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嘧肽霉素在烟叶及土壤中的

残留分析及消解动态

李小芳１，２，　孙惠青１，　徐光军１，　张　倩１，　相振波１，

徐金丽１，　王金信２，　李义强１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１；
２．山东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山东 泰安 ２７１０１８）

摘　要：研究建立了烟叶及土壤环境中嘧肽霉素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检测方法：鲜烟叶样
品采用Ｖ（乙腈）∶Ｖ（水）＝１９∶１的混合溶剂提取，干烟叶及土壤样品采用 Ｖ（乙腈）∶Ｖ（水）＝１７∶３
的混合溶剂提取，经ＰＥＰＳＰＥ固相萃取柱净化，ＨＰＬＣ检测。结果表明：在０．０５～２ｍｇ／ｋｇ添加水
平下，嘧肽霉素在鲜烟叶、干烟叶和土壤中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８２．７％～８９．６％、７８．７％～８１．５％
和７９．６％～９７．８％，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分别为４．９％～５．７％、２．１％～５．８％和３．２％～６．１％；烟叶
和土壤中嘧肽霉素的最小检出量（ＬＯＤ）均为０．０５ｍｇ／ｋｇ。采用所建立的方法测定了田间不同施
药剂量、施药次数和采收时间下烟叶及土壤样品中嘧肽霉素的消解动态及最终残留。结果表明：嘧

肽霉素在鲜烟叶和土壤中的半衰期分别为３．４～５．１ｄ和１．３～３．１ｄ；于烟草现蕾成熟期，以２％
嘧肽霉素水剂按有效成分２８．２～４２．３ｇ／ｈｍ２的剂量施药２～３次，距末次施药后７、１４和２１ｄ，烟
叶及土壤中嘧肽霉素的残留量均低于ＬＯＤ值（０．０５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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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嘧肽霉素（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１）是
一种新型、高效、低毒的胞嘧啶核苷肽类抗病毒农用

抗生素［１４］，属低毒杀菌剂，其作用机理是抑制病毒

对３Ｈ亮氨酸（蛋白质合成前体物）的吸收，同时促
进寄主对３Ｈ亮氨酸的吸收。嘧肽霉素对烟草普通
花叶病毒病、番茄病毒病、辣椒病毒病、瓜类病毒

病以及玉米矮花叶病毒病等均有明显的防治效

果［２
"

３］。

Ｓｃｈｅｍｅ１

随着嘧肽霉素在作物病毒病防治上应用越来越

广泛，其在不同作物上使用的安全性亟待深入研究。

目前已有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ＲＰＬＣ）测定嘧
肽霉素发酵液抗真菌组分含量的研究报道［５］，但对

嘧肽霉素残留分析方法及其在烟叶和土壤环境中残

留降解行为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笔者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仪（ＨＰＬＣ）建立了一套快速、准确、灵敏的残留
分析方法，测定了嘧肽霉素在烟叶及土壤中的残留，

并探索了其在烟草植株及土壤中的环境归趋，旨在

为建立嘧肽霉素在烟草上的合理使用准则及残留限

量（ＭＲＬ）标准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药剂及仪器
嘧肽霉素（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原药（纯度 ＞

９７．５％）和２％嘧肽霉素水剂（ＡＳ）（由辽宁沈阳红
旗林药有限公司提供）。甲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

均为分析纯，乙腈经重蒸处理；室内试验用水均为去

离子水。

ＬＣ２０ＡＤ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ｍｃｅ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
岛津公司，附 ＳＰＤ２０ＡＵＶ检测器）；ＢＳ２２４Ｓ万分
之一电子天平（瑞士赛多利斯公司）；ＳＢＥＱＣＲ１０１２

