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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胶对农药喷洒液物理性能

及喷洒质量的影响
` ’

吴文君 王兴林

(植保系 )

丁 伟
2 ’

摘 要 报道了褐藻胶对农药喷洒液主要物理性能及喷洒质量的影响
。

在喷洒液中加 入

0
.

05 %~ 0
.

2 % 的褐藻胶
,

虽然有使喷洒液表面张力增大 3
.

76 % ~ 1 0
.

了6 %
,

湿展 能力 降低

1 2
.

4% ~ 4 0
.

5 %
,

雾滴直径 ( V M D )增大 2
.

18 %~ 8 6
.

7 5% 等不利影响
,

但却使喷洒液的粘度

提高 1~ 6倍
、

悬浮率提高 1~ 2倍 ( 25 % 除草醚可 湿性粉剂 )
、

沉积率从 14 2
.

4协g / g 提高 到

1 98
.

9~ 22 8
.

4件g / g
、

雨水冲刷率从 28
.

2%降低至 4
.

8%~ 8
.

5%
,

从而明显地提高了大田防治

效果
。

另外还就褐藻胶在我国农 药喷洒中的应 用前景进行了讨论
、

关匆词 褐藻胶
,

农药
,

喷洒
,

农药助剂
,

农 药加工

褐藻胶是从褐藻 (海带 ) 中提取的一种亲水性天然聚合物
,

是制碘业的副产物
,

其

主要成分是褐藻酸钠
。

褐藻胶在食品
、

化妆品
、

纺织
、

医药等方面的应用 日益广泛
。

褐

藻胶在缓释剂加工及提高农药沉积量方面已有试验研究 “
一 3 」 ,

但关于褐藻胶在农 药 喷

洒 中的作用及其应用前景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

为此
,

我们于 1 9 8 7~ 1 9 8 9年受全国植保总

站委托就褐藻胶在农药喷洒 中的作用进行了较全面的试验
,

以期对褐藻胶在农药喷洒方

面的应用前景作出初步评价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实验材料

褐藻胶为灰色粉末
,

由全国植保总站提供
; 供试农药均为市售

。

1
.

2 实验方法

1
.

2
.

1 表面张力与粘度的测定 用蒸馏水配制一定浓度的褐藻胶溶液
,

并用这种溶液将

农药稀释至常用浓度
。

用滴重法测定表面张力
,

用毛细管法测定粘度 “ ’ 。

1
。

2
。

2

1
。

2
。

3

药液湿展能力的测定 采用徐映明等报道的方法
「5 ’ 。

乳油乳化性能的测定 按农药分析标准进行
。

1
.

2
.

4 悬浮率的测定 按 农药 分析标准进行
,

其中测 定 除 草醚含量采用重氨法
t ` 丁 、

甲基托布津含量采用铜盐法
〔 6 〕 。

l
。

2
。

5 雾化性能测定 采用氧化镁板法
〔 7 】 ,

工农一 16 型喷雾器喷雾
。

文稿收到 日期: 1 9 8 9
一

10
一
2 9

。

1) 本项研究受全国植保总站 资助
。

2) 西北农业大 学植保系 85 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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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6 农药沉积量及抗雨水冲刷能力的测定 于小麦孕穗期
,

用含褐藻胶 O, O
。

05 %
,

0
.

1%和 0
.

2%的水溶液将 8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稀 释 10 0 0倍
,

按 50 k g / 亩 液 量 用 工

农
一 16 型喷雾器喷雾

,

小区面积 20 m
2 ,

重复 3 次
,

随机排列
。

施药后 s h每小区随 机 采

旗叶下第 l 叶 10 。片
,

50
’
C烘箱中烘 12 h

,

全部剪碎混匀后称取 2
.

