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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制定氯嘧磺隆在大豆上的安全使用标准，将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于大豆生长期进

行茎叶喷雾处理，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了氯嘧磺隆在大豆植株及土壤中的残留动态，测定了氯

嘧磺隆在大豆及土壤中的残留量。两年的试验结果表明，氯嘧磺隆在大豆植株中比在土壤中消解

得快，其半衰期分别８．７７～８．８６ｈ和１０．４７～１１．０７ｄ。大豆收获期籽粒中最终残留量低于０．００５

ｍｇ／ｋｇ，土壤中最终残留量低于０．００３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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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是由美国杜邦公司研制开

发的磺酰脲类高效、广谱的大豆田除草剂，可用于苗

前或苗后防除大豆田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通过

杂草根、芽吸收并迅速传导，抑制乙酰乳酸合成酶的

活性，阻碍支链氨基酸合成，使细胞分裂停止，杂草

生长点坏死、失绿而死亡［１］。为了明确该药剂在自

然条件下使用时，在大豆及土壤中的残留动态及最

终残留量，进行为期两年的残留试验，为该除草剂安

全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时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供试药剂：５０％氯嘧

磺隆可湿性粉剂（江苏瑞东农药有限公司）；试验地

点及大豆品种：吉林（吉林２０）。

１．２　消解动态试验

采用一次施药多次采样的方法进行。试验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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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４次重复，处理剂量为：５０％氯嘧磺隆可湿

性粉剂８ｇ／ｈｍ
２、ＣＫ，小区面积为３０ｍ２，小区间随

机排列，于大豆苗期（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６日，２００５年６

月２６日）喷施。

土样于施药后０、１、３、５、７、１４、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ｄ，分别每小区按对角线取５点，取土深度为０～１５

ｃｍ，大豆植株于施药后０、１、３、５、１２ｈ，１、３、５、７、１４

ｄ分别采样，每点１ｍ２，最终采集土壤１．０ｋｇ、大豆

植株０．２ｋｇ
［２］。在空白试验区内同期采集空白样

品，置于－２０℃冰箱贮存待测。

１．３　最终残留试验

在供试的大豆田中设２个药剂处理和１个对照

区。每个处理区面积为３０ｍ２，各重复３次。处理

剂量分别为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４ｇ／ｈｍ
２和８

ｇ／ｈｍ
２。于大豆苗期（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６日，２００５年６

月２６日）茎叶喷雾，每个处理按剂量施药１次，施药

方法同上述动态试验。对照区不施药剂。收获时采

成熟大豆籽粒和土壤样品。样品经简单处理（大豆

脱粒，秸秆切成１ｃｍ左右的片段）后放入－２０℃冰

箱贮藏备用。

１．４　检测方法

１．４．１　土壤样品　　称取过４５０μｍ筛的风干土

３０ｇ，加入甲醇／水（８∶２）振荡提取，减压抽滤，滤液

移入分液漏斗中，加入０．１ｍｏｌ／Ｌ氯化钙水溶液２０

ｍＬ，用二氯甲烷萃取３次，置于旋转蒸发器３５℃下

减压浓缩至近干。供柱净化备用。层析柱内依次加

入０．５０ｇ助滤剂，３．００ｇ硅胶及少许无水硫酸钠。

淋洗液用乙酸乙酯。在４０℃下减压蒸干，用３ｍＬ

甲醇定容，供液相色谱测定。籽粒及植株样品的提

取及净化步骤同土壤样品［３］。

１．４．２　液相色谱条件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ＨＰＬＣ－

ＵＶ，ＺｏｒｂａｘＣ１８（１０ｃｍ×４．６ｍｍ），检测波长：２５４

ｎｍ（土壤）、２３８ｎｍ（植株，籽粒），柱温：３０℃，流动

相：甲醇：水：乙酸＝７０∶３０∶０．３，流速：１．０ｍＬ／

ｍｉｎ，保留时间：６．６ｍｉｎ
［４］。

２　结果和讨论

２．１　添加回收试验

取空白土壤３０ｇ，植株、籽粒各２０ｇ，分别添加

０．０５、０．１０、１．００ｍｇ／ｋｇ三个水平，重复３次，按照

上述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条件测定方法回收率，土壤

８２．９３％～９０．６０％，植株８５．０２％～８６．７８％，大豆

籽粒８６．６８％～８９．７５％。

２．２　氯嘧磺隆在大豆植株和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施用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８ｇ／ｈｍ
２，在大

豆苗期茎叶喷雾，于施药后不同时间采大豆植株

（苗、去根）和土壤样品进行残留量测定。测定结果

见图１，图２。

图１　氯嘧磺隆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ｍｕｒｏｎ－ｅｔｈｙｌｉｎｓｏｉｌ

图２　氯嘧磺隆在大豆植株中的消解动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ｍｕｒｏｎ－ｅｔｈｙｌｉｎｓｏｙｂｅａ

从图１和图２中可以看出，施药后氯嘧磺隆在

大豆植株降解比土壤中降解快，两年的试验结果表

明，消解较为一致。氯嘧磺隆在大豆植株半衰期

８．７７～８．８６ｈ、土壤中的半衰期１０．４７～１１．０７ｄ。

２．３　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在收获期大豆籽粒

和土壤中的最终残留量

对大豆收获期籽粒和土壤中的样品进行残留量

测定。从表１看出，无论是低剂量还是高剂量，收获

时大豆中未检出氯嘧磺隆残留（即低于最低检出浓

度０．００５ｍｇ／ｋｇ），土壤中的残留量均低于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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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ｋｇ。从残留测定结果看，氯嘧磺隆在土壤和大

豆鲜植株中的消解较快，消解规律基本相似。美国、

日本对氯嘧磺隆在大豆（干）中规定的残留标准为

０．０５ｍｇ／ｋｇ，本试验测定氯嘧磺隆在大豆籽粒中的

最终残留量＜０．００５ｍｇ／ｋｇ，建议我国制定氯嘧磺

隆在大豆籽粒中的 ＭＲＬ值为０．０５ｍｇ／ｋｇ。

表３　氯嘧磺隆在大豆、土壤中的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ｏｆｃｈｌｏｒｉｍｕｒｏｎ－ｅｔｈｙｌ

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ａｎｄｓｏｉｌ

样品

Ｓａｍｌｅ

用量（ｇ／ｈｍ２）

Ａｐｌ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

残留量（ｍｇ／ｋ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大豆籽粒 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土壤 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Ｓｏｉｌ 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３　结论

３．１　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在大豆苗期喷雾１

次，在土壤中两年测定的半衰期为１０．４７～１１．０７ｄ；

在植株中半衰期为８．７７～８．８６ｈ，大豆植株中的消

解速度比土壤快。

３．２　在大豆田喷施５０％氯嘧磺隆可湿性粉剂１

次，当用量分别为４、８ｇ／ｈｍ
２时，收获期大豆籽粒低

于检出极限０．００５ｍｇ／ｋｇ，土壤中的残留量低于

０．００３ｍｇ／ｋｇ。

３．３　从残留测定结果看，氯嘧磺隆在土壤和大豆植

株中的消解较快，具有相似的消解规律。试验测定

氯嘧磺隆在大豆籽粒中的最终残留量＜０．００５ｍｇ／

ｋｇ，参考美国、日本对氯嘧磺隆在大豆中规定的残

留标准，建议我国制定氯嘧磺隆在大豆籽粒中的

ＭＲＬ值为０．０５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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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促进衰老，从而降低了植物本身的抗性。由此

可见，逆境条件下，植物通过改变体内激素含量进行

自身抗性适应，可以抵抗不良环境变化对其带来的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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