固相萃取装置（德国ＣＮＷ公司）。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样品提取　准确称取鲜烟叶样品６．０ｇ（或
干烟叶样品３．０ｇ，土壤样品１２．０ｇ），置于５０ｍＬ
离心管中。鲜烟叶样品中加入 ４０ｍＬＶ（乙腈）∶
Ｖ（水）＝３８∶２的混合溶剂，干烟叶和土壤样品中各
加入４０ｍＬＶ（乙腈）∶Ｖ（水）＝３４∶６的混合溶剂。
涡旋振荡提取２ｍｉｎ，超声提取１０ｍｉｎ后再涡旋振
荡提取２ｍｉｎ，超声提取１０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
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置于２０ｍＬ试管中，加入１ｇ氯
化钠，充分振荡、静置分层后，取１ｍＬ水相。其中
土壤样品过０．２２μｍ滤膜后直接用液相色谱测定，
烟叶样品待进一步净化后测定。

１．２．２　净化　采用 ＣｌｅａｎｅｒｔＰＥＰＳＰＥ净化柱
（１５０ｍｇ／６ｍＬ）。先用 ５ｍＬ甲醇活化净化柱，用
５ｍＬ水平衡，弃去活化液；加入１ｍＬ烟叶样品提取
液，用５ｍＬＶ（甲醇）∶Ｖ（水）＝５∶９５的溶液洗脱
３次；收集洗脱液，过０．２２μｍ滤膜，待测定。
１．２．３　ＨＰＬＣ检测条件　ＷａｔｅｒｓＳｕｎＦｉｒｅＣ１８色谱
柱（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０μｍ）；柱温３０℃；流动相
为Ｖ（甲醇）∶Ｖ（０．０１％磷酸水溶液）＝５∶９５的混合
溶液（ｐＨ４．０），流速 ０．８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
２４８ｎｍ；进样体积１０μＬ。在此条件下，嘧肽霉素的
保留时间为１５．３ｍｉｎ。
１．２．４　标准曲线绘制　采用外标法定量［６］。准确

称取０．０１ｇ嘧肽霉素标准品，用０．０１％的冰乙酸水
溶液（ｐＨ４．０）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０ｍＬ，用Ｖ（乙腈）∶
Ｖ（０．０１％冰乙酸水溶液）＝４∶９６的混合溶液
（ｐＨ４０）稀释成质量浓度分别为０．０５、０．１、０．５、１、
５和１０ｍｇ／Ｌ的标准溶液。按１．２．３节条件进行测
定，重复３次，以进样质量浓度为横坐标，色谱峰面
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求得回归方程。

１．２．５　添加回收率测定　分别对鲜烟叶、干烟叶和
土壤进行嘧肽霉素的添加回收率试验，添加水平分

别为０．０５、０．５和２ｍｇ／ｋｇ，每处理重复５次。按照
所建立方法进行样品提取、净化及ＨＰＬＣ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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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田间试验
按照《农药残留试验准则》［７］的相关要求，分别

于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在山东省青岛市和湖南省长沙市
进行了２年２地的消解动态试验及最终残留试验。
湖南试验点土壤为水稻土，烟草品种为云烟８７；山
东试验点土壤为壤土，烟草品种为中烟１００。试验
地肥力中等，行、株距为１．２ｍ×０．５ｍ，其他农事操
作遵从当地烟草生产技术规范。处理和对照各重复

３次，每小区面积３０ｍ２，小区之间设保护行。
１．３．１　消解动态试验　２％嘧肽霉素水剂按有效成
分４２．３ｇ／ｈｍ２（１．５倍推荐高剂量）对水喷雾（用水
量９００Ｌ／ｈｍ２），于烟草现蕾期叶面施药１次。分别
于施药后１ｈ及１、３、５、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和４２ｄ随机
采集上、中、下部位烟叶，切碎后缩分，留样２００ｇ，
－２０℃保存。同时采集烟叶空白样品作为对照。
同时选择周围空地进行土壤中的消解试验。

按照有效成分４２．３ｇ／ｈｍ２的剂量对水稀释（用水
量９００Ｌ／ｈｍ２），地表喷雾施药１次，分别于施药后
１ｈ及１、３、５、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和４２ｄ，用土壤取样器
按“Ｓ型取样法”采集０～１０ｃｍ深土样，每次采样不
少于１０个点，采样量不少于１ｋｇ，过２ｍｍ筛后缩
分，留样３００ｇ，－２０℃保存。同时采集土壤空白样
品作为对照。