0 09
,

按笔者报道的 分

析程序测定多菌灵含量
〔 “ ’ ,

以昭 (多菌灵 ) / g ( 干麦叶 ) 表示沉积量
。

施药后 18 h
,

用工农 1 6一型喷雾器在每小区约 Z m
“
面积上连续喷清水 5 m in (喷头在

叶片上方约 40 c m )
, Z h后取样并测定多菌灵含量

。

1
.

2
.

7 防治小麦赤霉病试验 设如下 5 种处理 (多菌灵以有效成分计 )
:
亩施 4 09 多菌

灵 ;
亩施 4 09 多菌灵

,

药液含 0
.

1%的褐藻胶
;
亩施 2 09 多菌 灵

,
亩施 2 09 多菌灵

,

药液 含

。
.

1%褐藻胶
,
对照

,

不施药
。

小区面积 0
.

1亩
,

重复 3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于小麦扬花 50 %左右施药
,

按 5 k0 g / 亩

液量喷雾
。

小麦乳熟后每小区 5 点取样
,

分级调查80 。~ 1 0 0。个穗子的病情
,

计算 病 情

指数及防治效果
。

1
.

2
.

8 防治水稻稻苞虫试验 设如下 5 种处理
:

亩施 159 敌百虫
,

药 液 含 0
.

1% 洗 衣

粉
, 亩 施 1 59 敌百虫

,

药液含 0
.

1%的褐藻胶与 0
。

1%的洗衣粉
,
亩施 3 09 敌百虫

,

药液含

0
.

1%的洗衣粉 ;亩施 3 09 敌百虫
,

药液含 0
.

1%的褐藻胶与 0
.

1% 的洗衣粉 ; 对照
,

不施药
。

小区面积 O
。

1亩
,

重复 3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于卵孵化高峰期 按 6Ok g / 亩 液 量 喷

雾
。

施药后 3 d检查防治效果
。

2 试验结果

2
.

1 揭旅胶对药液表面张力和枯度的影响

从表 l 可以看出
,

在农药制剂的稀释液中加入少量褐藻胶
,

对药液的表面张力影响

很小 ( 略有增加 )
,

而对药液的粘度影响很大
,

当褐藻胶浓度为 0
.

05 %时
,

粘 度 增 大

1 ~ 2 倍
;
浓度为 0

.

2%时
,

粘度增大 6 倍左右
。

表 1 福资胶对药液裹面张力及枯度的形晌 X 10
一 3

药液中褐藻胶 72 % 2
, 4 一 D J醋 2 。

5% 澳佩菊酸 25 % D D T乳油 2 5 %多菌灵可湿

的浓度 (肠 ) 乳油 1 0 0 0倍液 乳油 2 00 0倍液 4 0 0倍 掖 性粉剂 4 00 倍液

。 勺 口 n 口 n 口 月

( N / m ) ( P a · 3
) ( N / m ) ( P

a . ` ) ( N / m ) ( P
a . 吕) ( N / m ) ( P a · s

)

0 5 1
。

0 4 0
。
7 0 6 4 6 8

。
3 2 0

。

7 2 3 0 5 2 。 5 7 0
。

7 34 1 7 1
。
0 8 0

。
74 2 4

0
。
0 5 5 6

。
3 8 2

。
13 3 1 7 0

。
8亏 1

一

3 8 9 3 5 3
。
6 3 1

。
4 5 4 4 7 3

。
4 5 1

。
8 70 0

0
。
1 5 5

。

8 9 3
。
3 10 5 7 0

。 8 9 2
.

7 7 4 5 5 5 。
0 8 2

。

2 8 5 5 7 5
。
1 2 3

。
3 86 7

0
。 2 5 2 .

7 8 4
。
9 96 2 7 0

.

7 0 5
。
3 14 8 5 6

。
2 6 4

。
3 2 8 5 7 5

。
5 4 5

。
2 6 3 8

注
:

2 2
O

C下侧定表面张力
,

24
“

C下 测定粘度 , 表 中数字为 5次洲定结果的平均值
。

2
.

