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农药学学报!"#$#!$"""#$$#%&$$'

!"#$%&%'()*$+,(-.%&/#0#1%20#%$0% !""#$$$%%%&'())*&+,-&+'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

!作者简介$周青燕"$%'".#!女!浙江青田人!博士研究生!电话!#*+$.',%+$$)+!!"#$%&$/(0!,1-021&341&+'%

!通讯作者"51"!,67,6

+,6638#,'43'+3#$章永松"$%*,.#!男!浙江兰溪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化学&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研究!电话$

#*+$.',%+$$)+!!"#$%&$(80!9':-021&341&+'%刘维屏"$%*'.#!男!江苏常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手性化学&有机污染物的

环境污染化学与毒理学等方面的研究!电话!#*+$.'("#,,,!!"#$%&$%;<1-021"&34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专论与综述!

手性除草剂研究进展

周青燕$

"!章!程"

"!柴如山$

"!章永松!

$

"!刘维屏!

$""

"$&浙江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教育部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重点实验室$浙江省亚热带土壤与

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绿色手性研究中心!杭州 ($##("#

摘!要!以几大类已经商品化或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手性除草剂为对象!综述了各除草剂的除草

活性"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及其在环境迁移中的对映异构体选择性现象及机理的研究成果#由于

对映异构体间的生物学性质迥异!因此!手性除草剂对映异构体的活性"作用机理"代谢转化及其

在生物体内的转移等都具有手性选择性差异#同时!手性除草剂对植物的选择性作用还会因作用

对象及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其在环境中的选择性降解情况也十分复杂!不仅与该除草剂自身

的理化性质有关!还与其所处的环境因素有关!诸如土壤类型"植物种类"微生物群落结构"温度"

#?值等均会改变手性除草剂对映异构体的环境归趋#

关键词!除草剂$手性$对映异构体$选择性$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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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在使用的农药中具有手性结构的

农药"手性农药#约占)#P

)$*

+虽然手性化合物的

对映异构体具有相同的理化性质!但其异构体间却

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物活性和降解速率%而生物体对

化合物的吸收&生物转化和新陈代谢等也可能存在

立体选择性)"

!

(*

+因此!选择性地生产更具活性与

选择性的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将具有更强的竞

争力))*

+

目前!除草剂的使用量已居各大农用化合物之

首!其在农药中所占的比例已达)+P左右!$%%,年

在美国销售额最大的$#个农药品种中!即有%个是

除草剂+据"##)年美国环保局"C@QR5#公布的数

据!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的市场比例大致维持

在*.(."

)**

+但是!相对于杀虫剂等其他手性农药!

对除草剂手性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研究表明!

具有手性结构的除草剂"手性除草剂#在药效&环境

安全性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对映异构体差异性+

实现除草剂手性研究和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生产

上的较大突破!是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和推行绿色农

业的必然要求+为此!有必要在手性层面上深入研

究除草剂的活性&作用机理&迁移转化和代谢等问

题),

!

+*

+笔者针对几大类已经商品化或具有较好市

场前景的手性除草剂!对其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的

手性制备技术&除草活性&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和

环境归趋的对映异构体选择性差异等进行了综述+

!"手性除草剂的种类

随着农药品种的发展&化合物结构日趋复杂以

及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的增多!手性化合物数量显

著增加)'*

+"#世纪 '#年代所使用的农药中仅有

$%P具有手性结构!到 %#年代迅速增至 "*P

)%*

!

之后手性农药的市场年增长率保持在$#P/$*P之

间)$#*

+在已经商品化的手性农药中!以单一纯光学

活性异构体或以含高纯度光学活性异构体为主的

除草剂占总销售量的*#P左右)$#*

+目前市场上主

要的$%大类(##多个品种的除草剂中!有$)类含

有手性结构!涉及苯氧羧酸&芳氧苯氧丙酸&环己烯

酮&咪唑啉酮和酰胺等一系列化合物!其中主要有

$,个品种以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或含高纯度单一

光学活性异构体为主进行生产和销售!并已大面积

使用"见表$#+这些具有更高活性与选择性的单一

光学活性异构体产品的使用能以较低的剂量达到

较高的药效!减少了药物向生态系统的投入量!对

保障环境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手性除草剂的分离与合成

目前!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均要求在农

药新品种登记或再登记中!凡涉及手性化合物时必

须提供其对映异构体的生物试验报告及对映体分

离技术资料!一些欧洲国家则已经禁用外消旋体!