１．３．２　最终残留试验　２％嘧肽霉素水剂按有效成
分２８．２ｇ／ｈｍ２（推荐高剂量）和４２．３ｇ／ｈｍ２（１．５倍
推荐高剂量）对水喷雾（用水量９００Ｌ／ｈｍ２），于烟
株现蕾成熟初期施药，分别施药２次和３次，施药
间隔期为７ｄ。分别于最后一次施药后７、１４、２１ｄ
采集烟叶，每处理采样量不少于１００片，三段式工艺
烘烤，粉碎后缩分，留样２００ｇ，－２０℃保存；同时采
集０～１５ｃｍ深土样，采样量不少于１ｋｇ，过２ｍｍ
筛，缩分，留样３００ｇ，－２０℃保存。同时采集烟叶
和土壤空白样品作为对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溶剂及提取方法对样品前处理效果的影响
比较了乙腈和水对烟叶中嘧肽霉素提取效果的

影响。结果表明，用纯乙腈提取时效果不佳，用乙腈

和少量水的混合溶液提取时效果较好，加入氯化钠

可促使乙腈水分层，目标农药在水相中出现，回收
率超过９０％。

同时比较了不同配比的甲醇水淋洗液对嘧肽
霉素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当 Ｖ（甲醇）∶Ｖ（水）
分别为９∶１、１∶１和１∶９时，嘧肽霉素的回收率均在

９０％以上，但净化效果随水相比例的增加而提高。
经过进一步优化改进，发现当 Ｖ（甲醇）∶Ｖ（水）＝
５∶９５时对烟叶样品的净化效果最好（图１）。
２．２　方法的线性范围及检出限

外标法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０．０５～１０ｍｇ／Ｌ
范围内，嘧肽霉素标准溶液峰面积（ｙ）与进样质量
浓度（ｘ）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
为：ｙ＝３２３５８ｘ＋６５５．８０，相关系数 ｒ＝０．９９９７。
根据最小添加水平得方法的检出限（ＬＯＤ）为
００５ｍｇ／ｋｇ。
２．３　添加回收率与方法的精密度

添加回收率结果见表１。在０．０５～２ｍｇ／ｋｇ添
加水平下，嘧肽霉素在鲜烟叶中的平均回收率为

８２．７％～８９．６％，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为 ４．９％ ～
５．７％；干烟叶中的平均回收率为７８．７％～８１．５％，
ＲＳＤ为 ２．１％～５．８％；土壤中的平均回收率为
７９６％～９７．８％，ＲＳＤ为３．２％～６．１％。由表１和
典型色谱图（图２）可看出，所建立方法对嘧肽霉素
具有良好的分离效果，均符合农药残留分析的技术

要求。

表１　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壤中的添加回收率（ｎ＝５）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
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ａｎｄｓｏｉｌ（ｎ＝５）

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ｓ

添加水平

Ｓｐｉｋｅｄｌｅｖｅｌｓ／

（ｍｇ／ｋｇ）

平均回收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鲜烟叶 ０．０５ ８２．７ ５．５
Ｆｒｅｓｈｌｅａｆ ０．５ ８７．８ ５．７

２ ８９．６ ４．９

干烟叶 ０．０５ ７９．２ ５．８
Ｄｒｉｅｄｌｅａｆ ０．５ ８１．５ ３．９

２ ７８．７ ２．１

土壤 ０．０５ ７９．６ ６．１
Ｓｏｉｌ ０．５ ９１．６ ６．０

２ ９７．８ ３．２

２．４　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山东和湖南２地的消解动态测

定结果见图３和图４。施药后１ｈ，山东点烟叶中嘧
肽霉毒的原始沉积量分别为１．３２和１．４５ｍｇ／ｋｇ，
湖南点的原始沉积量分别为１．０３和０．８６ｍｇ／ｋｇ；
烟叶中嘧肽霉素的消解速率均较快，施药１ｄ后，嘧
肽霉素在２地烟叶中的消解率分别达到 ２２．４％、
３６．５％和３７．７％、３６．０％，３ｄ后消解率均超过５０％，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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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用Ｖ（甲醇）∶Ｖ（水）＝９∶１洗脱时１μｇ／ｍＬ添加图谱；Ｂ．用Ｖ（甲醇）∶Ｖ（水）＝９∶１洗脱时烟叶样品空白图谱；Ｃ．Ｖ（甲