2 揭燕胶对药液湿展能力的影响

表 2 结果说明
,

在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粉 1 0 0 0倍液
, 2

.

5%澳氰菊醋乳油 2 0 0 0倍液

及 72 % 2
, 4 一D 丁醋乳油 1 0 0 0倍液中加入 0

.

05 %的褐藻胶
,

药液在蜡面上的湿展面积分

别减小 8
.

2%
, 2 8

.

5%及 2 1
.

3%
.

随着褐藻胶浓度增大
,

湿展面积呈递减的趋势
,

但递减的

幅度极小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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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药液在腊面上的湿展面积 m m

药液 中褐藻胶

的浓度 ( % )

7 0% 甲基托布津

可湿粉 1 00 0倍 液

2
.

5% 漠氰菊醋

乳油 2 0 0 0倍 液

7 2 % 2 , 4一 D 丁酿

乳油 1 0 0 0倍液

0

0 。
0 5

0
。

1

0
。 2

3 7 。
6

2 9 。 6

2 9 。 0

2 8 。 5

O0J0CdR
.

…
注ù丫ùà压
`n乙,11土, lùó八O,月目才

.

…
g̀八JnJ,曰11,之1ù,二

注 : 表 中数字 为 5 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

2
.

3 揭燕胶对乳油乳化性能的影响

表 3 的结果说 明
,

褐藻胶对乳油的分散性能无 明显影响
,

但对乳液的稳定性有不利

影响
,

加入褐藻胶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沉淀析出
,

这是因为褐藻胶和乳油 中的乳 化 剂 之

一
, “

钙盐
”

( 十二烷基苯磺酸钙 ) 反应生成了不溶于水的褐藻酸钙
。

表 3 的结果还说

明
,

即使褐藻胶浓度为 0
.

2%
,

有较多沉淀产生
,

但并未有油状物析出
,

乳液并不 “
破

乳 ” 。

衰 3 福旅胶对乳油乳化性能的影晌

揭藻胶的浓 度 2
.

5% 澳氛菊酣乳油 7 2 % 2 , 4一 D丁酷乳油

( % ) 分散性 稳 定 性 分散性 稳 定 性

级级级级
内J八J心J内O级级级级

,叮曰̀0口,曰

0
。

0 5

0
。
l

0
。
2

均一稳定 的乳液
,

不挂壁
,

无油状物或沉淀析出
。

下层稍混浊
,

不挂 壁
,

无油
状物或沉淀析出

。

下层较混浊
,

不 挂壁
,

无油
状物析 出

,

略有 沉淀
。

不挂壁
,

无油状物析 出
,

但
有少量沉淀

。

略有挂壁现象
,

无油状物或
沉淀析 出

。

有挂壁现象
,

无油状物析出
,

但
有少量沉淀

。

挂壁严重
,

有较多沉淀
,

但无 油

状物析 出
。

挂壁严重
,

沉淀较多
,

仍无油 状
物析 出

。

2
.

4 福艺胶对悬浊液悬浮率的影响

悬浮率的测定结果见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褐藻胶可显著提高悬浮率
,

以 25 %除

草醚可湿性粉剂为例
,

当褐藻胶的浓度为 0
.

05 %
, 。

.

1%及 0
.

2%时
,

其悬浮率分别是不

加胶的 1 8 7
.

1 5%
, 2 2 7

.

0 7%及 3 1 0
.

8 3%
.

衰 4 揭兹胶对是浊液益浮率的影晌 %

悬 浮 率
褐藻胶 的浓度

一
25 %除草醚可湿性粉剂 7 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0 2 1
.

2 4 5 6
。
7 5

0
。
0 5 3 9

.

7 5 6 8
。

6 3

0 。 1 4 8 。 2 3 7 8
。 6 2

0
。
2 6 6 。

0 2 8 4 。 0 1

注 : 表中数宇为 3 次侧定结 果的平均值
。

2
.

