毒
。

中毒的尾虫在无烟室中轻过24 小时

后
,

梧桐木益死亡举为70 %
。

而径过48 小时后
,

梧桐木毋死亡率为10 0 %
,

棉 蚜 死

亡举为83
.

0 8 %
。

四
、

烟荆硫抑菌作用之观察

利用室内放烟进行了烟剂硫的抑制锈病菌胞子发茅的斌脸
。

供斌生物为小麦条

锈病 (碧嫣一号) 以及小麦叶锈病 (50 K ) 的夏胞子
。

拭脸中并以30创肠的 胶 态 硫

么及石灰硫磺合剂 (2 5
O

B ‘色母液用蒸馏水稀释 5 0悟)作了对比
。

在载葵玻璃片乾燥的情况下
,

撒布胞子粉
。

轻过 4 小时以后
,

再喷布蒸馏水
。

然后在湿箱中萌发
。

所用的条矫病菌胞子已不新解
,

对照的发芽举校低
。

献脸桔果 昆表六
、

表七
。

* 一 二 , ‘
,
。
、

*
,

, r
、

‘ . , , . 二 , 、 , * 。 (3 )
不可 / \ 、 专祀 7 fU 六U , J 、夕〔 \ J U“ 产” l 劝写,网 口习月以 1 厂口刁卫引曰剑

一

石卜月 1

脚J 吐

处 理 策 剂 浓 度 抑 菌 效 率%

A一0 4 2一5 0

硫 磺 烟 剂
一⋯
衡释30 0恰

0
一

肋B ‘

总总 胞 子 教教 发芽施子教教 发 芽 率%%%

正正正 6洲洲 333 0
。
4 333

反反反 5 1555 8 555 16
。

5 111

侧侧侧 5 9 111 111 0
。

1777

333
.

1888

00000

666 0
。

1盛盛

即
。

2 8

铭
。

54

9 9
。

7 1

弓U
.

八曰

.

!

!!
!l
es
.

胶 态 硫

石 硫 合 剂

对 照

9 4
。

7 1

1 0 0

(1) 0
.

5克男以困剂总全
,

实含硫确 0
.

1 6克
。如以成烟牢日4

。

16 %针茸
,

别空闷硫研浓度不万如
。

12刘M、

(幻 每一处理三个重复
,

每一玻璃片取五个双野而平钧之
。

《几) 在泥箱中葫发七小时的拮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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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 盆 , ,二 :

,

:
、

,
,

,
‘,

_

二
、
‘ , , ,

: 、二 , , , * 二 ( 1 )
已浮是 , IU人J z J 、弓‘ 、牛写习勺—

7 , , 另唁 刃5 ,四 口日月d
~

Jwe 口〕 , 侣」‘圈 . 卜J, 1

处处 班班 狱 荆 浓 度度 胳 子 萌 发 情 况况 抑 , 效 率%%%

总总总总 胞 子 数数 发芽胞子教教 发 芽 卒%%%%%

AAA 一
.