因此!外消旋体的使用将日益受到更加严格的

限制)$$

!

$"*

+

近年来!手性农药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的制备

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其制备途径主

要分为外消旋体拆分和定向合成两种+其中外消

旋体拆分又分为生物酶法&成盐结晶法&制备非手

性衍生物分离法&优势结晶法和机械分离法等%定

向合成法也可分为酶定向催化法&手性试剂定向催

化法&差向异构法和手性原料引导定向合成法等+

这些技术在手性农药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的研究

及生产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

但是实现手性农药的工业化生产不仅要求技术路

线合理可行!拆分收率高!产品光学纯度好!还要求

经济成本相对低廉!即原料和拆分剂廉价易得!拆

分工艺简单!无效异构体能被充分利用等))*

!否则

将难以实现工业化&规模化生产+传统的化学拆分

技术流程长!产生的'三废(量大!原料利用率低!且

需消耗大量手性拆分试剂!导致成本过高!已逐步

被淘汰+而手性柱分离法用于制备少量试验样品

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但进行规模化生产目前尚

有困难+如表$中所列的除草剂!几乎都能够用手

性柱分离方法获得高纯度的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

虽然制备的量很少!但可为开展基础研究提供可

能+相比之下!定向合成法在手性制备工业化中的

作用更为突出!也是比较经济可行的方法+例如!

以手性化合物 8.乳酸为起始原料!采用目标导向

合成!通过酯化&磺酰化&醚化得到手性除草剂喹

禾糖酯"/1<09;,7,#.R."3716(;!商品名糖草酯#!总

收率为 ,+0"P!化学纯度为 %)&#P!光学纯度为

'%0)P

)$)*

+该合成路线成本低!易于实现工业化+

高原子经济性的手性技术如不对称催化&生物

酶催化与手性转化技术在手性农药单一光学活性

异构体生产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工业化水平将

不断提高)$**

+ 以生物酶催化技术)$,*为例!与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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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手性除草剂的种类

L9*;3$!S<'48,7+!<69;!36*<+<438

化合物类型

L(#3,7+,-#,1'48

主要品种

R6<'+<#9;8#3+<38

商品化的手性除草剂

=,--36+<9;<034+!<69;!36*<+<438

苯氧羧酸类

R!3',)(9;T9',<+9+<48

"甲)氯丙酸 "-3+,#6,##&"!)滴丙酸 "4<+!;,6.

#6,##

精"甲)氯丙酸 "-3+,#6,#.R#&精"!)滴丙酸

"4<+!;,6#6,#.R#

芳氧苯氧丙酸类

56(;,)(#!3',)(#6,#<,'9"38

吡氟禾草灵 "7;190<7,##&禾草灵 "4<+;,7,##&氟吡

禾灵 "!9;,)(7,##&喹禾灵 "/1<09;,7,##& 唑禾

草灵 "73',)9#6,##&氰氟草酯"+(!9;,7,#.*1"(;#&

炔草酯 "+;,4<'97,#.#6,#96:(;#&喔草酯 "#6,#9.

/1<097,##&喹禾糖酯"/1<09;,7,#.R."3716(;#

精禾草灵"4<+;,7,#.R#&精吡氟禾草灵"7;190<7,#.

R#&精氟吡甲禾灵"!9;,)(7,#.R.-3"!(;#&精 唑禾

草灵 "73',)9#6,#.R.3"!(;#&精喹禾灵"/1<09;,7,#.

R.3"!(;#&左旋氰氟草酯"<.+(!9;,7,#.*1"(;#&炔草

酯"+;,4<'97,#.#6,#96:(;#&喹禾糖酯"/1<09;,7,#.R.

