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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动 喷 雾 器 低 量

喷 雾 质 量 指 标 初 步 测 定

张兴 曹高俊 吴文君 倪新智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

近年国际上的农药使用技术正向低容量的方向发展
。

我国在发展机动弥雾 机 等 低

量
、

超低量喷雾机械方面
,

做了不少工作
,

但手动喷雾器仍是我国的主要植保机械
。

北

京农业大学正在推广的一项老械新用的施药技术
,

即改换小孔径旋水片 ( 0
.

6一 0
.

8毫米 )

作飘移累积性低量喷雾
,

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点
。

与常量喷雾相比
,

可提高工效
,

并不

降低防效
; 与机动喷雾相比

,

它不受作物种植面积大小限制
,

适合于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

该技术要点与操作规程已有报道 〔1〕
。

应用该技术防治小麦
、

水稻
、

棉花等作 物害

虫已有试验报告 (北京农业大学农药使用技术培训班
, 1 9 8 3年油印本 )

。

但是
,

对该技

术详细质量指标测定以及从理论上对该技术优越性的阐述等方面
,

目前还很少有文献报

道
。

小麦等密植作物
,

在后期药剂防治中的主要问题是施药困难
。

机动喷雾 器 作 业 时

活动量大
,

易踏坏作物
; “ 额娃 ” 式超低量喷雾器不仅数量有限

,

且缺乏合适的农药剂

型 ; 一般手动喷雾器喷幅窄
,

工效低
,

难以实施大面积作业
,

如采用手动低量喷雾
,

则

可能解决这一矛盾
。

鉴于此
,

我们对手动喷雾器低量喷雾的部分质量指标作了初步测定
,

并考察了该技

术的工效以及对作物的安全性
。

现将试验结果整理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使用北京农药二厂生产的40 %氧化乐果乳油
,

上海宝山农机修造厂生产的工农

一 16 型背负式喷雾器
。

常量喷雾用 1
.

2毫米孔径的铜质旋水片
,

低量喷雾用 0
.

8毫米孔径

的不锈钢旋水片
。

喷雾压力 3 一 4 公斤 /平方厘米
,

低量喷雾的喷液量为 10 斤 /亩
,

常量

喷雾为 1 20 斤 /亩
。

低量喷雾时
,

喷头在距离作物顶端 1一 1
.

5尺作上下垂直移 动
,

属 飘

移累积性 喷雾
。

一
、

雾粒粒谱的测定

多考M ay ( 1 9 5 0 ) 的氧化镁玻板测定法 〔6〕 ,

将洗净的 1 8
,

5 x s 厘米的玻璃板置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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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架上
。

将镁条点燃在玻璃板下来回移动
,

使氧化镁均匀地附着在玻璃板上 制 成 采 样

板
。

在空气不流动的空间
,

放置直径 25 厘米
、

高 30 厘米的水桶 五 个
,

每 桶 放一块采样

板
。

使喷头距地面一米高度
,

低量喷雾 以两米喷幅
, 0

.

5米 /秒的行走速度
,

喷 三 个 喷

幅 ; 常量喷雾作针对喷雾
,

也喷三个喷幅
,

待沉降 1 分钟后
,

取出采样板
,

存放于干燥

处
。

两种喷雾方式各取采样板五块
,

每块用测微尺测量 1 00 个雾粒直径 (在实体 显 微 镜

下 )
。

校正系数采用 0
.

86 〔6〕 ,

则
:

雾粒直径 = 目尺格数 x 微米数 /格 x 0
.

8 6 ; 根据数量

中径 ( n m d ) 与质量中径 ( m m d ) 计算表 〔S〕 ,

求得
n m d

、

m m d及 n m d加m d之值
。

二
、

沉积量的测定

用铝凝胶法测定农药在小麦植株不同部位上的沉积量时
,

参照吴奎华 ( 1 9 8 2 ) 〔幻

的方法先制作标准曲线
,

比色时波长为 3 9 4 n m
,

以空 白为对照 ; 参照屠予钦 ( 1 9 8 2) 〔们

的方法制备氢氧化铝凝胶
。

田间试验在农场小麦田进行
,

共设三个处理 (常量
、

低量
、

对照 )
,

每处理五个水

平 (穗子
、

旗叶上半部和下半部
,

第二叶上半部和下半部 )
,

每处理随机取五个样 (即

重复五次 )
,

低量喷雾与对照小区面积为 0
.