醇）∶Ｖ（水）＝１∶１时１μｇ／ｍＬ添加图谱；Ｄ．Ｖ（甲醇）∶Ｖ（水）＝１∶１时烟叶样品空白图谱；Ｅ．Ｖ（甲醇）∶Ｖ（水）＝１∶９时

１μｇ／ｍＬ添加图谱；Ｆ．Ｖ（甲醇）∶Ｖ（水）＝１∶９时烟叶样品空白图谱

Ａ．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ｗａｔｅｒ）＝９∶１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ａｔ１μｇ／ｍＬ；Ｂ．Ｂｌａｎｋ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

（ｗａｔｅｒ）＝９∶１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ｌｖｅｎｔ；Ｃ．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ｗａｔｅｒ）＝１∶１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ａｔ１μｇ／ｍＬ；Ｄ．Ｂｌａｎｋ

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ｗａｔｅｒ）＝１∶１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ｌｖｅｎｔ；Ｅ．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ｗａｔｅｒ）＝１∶９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ａｔ１μｇ／ｍＬ；Ｆ．Ｂｌａｎｋ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Ｖ（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Ｖ（ｗａｔｅｒ）＝１∶９ａｓｅ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ｌｖｅｎｔ

图１　不同净化方法下烟叶样品中嘧肽霉素残留的典型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ｌｅａｎｕｐ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４ｄ后消解率均超过９０％。山东点土壤中嘧肽霉
素的原始沉积量分别为０．９２和０．８１ｍｇ／ｋｇ，湖南
点分别为１．２０和０．７５ｍｇ／ｋｇ；施药１ｄ后，２地土
壤中嘧肽霉素的残留量均显著降低，消解率分别达

到５１．１％、４４．１％和４６．３％、３１．７％，３ｄ后消解率
均超过５０％，１０ｄ后均超过９０％，１４ｄ后，２地土壤
中嘧肽霉素的残留量均低于检出限（０．０５ｍｇ／ｋｇ）。

不同年份及不同试验点的结果显示，由于受烟

草品种、烟草生长阶段、施药或采样不均匀等因素的

影响，导致烟叶中农药的原始沉积量有所差异；此

外，由于施药期间烟叶质量和体积迅速增长，其生长

稀释因素在降低烟叶中农药残留量方面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８
"

９］。土壤中嘧肽霉素的残留量受土壤有机

质含量、ｐＨ值、土壤质地、土壤墒情、施药均匀性、样
品均匀性、温度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这些因

素可能是导致不同年份及不同试验点烟叶及土壤中

嘧肽霉素降解速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动力学方程拟合结果（见表２）表明，嘧肽霉素
在烟叶和土壤中的消解符合一级动力学特征。２０１０
和２０１１年，山东、湖南２地烟叶中嘧肽霉素的消解
半衰期分别为４．８、５．１和３．４、３．９ｄ，土壤中的半衰
期分别为１．３、３．１和２．５、２．２ｄ，表明嘧肽霉素在烟
叶和土壤中降解均较快。根据我国农药在土壤中的

降解等级划分标准［１０］，嘧肽霉素属于易降解性农

药。

２．５　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壤中的最终残留
２％嘧肽霉素水剂按有效成分２８．２和４２．３ｇ／ｈｍ２

的剂量于烟株旺长期开始喷雾，分别施药 ２次和
３次，距最后一次施药后７、１４、２１ｄ，山东和湖南２地
烟叶和土壤中嘧肽霉素的残留量均为未检出（低于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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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嘧肽霉素标样（５ｍｇ／ｋｇ）；Ｂ．土壤空白；Ｃ．土壤添加（０．０５ｍｇ／ｋｇ）；Ｄ．鲜烟叶空白；Ｅ．鲜烟叶添加（０．５ｍｇ／ｋｇ）；Ｆ．干