"3716(;#

咪唑啉酮类

G-<490,;,'38

咪唑乙烟酸 "<-903"!9#(6#&灭草烟 "<-909#(6#&

甲氧咪草烟 "<-909-,)#&咪唑喹啉酸 "<-909.

/1<'#&咪草酯 "<-909-3"!9*3'0#&甲基咪草烟

"<-909#<+#

酰胺类

5+3"9'<;<438

异丙甲草胺 "-3",;9+!;,6#&萘丙胺 "'9#6,9'<.

;<43#&萘氧丙草胺"'9#6,#9-<43#&溴丁酰草胺

"*6,-,*1"<43#&二甲吩草胺"4<-3"!3'9-<4#&稗草

胺"+;,-3#6,##&麦草伏"7;9-#6,##&卡草胺"+96.

*3"9-<43#

高效异丙甲草胺 "2.-3",;9+!;,6#&精二甲吩草胺

"4<-3"!3'9-<4.R#&卡草胺"<.+96*3"9-<43#

脲类C6398

!

环莠隆"+(+;16,'#&杀草隆"49<-16,'#&炔草酯

"+;,4<'97,#.#6,#96:(;#

杀草隆"49<-16,'#&炔草酯"<.+;,4<'97,#.

#6,#96:(;#

环己烯酮类=(+;,'3'38 稀禾啶"83"!,)(4<-#&烯草酮"+;3"!,4<-#&噻草酮

"+(+;,)(4<-#&吡喃草酮""3#69;,)(4<-#&

+;,#6,)(4<-

嘧啶氧苯丙酸类

R(6<-<,)(#!3'(;#6,#<,'9"38

环酯草醚"#(6<7"9;<4#

!

三嗪类L6<90<'38 三嗪氟草胺""6<90<7;9-#

二苯醚类U<#!3'(;3"!368 氯氟草醚"3"!,)(73'.3"!(;# 氯氟草醚 "<.3"!,)(73'.3"!(;#

三唑啉酮类L6<90,;<','38 唑酮草酯 "+9673'"690,'3.3"!(;#

有机膦类

A6:9',#!,8#!,618

双丙氨酰膦"*<;9'97,8#&草胺膦":;17,8<'9"3#

!

其他A"!368 环庚草醚"+<'-3"!(;<'#&氟咯草酮"7;16,+!;,6<.

4,'3#&呋草酮"7;16"9-,'3#&茚草酮"<'49',79'#&

灭草环""6<4<#!9'3#

的有机合成方法相比$首先!酶催化的反应条件温

和!无需强酸或强碱&极端温度和压力%其次!酶催

化反应的立体选择性好!可避免因反应条件苛刻而

导致消旋化&异构化及重排等副反应!也免除了传

统有机合成中为了阻断不必要的副反应而通常需

要采取的基团保护和去保护等措施%第三!酶是一

种高效催化剂!能大幅度加快反应速率!最高可达

非酶催化反应速率的$#$"倍%第四!生物酶催化几

乎能应用于所有化学反应!目前已涉及羟基化&环

氧化&脱氢&氢化以及水解&水合&酯化&酯转移&脱

水&脱羧&酰化&胺化&异构化和芳构化等各类化学

反应%同时酶催化反应一般不会产生毒副产物!对

环境的污染程度比传统化学合成方法要小得多!因

而被称为绿色合成化学+目前!工业用酶大部分来

自微生物!少数来自植物和动物!也可通过基因工

程和蛋白质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大规模生产!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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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商业价值)$,*

+以最早推广的单

一光学活性除草剂苯氧丙酸类除草剂的合成为例!

其以".溴丙酸和".氯丙酸及其衍生物为原料!通过

脂肪酶的立体选择性酯交换得到单一 <H对映异构

体"以下简称<H体#!并通过催化剂甲醇钠使不需要

的2H对映异构体"以下简称2.体#外消旋化!可被重

新利用)$$!$+*

!其酶法合成已形成工业化规模+

$"手性除草剂除草活性的对映体选择性

差异

!!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于由酶和受体系统等生

物大分子组成的手性环境中!酶和受体系统总是显

示出对映体选择性或立体选择性)$'*

+当手性除草

剂与植物相互作用时!由于植物体对手性除草剂各

异构体识别能力的差异!以及酶与不同异构体间的

匹配关系等原因!导致植物在吸收&与靶标酶的结

合以及代谢等过程中均会显示出对映体的选择性!