5亩
,

常量喷雾小区面积为 0
.

1亩
。

按 40 %氧化

乐果 40 毫升 /亩
,

铝凝胶 1 2 0 0毫升 /亩的相同比例分别配制低量和常量喷雾液
,

分别进行

飘移累积性低量和针对性常量喷雾
。

喷雾完后
,

待麦叶上出现 白点时采样
。

每样点各采 3 个穗子
,

10 片旗叶
,

10 片二叶

(叶子由面积二分之一处剪成两半 )
,

分别保存于长形塑料袋中
,

并在田间随机采回 1 00

片旗叶和 10 0片二叶
,

按照李家庆 ( 1 9 8 0 ) 〔3〕的方法
,

求得平均叶面积
。

样本的洗脱
、

比色参照屠予钦 ( 1 9 8 2 ) 〔刃 的方法
,

比色时波长为 3 9 4 n m
,

以空白为对照
。

将 消 光 值

换算成每穗或每 10 平方厘米叶面积上沉积的铝量进行分析
。

三
、

雾滴分布的测定

用红墨水作染色剂
,

按每亩 40 毫升 40 %氧化乐果配制低量喷雾液
,

在小 麦 田 中 选

0
.

6亩地
,

随机布 1 平方米的点 9 个
,

点内分别选典型植株在穗子正面
、

侧面和背面
,

旗

叶正面和背面
,

第二叶正面和背面 7 个不同部位
,

按植株生长相同姿态
,

钉一片绘图纸

( 7 x Z 厘米 ) 于叶片中部
。

喷雾按 。
.

5米 /秒行速
、

2 米喷幅进行
,

待药液晾干后
,

收

回纸片
。

在实体显微镜下
,

检查每纸片 3 平方厘米内的雾滴数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低量喷雾雾粒较细

为了搞清低量喷雾的雾粒细度和粒谱范围
,

测定了低量与常量喷雾的雾粒直径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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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求得数量中径 n ( md) 和质量中径 ( m md) (见表 1 )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低量喷雾数量 中径低于常量喷雾
,

分别为 1 75
.

52 微米和 29 4
.

00 微

米 ; 低量喷雾质量中径也 比常量的低
,

分别为 2 1 5
.

96 微米和 3 52
.

77 微米
,

且 符 合 1 50 一

2 5 0微米的低量喷雾质量指标
。

雾化性能亦符合指标 ( n m d/ m m d> 0
.

6)
,

分别为 0
.

81 和

0
.

8 3 ,

说明试验时二者雾化性能均较好
。

表 1 氧化镁玻板法测定不同喷雾方式祥粒直径结果

( 1 9 8 3
.

5
.

陕西杨陵 )

一一~
-

一
_ 喷雾方式式 低 量量 常 量量

雾雾粒直径
-

-

一一
{{{{{

lllll 2 9 4
。

0 000
数数数数量量中径 (

n m d
: 那 ) { 1 7 5

.

5 22222

{{{{{{{

一一一 2 1 5
。

9 666 3 5 2
。

7 777
质质量中径 ( m m d

: 子̀ )))))))

nnn m d / m m ddd 0
。

8 111 0
。

8 333

注 : 测定时
,

温度 2 0℃
,

相对涅度8 8%
。

每种喷雾方式检查距喷头不同距离处采样板 5 块
,

每板检查 100 个雾

滴
,

对检查的雾粒按直径大小分组
,

求出每组雾粒占总数的百分率
,

再分别计算
n m d

、

m m d 、 ” 阴d

/
。 。 d值

。

提高药液分散度的途径主要有二
:

一是通过药剂的加工
,

降低其表面张力
; 二是通

过改进施药技术
,

增加喷雾压力或改变雾化装置
。

低量喷雾由于药液浓度高
,

因而 助 剂

浓度也高
,

表面张力小 ( 2 1℃时
,

用滴重法测得常量喷雾液为 6 6
.

6 5达因 /厘米
,

低量喷

雾液为 3 9
.