烟叶空白；Ｇ．干烟叶添加（０．５ｍｇ／ｋｇ）

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ａｔ５ｍｇ／ｋｇ；Ｂ．Ｂｌａｎｋｓｏｉｌ；Ｃ．Ｓｏｉｌ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ａｔ０．０５ｍｇ／ｋｇ；Ｄ．Ｂｌａｎｋ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ｆ；Ｅ．Ｆｒｅｓｈｌｅａｆ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ａｔ０．５ｍｇ／ｋｇ；Ｆ．Ｂｌａｎｋｄｒｉｅｄｌｅａｆ；Ｇ．Ｄｒｉｅｄｌｅａｆ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ａｔ０．５ｍｇ／ｋｇ

图２　嘧肽霉素的典型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ｂｌａｎｋａｎｄ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３　嘧肽霉素在烟叶中的消解动态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
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ｉｅｓ

图４　嘧肽霉素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
ｉｎｓｏｉｌ

表２　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壤中的消解动力学方程及其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ｙｔｏｓ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ｙｃｉｎ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ａｎｄｓｏｉｌ
试验年份

Ｙｅａｒ

试验地点

Ｆｉｅｌｄｓｉｔｅ

样品类型

Ｓａｍｐｌｅｔｙｐｅ

消解动态方程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相关系数（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半衰期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ｄ

２０１０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鲜烟叶 Ｆｒｅｓｈ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ｔ＝１．０３０８ｅ－０．１４３７ｔ ０．９５７２ ４．８

土壤 Ｓｏｉｌ ｃｔ＝０．８４１３ｅ－０．５１４１ｔ ０．９９２１ １．３

湖南 Ｈｕｎａｎ 鲜烟叶 Ｆｒｅｓｈ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ｔ＝０．９３６１ｅ－０．２０３５ｔ ０．９９０３ ３．４

土壤 Ｓｏｉｌ ｃｔ＝０．６０３７ｅ－０．２７８９ｔ ０．９４４６ ２．５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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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试验年份

Ｙｅａｒ

试验地点

Ｆｉｅｌｄｓｉｔｅ

样品类型

Ｓａｍｐｌｅｔｙｐｅ

消解动态方程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相关系数（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半衰期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ｄ

２０１１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鲜烟叶 Ｆｒｅｓｈ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ｔ＝０．９５５１ｅ－０．１３５２ｔ ０．９２６９ ５．１

土壤 Ｓｏｉｌ ｃｔ＝０．６０９８ｅ－０．２２０２ｔ ０．７６７６ ３．１

湖南 Ｈｕｎａｎ 鲜烟叶 Ｆｒｅｓｈ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ｔ＝０．７１４１ｅ－０．１８８３ｔ ０．９８２７ ３．９

土壤 Ｓｏｉｌ ｃｔ＝０．７２５２ｅ－０．３１２４ｔ ０．９９０３ ２．２

ＬＯＤ值０．０５ｍｇ／ｋｇ）。表明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
壤中降解较快，在烟叶上使用较安全。

３　结论

研究建立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ＵＶ）测
定烟叶和土壤中嘧肽霉素残留的分析方法，检出限

（ＬＯＤ）为０．０５ｍｇ／ｋｇ。方法的重现性好，操作简便，
准确度、精密度及检出限均满足农药残留分析要求。

消解动态试验结果表明：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

壤中的消解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其在烟叶和土

壤中的半衰期分别为３．４～５．１ｄ和１．３～３．１ｄ；湖
南试验点的消解速率快于山东试验点；土壤中的消

解速率快于植株中。按照《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

试验准则》评价标准［１０］，嘧肽霉素在烟叶和土壤中

属易降解性化合物。

２％嘧肽霉素水剂按推荐剂量和１．５倍推荐剂
量分别施药２次（推荐次数）和３次（推荐次数增加
１次），距最后一次施药后７、１４、２１ｄ，嘧肽霉素在烟叶
和土壤中的最终残留量均低于其检出限０．０５ｍｇ／ｋｇ。
目前ＦＡＯ／ＷＨＯ均未对烟叶中嘧肽霉素的ＭＲＬ值
作出规定，我国也尚未制定嘧肽霉素在烟草及其他

作物中的 ＭＲＬ标准，根据本研究结果，建议烟叶中
嘧肽霉素的ＭＲＬ值可考虑暂定为０．０５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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