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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撑硫腮在土壤中的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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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撑硫腺 (e
th ylo e t从ou

r e a
) 是二硫代氨基甲酸醋类杀菌剂 (di th i。。。rba m at es ) 的

一种杂质和主要环境降解产物 [11 ,

具强致畸
、

致癌性
〔幻 。

因此
,

它在环境中的稳定性一直受

到人们重视 。 本文应用
’

℃ 标记的乙撑硫腻和近似太阳光波长分布的赢灯光解仪
,

研究

了乙撑硫脉在土壤中的光降解
。

、

材 料 与 方法

“ c 标记的乙撑硫脉(巴斯夫公司提供)放射性比活性 ”
.

83 拼ci / m g ,

放射化学纯度 T L C 分析大于

外%
,

参考标准品(巴斯夫公司提供)纯度均大于 98 呱
。

试验土壤为次生棕壤 (Pa
r o b r“

un
e
rd

。
) 和灰壤

(p
o d ‘o 王)

,

土壤特性见表 l
。

表 1 试验土壤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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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是在西德产
“

su nt “ r t A p p
‘ r “ 礼必书 尤解仪中进行

。

光解仪赢灯的光谱能量分布与太阳光的相

似
。

通过一紫外光沪器吸收波长小于 2 90
n m 的照光

。

光解仪连结一水迥流冷却器调控土壤的温度
。

试验前土壤过 2 m m 筛
,

以 0
.

1% N “N
。

(叠氮化钠)土壤灭菌
。 L卒 C 乙撑硫腺甲醇溶液以 1ZD o一

巧 00 B q /合 土的放射性比添加于土壤
,

充分搅拌后用蒸馏水调节土壤湿度
,

平衡 2 小时后
,

将土样装

填于长方形玻盘 (1 8 x 3
.

5 >< Ic m )
,

加石英玻盖
,

密封后通过一硅胶管以 5 m l / m in 流速使空气通过玻

盘
,

置光解仪中照光
,

对照样置相同条件的黑暗箱中
。

光妞停止后称取土样置于 知耐离心管中
,

用 甲醇振荡提取 了次(每次 功司
,

Z o m 玩 /次
,

下同)
,

再用

甲醇 : 水(体积比为 30 : 70) 提取 2 次
,

合并提取液(即 甲醇提取液)用液闪计数仪 Pa
: k ‘r d T r i。。rb 4 , 3。

测定放射性后
,

于 4 0℃ 浓缩至 1一2ml 用于 T L电土样进一步用 0. sm 。士 N aO H 溶液提取 2 次
,

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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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
,
1

.

o m o l H cl Z 次
,

合并提取液(极性提取液)
,

测定放射性后调节 p H 至中性
,

用冷冻干燥仪 (Fr
e e

-

z d r io r

Be
t a

,

C hr ist ) 冷冻干燥再重溶于 l m l 甲醇中用于 T L C
。

乙撑硫脉和光解产物在薄板上 (硅胶

C F 2 54
,

M e r k ) 分别用 , 种溶剂系
.

统展开 : A. 氯仿 :正丁醇 : 甲醇 : 水 ( 10 。: 5 : 2: 饱和)
,

B
一

氯仿 :正丁

醇 : 甲醇 :水(, o : 巧 : 4 0 : , ) C. 乙酸 乙脂 : 甲醇 :氨(9 0 : 6 : 6 )
,

D. 乙醇 : 正丁醇 :水(, 7 : 比。: 3 3 )和 E
.

甲

醇 :乙酸 :水 (玲 : 1 : l)
。

然后用 自动薄层层析线性分析仪测定
,

检测极限为 40 一 60 贝克勒尔(B q )/ 峰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应用约总放射性在湿润土和风干土中经不同时间照光后
,

回 收 率 达 9 7
.

1一 1 06
.

2 多

(表 2 )
。

表 2 指出
,

随着照光时间增长
,

极性提取物和不可提取残留物显著增多
,

甲醇提

取物随照光时间减少
。

这种趋势在含水量 15 多 的湿润土中比在 1
.

5多 的风干土 中更 大
,

说明土壤湿度影响乙撑硫脉在土壤中的光解
。

图 1 表明
,

乙撑硫脉的光解速率随土壤湿

度增加而加快
。

在湿度为 10 一 15 多 的次生棕壤中
,

照光 24 小时后乙撑硫腺降解 90 多 以

上(图 l)
,

而在湿度 1
.

5 多的风干土中 2 4 小时后仅降解 2 0
.

6务
,

在烘干土中仅降解 13
.

9 界
。

表 2 士壤样品提取后应用总放射性的回收试验

〔一毕
烘干土

~ ~
.

一
. 王.厅%

(欲�架彼黔艳婿闷

照光时间 (,J咐 )

图 1 乙撑硫朦在不同湿度的次生棕壤中的光解 (土厚 Z m 。)



土 壤 学 报 2 8 卷

表明水分是影响乙撑硫月尿在土壤中光解的重要因素
。

水分加速土壤中乙撑硫腺光解可能

是由于在光煦条件下
,

水分的存在有利于过氧化物的形成而增加了土壤中的光活化物质
,

这些物质在间接光反应中是转移能量的重要介质
〔3 , 。

图 2 表现了土壤厚度对乙撑硫脉光解的影响
,

在分别为 Zm m 和 sm m 的二种土壤厚

属光时间 (小时)

图 2 乙撑硫脉在不同土壤厚度中的光解

度的土壤中
,

乙撑硫腺光解百分率的差

别在照光 8 小时后最大
,

可达 20 多
,

但

21 小时后光解差异趋于很 小
。

次 生 棕

壤和灰壤都表现了相同的趋势
。

这种差

异的变化主要由于光照下乙撑硫脉在土

壤中向土表移动的结果
。

表 3 说明了照

光后乙撑硫脉在湿润的土壤中迅速向土

表移动
。

如在湿度为 巧 外 的次生棕壤

中
,

2 小时后 。一 lm m 的表土层其放射性

占土壤中总放射性总量的 53
.