因而!手性除草剂的对映异构体间往往表现出不同

的生物活性!这就是有些异构体表现出高的除草活

性或药害作用!而其对映体则表现为低活性或不产

生药害的根本原因+

$;!"苯氧羧酸类#*2.3,<9$&=$3,%1$1%5/$除

草剂

苯氧羧酸类">12.#.!#除草剂是 "#世纪

)#&*#年代开发的苗后除草剂!通过抑制乙酰辅酶

5羧化酶"5==983#的合成!致使脂肪酸的合成停

止!细胞的生长&分裂不能正常进行!从而抑制杂草

生长+该类除草剂中手性品种较多!相关研究也较

为深入!商品化的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品种较多+

早在$%*(年就有资料报道!该类除草剂的除草活性

几乎全部集中在 <H体上!2H体几乎没有除草活

性)$%*

+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对这类除草剂的使用有

着严格的规定!如瑞士&丹麦等国规定"!).滴丙酸

"4<+!;,6#6,#!U=RR#和 ".甲.).氯丙酸"-3+,#6,#!

N=RR#这两种除草剂必须使用其单一光学活性异

构体)"

!

(*

+

>12.#.!

H1#!3',)(!96(;,)(,696,-9"<+!3"36,+(+;<+,)(;%$1$!",6(&

氟吡禾灵"!9;,)(7,##的 <H"2#H体比 2."&#.体

对一年生禾本科杂草的除草活性要高$###倍%同

样!喹禾灵"/1<09;,7,##的 <."2#.体可阻碍离体玉

米茎基悬浮液的脂肪酸合成!而 2."&#.体则无抑制

活性!通过测定$)

=.乙酸的含量表明!<."2#.体作用

后!玉米幼苗茎基悬浮液中软脂酸和亚油酸的含量

骤减)"#*

+

禾草灵"4<+;,7,##的 <H"2#H体活性较高!而

2H"&#体则活性很低!因此对禾草灵敏感的植物可

能对其2H"&#H体具有很好的耐性)"$*

+但在禾草灵

的水生毒性研究中发现!其除草活性低的 2H"&#H体

对(种单细胞藻类,,,蛋白核小球藻 !",(*%,,+

B5*%$(#1(&+&普通小球藻 !",(*%,,+:),A+*#&和斜生

栅藻 20%$%1%&(9,#I))&的毒性却与 <."2#.体相当!

甚至更高)""*

!说明手性除草剂对映异构体的活性差

异还会因作用对象种类的不同而改变+

$;#"咪唑啉酮类#)#%5$?,&%3,3./$除草剂

咪唑啉酮类">12.#.##除草剂是 "#世纪

'#年代由美国氰胺公司"现被巴斯夫公司收购#开

发成功的一类高效&广谱&对动物无毒害作用的除

草剂!其通过植物的叶与根而被迅速吸收!在木质

部与韧皮部传导!积累于分生组织中!通过抑制靶

标酶乙酰乳酸合成酶"5J@#的活性!破坏支链氨基

酸的正常合成!从而导致植物死亡)"(*

+目前共有

,个品种!分别是咪唑乙烟酸"<-903"!9#(6#&灭草烟

"<-909#(6#&甲氧咪草烟"<-909-,)#&咪唑喹啉酸

"<-909/1<'#&咪草酯"<-909-3"!9*3'0#和甲基咪草

烟"<-909#<+#!都具有手性结构!存在一对对映异构

体+但有关其手性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市场销

售的仍然都是其外消旋体+目前该类除草剂不仅

广泛应用于农田!也被用于森林&铁路和高速公路

的杂草防治!是我国高效除草剂领域的重要支柱产

品!但也存在着高残留&对后茬作物及环境安全有

较大风险的缺点)")*

+同时!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的一

对对映异构体也具有不同的除草活性!<H体对乙酰

乳酸合成酶离体活性的抑制能力比 2.体高 '/

$#倍)"*

!