6 7达因 /厘米 )
,

且 因旋水片孔径小
,

故在同样压力下
,

低量喷雾产生的雾粒细
。

二
、

低音啧雾农药沉积且高

以上结果表明
:

低量喷雾雾粒较细
,

但与常量喷雾相比
,

在施药量相同时
,

农药是

否在靶体植物上沉积量也高
。

我们测定了农药在小麦植株不同部位的农药沉积量 (结果

见表 2 和表 3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穗子及叶子上沉积量均以低量喷雾为高
。

常量喷雾与对照间沉积

量无显著差异
。

由于在常量与低量喷雾液中
,

农药与铝凝胶量是以相同比 例 加 入 的
,

表 2 用铝凝胶法测定不同喷异技术在小麦穗部农药沉积蛋试验结果
来

( 1 9 8 3
.

5
.

陕西杨陵 )

\ 一
、 _

测定项目及数值
、 \ 、 、 、 ~

喷雾方式
一
\

_

消 光 值
铝沉积量

(拜g /穗 ) 带 案

低 量 …

0
。

2 8 2 3
。

9 5

量一照常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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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求得数量中径 n (m ) d和质量中径 (m m ) d(见表 1)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低量喷雾数量 中径低于常量喷雾
,

分别为 1 75
.

52 微米和 29 4
.

00 微

米 ; 低量喷雾质量中径也 比常量的低
,

分别为 2 1 5
.

96 微米和 3 52
.

77 微米
,

且 符 合 1 50 一

2 5 0微米的低量喷雾质量指标
。

雾化性能亦符合指标 ( n m d/ m m d> 0
.

6)
,

分别为 0
.

81 和

0
.

8 3 ,

说明试验时二者雾化性能均较好
。

表 1 氧化镁玻板法测定不同喷雾方式祥粒直径结果

( 1 9 8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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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测定时
,

温度 2 0℃
,

相对涅度8 8%
。

每种喷雾方式检查距喷头不同距离处采样板 5 块
,

每板检查 100 个雾

滴
,

对检查的雾粒按直径大小分组
,

求出每组雾粒占总数的百分率
,

再分别计算
n m d

、

m m d 、 ” 阴d

/
。 。 d值

。

提高药液分散度的途径主要有二
:

一是通过药剂的加工
,

降低其表面张力
; 二是通

过改进施药技术
,

增加喷雾压力或改变雾化装置
。

低量喷雾由于药液浓度高
,

因而 助 剂

浓度也高
,

表面张力小 ( 2 1℃时
,

用滴重法测得常量喷雾液为 6 6
.

6 5达因 /厘米
,

低量喷

雾液为 3 9
.

6 7达因 /厘米 )
,

且 因旋水片孔径小
,

故在同样压力下
,

低量喷雾产生的雾粒细
。

二
、

低音啧雾农药沉积且高

以上结果表明
:

低量喷雾雾粒较细
,

但与常量喷雾相比
,

在施药量相同时
,

农药是

否在靶体植物上沉积量也高
。

我们测定了农药在小麦植株不同部位的农药沉积量 (结果

见表 2 和表 3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穗子及叶子上沉积量均以低量喷雾为高
。

常量喷雾与对照间沉积

量无显著差异
。

由于在常量与低量喷雾液中
,

农药与铝凝胶量是以相同比 例 加 入 的
,

表 2 用铝凝胶法测定不同喷异技术在小麦穗部农药沉积蛋试验结果
来

( 1 9 8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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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学观点看
,

低量比常量喷雾好
。

因为农药在田间有三个去向
:

靶体 植 物 (t )
、

土壤 ( 。 )
、

大气 ( a )
,

( 总药量 = p
:
+ p

。
+ p t

) 人们总希望 p
s

和 p
a

越小
,

P
t

越大越好
。

低量喷雾沉积量高
,

即 P t

值就高
,

在施药是相同时
,

P
。
值高

,

对害虫的防效就相 对好
,

对环境的污染也就小
。

从害虫防治方面来看
,

农药沉积量高
,

防效好
,

但低量喷雾植株不同部位沉积量有

差异
,

因而对栖 自
、

于同种作物不同部位为害的害虫
,

及不同种作物上的害虫防治效果可

能不同
。

三
、

雾滴覆盖密度达到有效覆盖指标

低量喷雾 虽然沉积最高
,

但是
,

雾滴是否能在靶体植株上达到有效覆菩指标
,

我们

又进行 了雾滴分布的测定 ( 结果见表 4 )
。

表 4 低里喷雾法在小麦植株不同部位雾滴分布测定结果
介

( 1 9 8 3
.

5
.

