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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菊醋微生物降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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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菊醋 9高效反体氯氰菊醋 >
,

是一种新型广谱杀虫剂
,

经研究可被微 生 物 降

解
2

其溶液中细菌总数的消长
,

与其降解速率呈正相关关系
,

说明南开菊醋可被 微生物

分解利用
2

在研究土壤混合菌对其降解作用的同时
,

发现筛选出优势菌株 9# ? 1 0 ≅>
2

关健词
Α

氯氰菊醋
,

微生物
,

降解

南开菊醋即高效反体氯氰菊醋
2

氯氰菊醋 9, ΒΧ 47 5 4Δ Ε 7Φ Γ > 为除虫菊醋 类 杀 虫

剂
,

有很强的触杀作用
,

杀虫谱较广
〔习

2

喷洒后
,

在桃子和森林 落 叶 中 的 残 留 量 很

低
〔! ,

幻
2

氯氰菊醋有顺反两种异构体
,

目前广泛使用的是其混合体
。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

学研究所
,

采用差向异构技术研究获得的高效反体氯氰菊醋 9南开菊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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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虫效果比混合体明显增高“Μ 2

本文报道了微生物对其降解的 试

验研究
2

利用农田土壤混合微生物对南开菊醋进行降解试验的同时
,

发现并筛选出优势

菌株 # ? �; ! ,

具有显著的降解效果
2

’

从而
,

为该农药使用的安全性提供了科学 依 据
2

材 料 与 方 法

�
2

材料和仪器

菌种
Α

混合菌种采自农田上壤
,

优势纯种在试验过程中筛选而得
2

试剂
Α 乙酸 乙醋

、

氯化钠
、

无水硫酸镁
、

丙酮
2

南开菊醋
Α

由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提供
2

仪器
Α , .

一

 � ;双波长薄层层析扫描仪 9日本岛津 > 及) + ,分离装置和?
一
Ν 浓缩管

等玻璃仪器
2

!
2

实验方法

菌悬液的制备
Α

取一定量农田混合土样
,

加入定量无菌水的三角瓶中
,

振荡静
一

止后
,

定量吸取上清液加入定量细菌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 中
,

于 :; ℃
, ! ΟΕ 培养成混合菌的 菌

悬液 Π 根据降解试验过程中发现的优势菌
,

经分离
、

纯化筛选出优势菌株制成纯种试管

斜面
,

再接种千细菌液体培养基中培养成优势菌纯种菌悬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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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菌降解试验
Α

用 Κ Ρ乳油和无菌水配成的南开菊酪溶液各 ΟΚ 5 1
,

分别装 入 灭

菌的!Κ ; 5 1三角瓶中
,

再分别加入Ι5 1混合菌菌悬液
,

使每瓶的总体积均为Κ; 5 1
,

各做

� 瓶
,

使其浓度分别为 Ι0Χ Χ 5 和! ;; Χ Χ 5 的两个试验组
2

另做不加菌悬液
,

只加南开 菊

醋溶液而浓度相当的两个对照组
2

各瓶均用牛皮纸封 口
,

置于室温 9!; ℃左右 > 的暗箱

中培养
2

每天定时各取 � 瓶分别进行细菌总数测定及菌落形态观察
Π
定量萃取

、

旋转蒸

发
、

浓缩定容 Π 在层析板上点样展层风干
、

薄层层析扫描仪检测 9检测条件
Α

参比波长

�  ; Γ 5
,

样品波长! Κ 0 Γ 5
2

优势菌纯种降解试验
Α

纯种菌悬液
。

线性扫描, −
。

通道光源氛灯 >
2

其步骤同混合菌降解试验
2

只是加入的菌急液
, 改用优势菌

结 果 与 讨 论

�
2

混合菌降解试验

由图 � 可见
,

土壤混合菌对南开菊酚有一定的降解作用
2 只是对不同浓度的降解率

不 同
。

到试验的第六天
,

Κ ; ΣΣ 5 和 ! ; ; ΣΣ5 的南开菊醋
,

其降解 率 分 另」为 � :
2

! Ρ才1Τ

Κ ;
2

! Ρ
,

说明混合菌对接近使用的高浓度南开菊醋
9!; ; Χ Χ 5 > 降解效果较好

2

同 时
,

通过每天试验液细菌培养
、

计数和菌落形态观察发现

高
,

细菌总数相应地增加外

展
,

说明优势菌在逐步形成

,

细菌菌落形态的多样性

,

随着南开菊醋降解率 的 逐 日提
,

也逐 日由复杂向单纯 的方 向 发
2

到第五天时
,

可以看到儿乎完全一致的菌落
2

因此
,

选择

有代表性的典型菌落
,

经分离
、

纯化而获得了优势菌株# ? � ;! 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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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变化与细菌总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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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菌纯种降解试验
由图 < 可见

,

纯种菌对南开菊醋的降解效果显著
=

试验的第六天
, > 5 ? ? : 和< ≅ ≅ ? ? :

的南开菊醋
,

其降解率分别为Α< Β和 ΧΑ Β
,

分别是混合菌降解效果的 ) 倍和 +
=

Δ 倍
=

而

且细菌总数也随着南开菊醋降解率的逐 日提高而相应增多
,

菌落形态也完全一致
=

对照组实验表明
,

南开菊醋浓度基本没有变化
=

以上结果表明
,

南开菊酷属于高效低毒农药
,

土壤微生物可 以利用它为能源进行代

谢活动
=

至于试验中低浓度南开菊醋降解率低
、

而高浓度降解率高的原 因
,

可 能 是 Α≅

? ? : 时波细菌的利用量少
,

细菌增长的速度相对也较慢 Ε 而<≅ 5 ? ? : 时被细菌利用的址



� 期 刘庆余等
Α

南开菊醋微生物降解的研究 � :

�; 工落

笛醚弥辉!今∀Φ一#
⋯

丁少口护少
Γ

Γ

开一
∃

产尸 �
Γ

乳 �∋ 百〕二飞+

Η
( 今

妇寸间 & ∋

令

Γ
Γ Γ

,

了

+ 全 了 )

一川
=

“日�川
3>

月川,Ι门�
妇仁<叻八Ι

!扭江 #树一锐理盈谗贫!兮一�

州比++种ϑ曰门曰们卜
日广,肚�4们−如
Κ
,�引
−,熟

一一

刁写一Λ

尸Κ,Κ

Γ一

厂+

丁叶
��训�附
3>

叶,
Μ

一Κ队执#州悦

时 �、、Ν& 少

图 < 浓度变化与细菌总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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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细菌增长速度相对也较快
。

混合菌试验与纯种试验结果一致
=

从而说明南开菊醋的

降解率与细菌总数的消长呈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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