",*

+

>12.#.#

本研究组通过手性拆分的方法!曾成功分离得

到所有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的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

并观察到咪唑乙烟酸对映异构体对玉米根的生长

和根系形态结构例如根毛的发育有着显著的选择

性抑制作用!其 <H"&#H体的抑制作用比 2."2#.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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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

+同时 D<9'等)"%*研究发现!咪唑乙烟酸对

映异构体对水稻的生长也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H

"&#H体比 2."2#.体更能显著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

"@AU#&氧化物酶"RAU#以及丙二醛"NU5#的含

量!表明 <H"&#H体对水稻的胁迫作用比 2."2#.

体强+

在酶的水平上"离体#!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与

5J@结合后存在着部分重叠的亲和位点!它们通过

与通道内部的氨基酸残基连接!阻塞底物进入活性

位点而起到抑制酶活性的作用)(#*

+另外有研究表

明!只有除草剂的结构因素会影响其对酶的抑制作

用!传导&新陈代谢和吸收都不会影响除草剂对酶

活性的作用)($*

+=,NV5计算结果表明!相对于静

电场的影响而言!立体场的影响较大+咪唑啉酮类

除草剂咪唑环上的碳原子为手性碳原子!从而可形

成一对互为镜像关系的对映异构体!立体结构的差

异是左右旋体的本质差异!因此!研究化合物结构

与其对酶活性抑制作用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

在关于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对靶标酶 5J@的抑制能

力存在对映体差异性机理的探索中!B!,1等)((*运

用分子对接的方法!研究了5J@和咪唑乙烟酸对映

异构体结合的差异!结果发现!<H"&#H体比2."2#.体

与5J@具有更强的结合能力!从而具有较高的抑制

活性!这与生理实验的结果完全一致+从分子立体

构型的层面上研究除草剂对映异构体与靶标酶的

作用机理!对理解手性除草剂的对映体差异性及开

发具有高靶标活性的单一对映异构体均具有重要

意义+

$;$"酰胺类#61.7$3%&%5./$除草剂

酰胺类">12.#.$#除草剂中含有两个手性

中心"手性碳原子和手性轴#!具有两对对映异构

体!即$

!

@$W@&

!

H$W@和
!

@$WH&

!

H$WH+而除草活

性主要集中在烷基部分的手性碳为 2.构型的异构

体即
!

@$W@和
!

H$W@上+$%+,年!异丙甲草胺

"-3",;9+!;,6#以外消旋体的形式投入市场!$年后

即逐步被具有较高除草活性的左旋体"2.体#所取

代!左旋体的除草活性比其右旋体要高出 $#倍左

右)()

!

(**

+研究表明!诺华公司开发的%,P的高效异

丙甲草胺"2.体#比其+"P的外消旋体的除草活性

高$0,+倍)(,*

+

>12.#.$

氯乙酰胺类除草剂是酰胺类除草剂的主要品

种之一!其除草作用机理主要是抑制脂类的生物合

成+=,1436+!3"等)(,*对 C.噻吩氯乙酰胺类除草剂

二甲吩草胺"4<-3"!3'9-<4#对映异构体间除草活性

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浓度

达到*

"