8多 ; 在湿

度 10 多的灰壤中 2 小时后该层放射性占

总放射量的 62
.

2 多
。

而照光 8 小时后
,

,

其放射性的移动在二种土壤中都趋于平

诀�艰檬肾�毅得冈

衡
。

因乙撑硫脉不断从土壤底层转移到土表
,

所以
,

使其在较厚的土层中出现了光解较慢的

现象
。

从表 3 结果还可看出在湿度 1
.

5务风干土中
,

基本上不发生乙撑硫脉向土表移动的

现象
,

在不同照光时间下
,

各土层中的放射性含量也均无明显差别
。

而在湿度为 15 多 的次

生棕壤和 10 舜 的灰壤中其差异就明显
。

因乙撑硫脉向土表的移动
,

主要应是由于光照后

引起水分蒸腾作用而造成的
,

具有一定亲水性的乙撑硫脉分子随着土壤水分的毛细管现

象而向上移动
。

这从更为砂质的灰壤中移动速度明显快于次生棕壤的现象可 以说 明 (表

表 3 光照下乙撑硫服在土壤中的移动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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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 ~ 一 门. 自. . . . . , ~ ~ 目. . . , , ~

3 )
。

乙撑硫腺在土壤中光解产物主要有 3 种 (图 3 )
。

用不同的薄层层析展开系统比较各

分离峰与参照标准的 R f 值
,

表明光解产物 1 为乙撑脉 (et hyl
ene ur ea )

,

另二种产物未作

进一步鉴别(表 4 )
。

在湿润的次生棕壤和灰壤中
,

照光 21 一 24 小时后
,

乙撑脉形成可

达 63 一 74 并
,

另二种未鉴定产物只占 8一 17 外 (表 5)
,

表明乙撑硫脉在土壤中的光解主

要是光氧化反应
。

此外
,

表 5 还指出
,

乙撑服和产物 3 的形成明显随土壤湿度而 提 高
,

但产物 2 的形成受土壤湿度影响较小
,

灰壤中产物 2 和 3 形成的比例则明显高于次生棕

台巴塑一愉侧

“ .‘.‘.
,

00

日

皿光21 ,J时

会色划一欲招

1 0加
。

00

展开前沿

比移值 (R f) 0
.

4 0: 乙撑硫脉
, 0

.

13 :
产物 1 (乙撑腺) 。

.

01 : 产物 2 , 0
.

25 : 产物 3

图 3 A

图 3 B

没有照光(黑暗)的对照样品 T L C 图谱
乙撑硫腺在灰壤中光解产物的 T L C 图谱

表 4 乙撑硫辗及光解产物不同薄层展开系统的比移值 (Rf )

一日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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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乙撑硫腮在土壤中光解产物形成的百分率

湿湿度度 照光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 ))) (小时))) 乙 撑 脉脉 产 物 222 产 物 333

灰灰 壤壤 1OOO 2 lll 62
.

777 1斗
。

333 17
。

络络

次次生棕壤壤 1
.

555 2 444 1 8
。

444 6
。

333 弓
。

OOO

11111000 2 444 4 6
.

999 5 ,
222 9

。

555

lllll,, 2斗斗 7 4
。

斗斗 8
,

888 1 2
。

999

壤
,

这可能与灰壤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含量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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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壤学进展》)
,

由 B
.

A
.

S t ew a r t 主编
。

此书

为该系列丛书的第八册
,

共分四章
,

分别由各个领域的杰出土壤学家撰稿
。

P M
.

H ua ng 执笔的第一章是
“

影响铝变换的离子因素及其对土壤和环境过程的促

进
” 。

开篇首先对粘土和无机配位体与铝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简洁的回顾
,

然后完整地论述

了有机酸对铝变换的影响
。

本章结尾时
,

作者列出了大量易被人们忽视的由铝变换而引

起的对土壤和环境影响的现象
。

J
.

L
.

St ei ne
r

等作者撰写的
“

保持和提高发展中国家干旱地区的生产水平
”

一章
,

内

容是先严格地定义了什么类型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干旱地区
,

这一定义排除了许多原先

被误认为的干旱地区 ; 之后
,

作者们分别从物理
、

社会经济
、

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阐述了限

制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因素
,

并且介绍了各种消除约束的措施与方法 ; 最后
,

作者们明确

地指 出
;
随着人 口压力的不断增加

,

干旱地区的人们无其应该重视保持和提高现有的生

产力水平
。

R
·

J
·

Gi bb 。
和 J. B. R eid 撰写的第三章中论述了

“

不同耕作制度条件下土壤结构

变化的理论模型
”

的建立
、

解析及定量侧定等问题
。

本文记还得不但直率
,

而且具有全新

的观点 ;相信这定将促进该领域向纵深方面发展
。

最后一章讲的是变性土
,

作者 A. S
.

P
·

M ur th y 着重介绍了变性土的分布
、

特性及其

管理方法
。

本章可称为变性土研究领域内最新的综述文献
。

(王学锋摘译 自 May 19 9 0
,

5 。: 土 so ie n c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