5 福熟胶对喷拼液化性能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褐藻胶对 2
.

5%功夫乳油 4 0 0 0倍稀释液雾滴直径的影响如表 5 所示
。

从表 5 可以看出
,

褐藻胶增大雾滴直径
,

褐藻胶的浓度越大
,

雾滴直径就越大
。

当

胶浓度为 0
.

2%时
,

容量 中位直径 ( VM D ) 和数量中位直径 ( N M D )都几乎加大 1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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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褐藻胶对雾滴粗细均 匀程 度 ( 以 V M D / N M D表示 ) 没有显著影响
。

衰 6 福旅胶对喷井液井化性能的影晌

揭燕胶的浓度
( % )

V M D
( 林 m )

N M D

( 林 m )
V M D / N M D

0

0
。
0 5

0
。 1

0 。 2

8 4
。
8 3

9 5
。

3 7

13 8
。

0 5

15 8
。 4 2

7 0
。
3 3

8 1 。 2 1

1 2 0
。

1 1

14 3 。 7 2

1
。 2 0 6

1
。
17 4

l
。
1 4 9

1
一

1 0 2

注
:

用工农
一

16 型背负式喷雾器
,

孔径 O
。

7nI m 的喷头片喷雾
。

2
.

6 福燕胶对药荆沉积 t 和抗雨水冲刷能力的影响

测定结果表明
:

在喷雾液中加入褐藻胶后明显地提高了多菌灵在小麦叶片 的 沉 积

量
。

当胶浓度为 0
.

05 %
,

0
.

1%及 0
.

2%时其沉积量分别是不加胶的 1 4 0
.

0 2%
,

14 4
.

14 %

及 15 9
.

38 %
,

抗雨水冲刷能力明显增强
。

淋水 后
,

加 胶处理的多菌灵
,

其雨水冲 刷 率

为 4
.

81 % ~ 8
.

50 %
,

而不加胶处理的
,

其雨水冲刷率为 28
.

22 % ( 表 6 )
。

衰 6 福份胶对多亩员沉积 t 及抗雨水冲刷能力的形晌

褐燕胶的浓度

(% )

初始沉程最

( 卜 g / g )

淋雨后的沉程量

( 卜 g / g )

雨水冲刷率

( % )

抗雨水冲刷能力

(% )

0 1 4 2
。
40 1 0 2

。 2 1 2 8
。
2 2

0
。
0 5 19 8

。
9 0 1 8 1。

9 9 8
。 5 0 69

。
8 8

0
。
1 2 0 3

。
49 1 8 9

。
8 9 6

。
6 8 7 6

。
3 3

0
。
2 2 2 5

。
3 7 2 14

。
5 2 4

。 8 1 8 2
一 9 6

注 : 表 中数字为 3 次侧定结果平均值
。

2
.

了 福燕胶对大田防洽效果的影晌

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结果 (表 7 ) 说 明
,

喷雾液中加入 0
.

1%的褐藻胶后显著地 提 高

了多菌灵的防病效果
。 4 09

,

20 9不加胶与加胶的防效分别 从 70
.

6%提 高 到 8 1
.

4%
,

从

4 5
.

9%提高到 6 1
.

7%
.

裹 7 福兹胶对多菌灵防治小斑赤 . 病的影晌

处 理 病 情 指 数 相对防治效果 (% )

.289.590.453然
(
a )

( b )

(
e )

( d )

.4

…6
, .二nl

1
11勺00曰I几b组̀

防治稻苞虫的结果 (表 8 ) 说 明
,

加入 0
.

1%的褐藻胶后
,

在 15 9敌百虫处理区
,

防

效从 2 5
.

5 3%提高到 35
.

49 % , 在 30 9敌百虫处理区
,

防效从 4 5
.