介幼一5 000 令 ...
1jjj 0

。

9444 95
。

3仑仑
硫硫 研 烟 荆荆

,
正

4

1
、

ld 444 2000 4
。

9222 7 5
。

8999

11111
。

.
2 5
彭M 3

{反 4。。。 444 1
。

6 999 9 1
。

7 111

!!!!! tlI
一

2 3 777777777

胶胶 态 硫硫 稀释30 0倍倍 3 5 333 666 1
。

7 000 9 1
。

6 777

石石 硫 合 荆荆 0
。

6
O
B 666 3 8 888 000 000 10 000

对对 照照照 8 7 777 1 7 999 2 0
一

4 11111

了

岛叫

( 1 ) 在退箱巾萌发28 小时的桔果
。

上述桔果表明
,

烟剂硫之抑菌作用和胶态硫及石硫合剂相比
,

不相上下
。

但是

由于烟剂硫之微粒能在各个方面沉落到植物体上
,

因此
,

实际效果显然要比后二者

为优
。

此外
,

为了确征烟剂硫对于植物之安全程度
,

在放烟室内布置了棉苗及麦苗
。

轻过四次放烟 林一0 42 烟剂
,

每次 17
。

5克 ) 后
,

植株仍无发生菜害之迹象
。

还在一个1立方米的熏蒸概中施放A一0 42 烟剂10 克
,

即比前述剂童 (0
。

25 - 可,
。

3

克 / M幻 增大 30 屠左右
。

桔果供拭小麦 (碧嫣一号) 并无任何桑害迹象
。

据此
,

我们敲为烟剂硫在大田使 用上是安全的
。

但是在放烟过程中应防止烟荆

起焰燃境
,

否 fllJ
,

离发烟罐枝近的麦苗叶子会发生乾精现象
,

这是由于二氧化硫的

作 用所致
。

如果起焰时
,

应立即撒入乾土或乾砂压灭之
。

在一次装载最不超过一公

斤 的情 况下
,

是不容易起焰的
。

五
、

枯 偏

1
。

在降低硝炭此举并引用一种援速剂的条件下
,

可以利用黑火集作为发烟剂而

制成硫磺烟剂
。

已制成的硫磺烟剂已有A一0 42
、

A一 048 雨种类型
。

2
。

利用黑火集作发烟剂也可以制成硫磺与有机氯的复方烟剂
。

已制成的复方烟

剂有rs 一时2以及Ds ee刃42雨种
。

但关于有机氛在这雨类复方烟剂中的隐定性
,

简 须

作进一步的分析
。

3
。

烟剂硫之微粒袖度可达到 1 一 2 微米
。

由于这种高度分散性
,

烟剂硫可以在

晋烟物休之各个方向上沉落
,

因而可能大大提高硫磺的防治效果
。

匀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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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硫磺烟剂在引发后 的化学反应
,

尚待深入研究
。

5
.

在每立方米施放 A一0 42一50 烟剂0
.

25 、 0
.

3克的浓度下
,

烟 剂硫的室内 抑 菌

作用已很好
。

在此放烟量下
,

小麦及棉花的幼苗均不致发生奠害
。

六
、

烟剂硫之实际应用可能性

烟剂硫能否在生产实际上应用 ? 我俩有以下几个意冕 :

(1 ) 在果园
、

森林
、

温室中使用烟剂硫来防治锈病
、

白粉病
、

某些褐斑病
、

赶蜘蛛之类的病虫害
,

是肯定可以代替石灰硫磺合剂的
。

因为在果园及 森 林 中 放

姻
,

我国巳轻有轻脸
。

但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气象气候
,

特别是各个不同地区的小气

候
。

一般来挽
,

在林园中放烟必镇在树冠表面出现气温逆增的时候
,

亦郎在太阳出

山以前一小时左右或太阳落 山半小时以后
。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烟云才能滞留在

树冠层
。

(2 ) 在大田中使用烟剂
,

目前还缺乏轻脸
。

但是肯定地可以使用于大田
。

我

俩曾轻在陕西省兴平县武功地区的北阳村
、

杜家塞
、

夏前沟
、

窑安似及学校次坊等

地进行了多次大面积放烟
,

桔果均因风速超过 2 米秒而未能收到积极效果
。

此外
,

武功地区的风 向在傍晚时刻变动较大
,

也是放烟未获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
。

通过这几次大面积放烟
,

我佣得到几个敲歌 :

1
。

在 日出前半小时或 日落后一小时以后放烟
,

烟云能约贴地形成烟幕
。

潇烟高

度在1
。

5米左右
,

并且能浸入麦丛
。

2
。

放烟时风速最好在 1 米秒左右
,

可以形成滞留烟云
。

否则吹舍鞍远
,

必填增

加烟剂用量
。

这一点在大面积放烟时可以特别注惫利用
。

3
。

大田放烟时面积不宜小
,

而宜大
。

关于烟剂在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应用
,

国内尚无轻脸可循
。

有待于各地梢物

化学保护工作者积极实践
,

累积轻验
。

我俩已轻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粗
,

从事这方面

的研究
。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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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 “人

一

042
”

硫磺烟剂的批简包菠

发烟妞装崛情况及缺盖形状
.

.

月上

照片 2
。

用小花盆作发烟硅时的烟剂

装舅情况及峨盖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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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柴引发前的瞬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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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烟到第 2 分攫时 (第三罐us 一

C42 已发烟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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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玻片 (正面) 上沉落的硫磺烟

拉之显徽析影放大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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