-,;$J时!其 2H体可严重抑制绿藻的生长

及脂肪酸的脱饱和作用!使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骤

减!但是该浓度下其<.体对绿藻的生长则几乎不产

生影响+同样!分别以二甲吩草胺左右旋体处理绿

藻后!发现二者对细胞吸收醋酸盐及对醋酸盐&油

酸结合到非油脂片断上的抑制程度都有明显的差

异+德国巴斯夫公司进一步开发了具有单一光学

活性的除草剂精二甲吩草胺"4<-3"!3'9-<4.R#!并

于"###年商品化!其用量只需外消旋体的*#P+

$;%"环己烯酮类#@91&,3.3./$除草剂

环己烯酮类">12.#.%#除草剂的作用特性与

苯氧丙酸类相似!能被植物叶片吸收!并在韧皮部

传导!作用于乙酰辅酶 5羧化酶!从而抑制脂肪酸

的合成!主要用于阔叶作物农田防除禾本科杂草+

K!<""<':",'等)(+*分离得到了烯草酮 "+;3"!,4<-#的

单一光学活性异构体!并进行了药效试验$分别将

左&右旋体和外消旋体作用于玉米&大豆&谷莠子

2%/+*#+:#*#1#&"J&# >391M&&稗 草 60"#$(0",(+

0*)&A+,,#"J&#>381M&等'种植物!发现左旋体比右

旋体和外消旋体的除草活性要高得多!使用量可降

低*#P!市场前景可观+

>12.#.%

$;&"脲类#A+.$/$除草剂

取代脲类除 草 剂 化 学 结 构 的 核 心 是 脲

">12.#.&#!由于其氮取代基变化而形成不同品

种+H(,,等)('*合成了一系列杀草隆"49<-16,'#的

衍生物$.

!

!甲基苄基.(."取代苯基#脲对映异构

体!并研究了其对稻田杂草及水稻生长抑制作用的

手性差异性!发现$.

!

.甲基苄基.(."取代苯基#脲

的对映异构体的除草效果与杂草种类及苯环上的

取代基有关!取代基改变!或者作用对象改变!都会

引起左&右旋体除草活性的差异+如 <H"H异丙基和

<H"H叔丁基衍生物能够有效抑制稗草&一年生和多

年生的莎草!5B%*)&A,(;%*+/)&J&%<H"H乙基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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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甲基衍生物对多年生莎草属杂草有较强的除

草活性%除杀草隆及其氟取代物的 2H体对稗属植物

有强效作用外!其他2.体均没有除草活性+而且!$.

!

.甲基苄基.(."甲苯基#脲"<>2.N>LC#对映异构

体对不同作物的选择性抑制作用也不同$<.N>LC

可有效抑制水稻生长而对小麦无明显毒害作用!2.

N>LC则正好相反)(%

!

)$*

+根尖游离氨基酸含量减

少是<H和2.N>LC使水稻和小麦发生药害的重要

原因$2.N>LC会降低小麦根尖中的谷氨酸&缬氨

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丙氨酸水平!从而使其根系

生长受阻))"*

%而<.N>LC使水稻根尖谷氨酸&天冬

氨酸&亮氨酸和丙氨酸含量降低!氮代谢和纤维素

合成受阻!多种基因转录受到抑制!从而使水稻根

系生长受到抑制))"

!

)(*

+对水稻不产生毒害作用的

2.体可有效抑制稻田杂草的生长)(%

!

)$!))*

+手性除草

剂对植物的选择性作用会因植物种类不同而不同!

这一特性为有目的地开发新的单一光学活性除草

剂提供了依据+

>12.#.&

$;'"二苯醚类#'%B2.39&.72.+/$除草剂

二苯醚类">12.#.'#除草剂是一种原卟啉原

氧化酶"R6,",)#抑制剂!其作用机理是抑制植物的

光合作用!使叶绿素合成受阻!从而导致杂草叶片

枯萎死亡+目前已有近"#个品种商品化))**

!其中

的硝基联苯醚具有手性结构+=9-<;;36<等)),*的研

究发现!其 2H"&#体比 <."2#体具有更高的脂质过

氧化活性+而产生脂质过氧化对映异构体活性差

异的原因是由于硝基联苯醚与酶的结合作用方式

具有空间立体选择性!2."&#体与靶标酶的结合更

紧密!在硝基联苯醚的活性部位形成一个域!抑制

了酶在原卟啉
#

与原叶绿素羧酯之间的生物合成

途径!导致原卟啉
#

水平的提高+另一种二苯醚类

除草剂 *.)".+!;,6,.).""6<7;1,6,-3"!(;##!3',)(*.