1 7%提高到 7 6
。

2 3%
。

衰 8 福燕胶对敌百虫防治稻芭虫效果的影晌

处 理 活幼虫数 ( 10 丛 ) 相对防治效果 (% )

、少、少、少、,a
`

b
.

b
`

b
了了飞.、了、矛气而J,.0甘,曰,目

,
上J任ó勺

.

…
丹01勺比口ù勺叮口通nOJ̀nónQnt才3nln舀O一b勺」

..

…
ó吕O口,上月咬通任

,上,山,自介O

3 09加胶

3 09

1 59加胶

1 59

对 照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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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在喷洒液 中加入一定量灼褐藻胶
,

将使喷洒液的理化性

能产生某些不利于农药施用的影响 ( “ 负 ” 的影 响 )
:

表面张力增大
、

湿展能力降低
、

乳

化性能恶化
、

雾滴变粗
; 但也产生某些有利 的影响 (

“ 正 ” 的影 响 )
:

粘度增大
、

悬浮

率提高
、

农药沉积量增加
、

抗雨水冲刷能力加强
,

最终明显地提高了防治效果
。

总的来

说
,

褐藻胶在农药喷洒中负的影响较小而正的影响很大
。

特别是褐藻胶显著地提高沉积

量
,

这对提高农药的利用率
、

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

褐藻胶在农药喷洒 中的应用有两种可能的途径
。

一种途径 是现场应用时将胶加入喷

洒液 中
,

笔者在大 田防治中就 是采用的这种办法
,

但褐藻胶的水溶性很差
,

尤其在冷水

中
,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溶解
,

很不方便
,

难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

褐藻胶的另一缺点 是不

能用硬度较大的水溶解稀释
,

否则将产生不溶性褐藻酸盐 的胶状沉淀
。

另一种应用途径是将褐藻胶加工到农药制剂中
。

可供喷雾的主要剂型有乳油
、

胶悬

剂或水剂
、

可湿性粉剂等
。

对乳油来说
,

因褐藻胶不溶于苯
、

甲苯等有机溶剂
,

因而难

以将褐藻胶加工到乳油中
; 胶悬剂或水剂

,

亩用量不会超过 50 Om L ,

若要使喷雾液含胶

。
.

1%
,

亩喷 5k0 g ,

则需在不足 5 00 m L水剂或胶悬剂 中混入 50 9褐藻胶
,

这将使药剂成凝

胶状
,

极难重新溶解于水 ; 对可湿性粉剂来说
,

有效成分含量一般在 20 % ~ 70 %之间
,

亩用量一般不超过 1 50 9 ,

如再混入 50 9褐藻胶
,

加水稀释时将成为一种难溶于水的胶团
,

况且我国可湿性粉剂加工 中多以粘土作填料
,

粘土 中的铝
、

钙
、

铁等成分可能和褐藻胶

生成不溶于水的盐
。

因此
,

将褐藻胶加工到这些农药制剂中尚有一定困难
。

但笔者认为
,

可将褐藻胶加工到某些可溶性粉剂中
,

其原理是降低有效成分含量
,

选择易溶于水 巨不

和褐藻胶发生反应的材料 ( 如尿素 ) 做填料
,

并增大填料用量
,

使少量 的褐藻胶分散在

大量填料 中
。

还可以将褐藻胶加工到某些植物质杀虫剂可湿性粉剂 中
,

其原理是植物质

杀虫剂一般用量较大 (每亩 0
.

5一 1
.

ok g左右 )
,

除湿展剂外一般不再添加矿物性填料
,

少

量褐藻胶分散在大量植物质杀虫剂中
。

根据上述原理
,

笔者在实验室 内 试 行 加 工 成
“ 2 ,

4 一D 钠含胶可溶性粉剂
” 、 “ 敌百虫含胶可溶性粉剂

” 及 “
苦皮藤含胶可湿性 粉

剂
” ,

其加工技术及防治效果将另文报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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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n e jun Wa n g Xin g lin Din gWa i

( p l。 祝 考 pr o*` c亡̀ on
D

e户叮t 爪 e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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