陕西扬陵 )

} 三三鱼 口全二旦三少少三二二}
}一竺竺二匹一…一

-

一 竺叼胜一

—
}

}
~

携 二正亘 }
一 -

i吟些
-

些一一 - 一}
}一三

目

二 亘 {一 一 二11些一
一 呈匕 一

一

一
一

}
{一穗矛

一

坚
一{

—
兰i竺 一一匕一一一}

} j 兰 登 西一{——
一

巡—
.

一 三

—
}

卜竺 吐 背 亘
-

…一

—
i迎 一 一 生一 - 一

}
} 二 叶 背 面 … 0

·

0” d }

*

咸农 6 8 3

* *

表中数字由固定检查 3 平方厘米雾滴 9次重复平均数求得
。

测定时
,

风速 为0
.

杜 米 / 秒
,

小 麦
: 品种

(杨花宋期 )
。

表中数字后字母相同者表示经方差分析在 5 %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

由表 4 可看出
,

低景喷雾在小麦植株不 同部位间的雾滴数有差异
。

以旗叶正面为最

高
,

穗子正对喷雾方向与第二叶正面次之
,
以第二叶背而为最低

。

可以着出
,

植株不 同

部位间的差异与沉积量测定结果相吻合
。

穗子正对喷雾方向的雾滴数少于旗叶正面
,

可能

是穗子正对喷雾方向为垂直面
,

而旗叶为水平面
,

接受沉降的而积和方向不 同所致
。

从单位面积雾滴数来看
,

低量喷雾植株穗子正面和侧面
、

旗叶正面
、

二叶正面四个

部位的雾滴数均高于有效覆盖指标 ( 2 。个 / 平方厘米 )
,

说明低量喷雾能控制在作物

中上部为害的害虫
.

在进行低量喷雾几项质量指标测定过程以及用两种喷雾方式分别防治油菜后期蚜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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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麦穗蚜的试验中
,

同时就低量喷雾对作物的安全性以及其工效也作了初步分析
。

与常

量喷雾相比
,

低量喷雾的药液浓度高了十多倍
,

农药沉积量也高
,

并有相对 集 中 的现

象
,

但在我们的试验中未发现有任何药害症状
。

可见将常量喷雾的安全剂量
,

用于低量

喷雾时
,

对作物可能是安全的
,

·

但这还需就不同药剂品种和不 同作物作进一步试验
,

方

可定论
。

根据室内模拟测定计算和田间小区及大田实测证 明
:

低量喷雾 比常量喷雾提高

工效约十倍 (见表 5 )
。

低量喷雾属于飘移累积性喷雾
,

行走速度快
,

有效喷幅宽
,

亩

喷液量少
,

用水也少
,

配药所用时 间相对减少
,

所以
,

工效显著高于常量喷雾
。

表 5 低最喷雾与常 t 喷忿工效比较

\\\

言
\

翼几几
药液量量 流速速 纯喷药速度度 配药时间间 劳动效率率

(((((斤 /亩 ))) ( m l /分钟 ))) (亩 /小时 ))) (分钟 /亩 ))) ( 亩 /人
.

时 )))

常常 量量 1 2 000 7 3 000 0
。

7 333 6 000 0
。

3 6 555

低低 量量 l 000 4 5 000 5
。

444 5
。

444 3
。

666

注
:
所用工农一16 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每桶装药液 2 8斤

,

配一桶药液平均按巧分钟计算
。

在施药量相同时
,

低量喷雾比常量的药液浓度高
,

雾粒细
,

有一定的飘移穿透性
,

沉降性也较好
。

在小麦穗期施药
,

农药沉积量高
,

但植株不同部位有差异
,

而植株中上

部的雾滴数均高于有效覆盖指标
,

可以有效地控制在作物中上部为害的病虫害 (如小麦

麦穗蚜等 )
。

该技术可提高工效约 10 倍
,

且对作物安全
。

从生态学与经济学观点来看
,

该技术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
,

是比较实用的
。

特别是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尤为适用
。

无疑
,

这项技术的推广
,

将对农药使用 技 术 有 所改

进
。

我们仅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部分工作
。

关于不同药剂使用的最佳浓度问题 ; 能

否节省农药的问题 ; 防治不同作物或同种作物不同部位病虫害的效果如何
; 以及应用该

技术后对天敌种群的影响问题等
,

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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