".'<"6,9+3",#!3','3,)<-3.J."9+3"<+ 9+<4!-3"!(;

38"36#"URQG#的2H"&#体也比<."2#体具有更高的

除草活性!用量仅为 <."2#体的$$)!其原因也是由

于2."&#体与原卟啉
#

氧化酶活性位点的结合能力

更强!能够更有效地抑制原卟啉
#

氧化酶的

活性))+*

+

近期开发的二苯醚类化合物只有氯氟草醚

>12.#.'

"3"!,)(73'.3"!(;#!是由匈牙利布达佩斯化学公司

">149#38"=!3-<+9;K,6T8#开发成功的具有单一光

学活性异构体的高效旱田苗后除草剂+

$;("三嗪类#C+%$?%3./$除草剂

对于一些多位点抑制型除草剂!其对映异构体

对不同位点的抑制强度也有所差异!两个对映异构

体可能均能表现出很高的活性!但作用机理却完全

不同+

三嗪类除草剂">12.#.(#的<H体能在黑暗条

件下抑制根系生长!诱导细胞分裂素类似物的生

成!其 2.体则能够抑制光系统 GG的电子传递过

程))'

!

*$*

+三嗪氟草胺 ""6<90<7;9-#和与其结构相似

的4<9-<',"6<90<'38能够选择性地抑制光合作用&微

管形成及纤维素合成+两种化合物的 2.体均优先

抑制光系统GG的电子传递"RQL#!然而在黑暗条件

下<.体对=;39M36悬浮细胞和水芹幼苗生长的抑制

活性比2.体强$##倍%它们又都是细胞有丝分裂和

纤维素合成抑制剂!三嗪氟草胺的 <.体能够更有效

地阻碍细胞分裂和微管形成!从而抑制植物

生长)*"*

+

>12.#.(

手性除草剂与植物作用的关系十分复杂+理

论上讲!植物体中参与代谢的酶是手性的!因此!当

酶与具有手性特征的底物发生作用时!其活性应表

现出对映异构体选择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却因植

物种类和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

*)*

+更多机理

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待更系统地开展+

%"除草剂环境归趋的手性差异

手性除草剂通过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进入环

境!广泛分布于水体&沉积物&土壤和生物体中!在

环境中易被生物选择性降解)"*

+例如!通过对瑞士

河流和湖泊的采样调查分析发现!残留于水体中的

苯氧丙酸类除草剂对映异构体存在数量上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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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左旋的 ".甲.).氯丙酸"N=RR#和 "!).滴丙酸

"U=RR#的量占优势)***

%精吡氟禾草灵"7;190<7,#.R.

*1"(;#在土壤中的降解也存在明显的对映体差异!

其2H体的降解速率明显快于 <.体)*,*

%海洋微生物

对U=RR的降解也具有对映体选择性!使得其 <H体

的降解速率明显快于2.体)*+*

+

%;!"环境因素对除草剂对映异构体选择性降解的

影响

手性除草剂在环境中的选择性降解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情况十分复杂!不

仅与该除草剂自身的理化性质有关!同时还与其存

在的环境因素相关!诸如土壤类型&植物种类&微生

物群落结构&温度&#?值等均会改变手性除草剂对

映异构体的环境归趋)"!*'

!

*%*

+

酰胺类除草剂甲霜灵的降解具有较高的对映

异构体选择性!但其降解速率主要依赖于环境因

素+N961++!<'<等),#*的研究表明!其<H体在土壤中

降解较快!而2.体在植物中降解较快%>136:3等),$*

的研究则发现!在不同 #?值的土壤中!甲霜灵左&

右旋对映异构体的降解速率相差极大$在 #?3*的

土壤中!<H体比 2H体降解快!而在 #?为)/*的土

壤中!两者降解速率相近!在#?4)的土壤中!则2H

体比<H体降解快+

在反硝化条件下!草甘膦的 <H体可快速降解!

而2H体含量则保持不变!只有当 <H体彻底降解后!

2H体才开始降解%而在有氧条件下!2H和<H体的降解

速率分别为$&%#和$&("-:$"J-4#

),"*

+

>1836等)***对瑞士湖泊及北海水域中N=RR的

含量进行了测定!发现其对映异构体的选择性降解

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在北海!其对映体比率"QH!

QH1"2#.体$"&#.体或 <.体$2.体#值约为 #0%!而

在瑞士湖泊中的QH值则达到了"&*+B<##36等),(*

在对瑞士地下水的测定中同样检测到了 N=RR对

映异构体的降解差异!虽然其<H体浓度明显高于2H

体!但不同地区各异构体的降解速率均不同+多数

研究表明!土壤中施用 U=RR和 N=RR后会优先选

择性地降解其<.体!但不同的土壤理化性质也会使

这种手性选择性产生一定的差异+如H,-36,等),)*

研究了U=RR和N=RR在(种不同土壤中的降解!

结果表明!在粉土和沙壤土中!2H体降解速率比 <H

体慢!而在粘壤土中情况则正好相反%F966<8,'

等),**研究 U=RR和 N=RR在土壤中降解的结果也

是2H体的降解速率快于 <.体+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不同环境介质中生长的微生物种类不同所致+

%;#"作用对象对除草剂对映异构体选择性降解的

影响

一定环境条件下!除草剂作用的对象不同!其

对映 异 构 体 降 解 的 选 择 性 可 能 也 不 同+

@+!'3<436!3<'03等)*%*将 U=RR和 N=RR的外消旋

体施用于(种草坪草&)种阔叶杂草和土壤中!结果

发现!在大多数阔叶杂草和土壤中!每种除草剂的

2.体都优先得到了降解!而在草坪草中却未表现出

对映异构体降解的选择性+K9':等),,*为了研究除

草剂乙氧呋草黄"3"!,71-389"3#对映异构体在草坪

草及土壤中的选择性降解情况!选用"种草坪草分

别种植在)种不同的耕作土壤上!结果表明$仅有

$种土壤表现出存在选择性降解现象!其 QH值为

$0,*!即表现为"2#.体在这种土壤中的相对积累%另

外(种土壤中除草剂的对映异构体含量均接近其外

消旋体%与此同时!植物体内测得的QH值均达到(+

可见!手性除草剂对映异构体在环境中的去向

没有一定的模式!情况是十分复杂的!针对不同的

作用对象!在除草剂降解过程中由于参与代谢的酶

不尽相同!其与各对映异构体的匹配程度也有差

异!因此!降解速率也会不同+更多系统的&机理性

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更深入地开展+

由于手性除草剂施用后其对映异构体在环境

中的归趋不尽相同!导致各异构体数量上的差异也

可能是除草剂除草作用表现出对映异构体差异的

原因之一!而可能并不完全是对映异构体本身对植

物活性的差异+例如!氟吡乙禾灵"!9;,)(7,#.

3"!(;#的<H"2#体比 2."&#体对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的活性要高$###倍!但芽前土壤处理时两者的活

性却相近!分析表明!在+4内其 2H"&#体转变为了

<H"2#体!说明在土壤中2H"&#体有可能会转变为<.

"2#体)$'*

%有机膦类除草剂双丙氨酰膦 "*<;9'97,8#

和草胺膦 ":;17,8<'9"3#的外消旋体在土壤中也可被

微生物迅速转化为8.体),+*

!因而表现为更高的除草

活性+

&"展望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研究除草剂的作用机理还

是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方面!人们都把外消旋体视

为单一化合物+然而!实践证明!当外消旋体进入

生态环境后!其对靶标生物或非靶标生物的毒性及

其在生物体内的代谢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对映异构

体差异!低效&无效甚至有毒副作用的对映异构体

的存在!不仅会降低药效!污染环境!而且还可能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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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毒副作用!导致药害或抗药性的产生),'*

+

随着手性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逐步加深!

除草剂的手性研究已逐步得到重视!但是还有待于

对手性除草剂的选择性进行更深入的机理上的研

究%对映异构体随着环境条件&作用对象等因素的

改变而呈现出多变的特质!因而也有待于建立更加

系统的研究体系+

只有在对映异构体水平上研究手性除草剂的

除草活性&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及其环境归趋问

题!才能弄清其真正的行为和效应!就手性除草剂

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风险性作出准确的评价!

为开发高效&经济&低毒副作用的环境友好型单一

光学活性农药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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