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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唑菌酮 在液相中的光化学降解研究 

姚 曦 ，岳永德 ，汤 锋 ，操海群 
(1．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北京 100102；2．安徽省农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研究恶唑菌酮在甲醇、乙腈、异丙醇及水溶液中，以及不同光源下和不同pH缓冲溶液中的光化学降 

解。结果表明，在太阳光下，恶唑茵酮水溶液光解缓慢，半衰期为 51．7 h；在甲醇、乙腈、异丙醇溶液 中恶唑菌酮降 

解效应显著，高压汞灯下的半衰期分别为 1．70、1．36和 1．83 rain；此外，溶液体 系pH值越高，光解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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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0degradatiOn of famoxadone in various sol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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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hotodegradation of famoxadone in various solvents under two different light sourees was stud 

ied．The direct photodegradation rate of famoxadone in aqueous solution by sunlight was slow，the half—life was 5 1．7 

h，while it was quickly photodegraded under HPML irradiation．In methanol，acetonitfle，isopropyl alcohol，the half- 

lives were 1．70，1．36 and 1．83 rain，respectively．The photolytic rate of famoxadon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olution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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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唑菌酮(famoxadone)属于恶咪唑类杀菌剂。 

它通过抑制病原菌线粒体的电子传递，阻断细胞色 

素 b和细胞色素 C，之间的电子传递通道中ADP— 

ATP的氧化磷酸化作用，使病原菌无法产生所必需 

的能量而发挥作用 。恶唑菌酮及其混剂主要用 

于防治西瓜炭疽病、葡萄黑痘病、霜霉病、梨黑星病 

等，其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效、残留、土壤吸附 

及田间持留等 方面，在环境中光化学降解的研究 

国内未见报道。 

本试验以太阳光和高压汞灯为光源，研究了恶 

唑菌酮在2种光源下水溶液中光解动态；不同 pH 

缓冲溶液中光解规律，以期了解其在水体中的转归 

和影响因子，为评价恶唑菌酮在水生生态环境中的 

安全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和试剂 

恶唑菌酮(99．4％，Du Pond公司提供)，甲醇、 

乙腈、异丙醇均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1．2 光源 

高压汞灯：300 W管形高压汞灯(上海电光器件 

厂)。照 光 时 石 英 试 管 距 离 光 源 8 cm，光 强 

70 000 lx。 

自然光：北京地区(N 39．48。)，2005年 8月中 

旬到 10月，晴朗无云或少云天气，9：O0～16：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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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可知，恶唑菌酮水溶液稳定性随 pH增 

大而降低，在碱性溶液中相对较不稳定。在室温条 

件下放置24 h内，pH7和 pill0的缓冲溶液水解率 

分别达到38．2％和77．7％；而在酸性pH4缓冲溶液 

中较稳定，放置 48 h后仅有 2．7％水解；纯水中，恶 

唑菌酮在48 h内几乎未发生水解。 

2．2．2 恶唑菌酮在不同pH缓冲溶液中的光化学 

降解 由表 2可知，溶液体系 pH对恶唑菌酮的光 

解影响较大，在高压汞灯光照下恶唑菌酮在 pH溶 

液中的光解速率为：pH10>pH7>pH4，半衰期分别 

为 1．22、1．39和 1．50 min；这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随着溶液 pH的增大光解速率增大。 

表 2 不同缓冲溶液中恶唑菌酮的光解动力学方程 

Table 2 Ph0todegradatio【l kinetic formula and half-lives of famoxadone in different buffer solutions 

SW：超纯水 Super—pure water 

2．3 恶唑菌酮在3种有机溶剂中的光化学降解 

高压汞灯下，恶唑菌酮在3种有机溶剂中的光 

解较好的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见表 3)。恶唑菌酮 

在超纯水中的光解半衰期为 1．4 min，在乙腈中光解 

较水中快，半衰期为 1．36 min；在异丙醇中光解最 

慢，半衰期为 1．83 rain。 

表 3 恶唑菌酮在三种有机溶剂中的光化学降解动力学方程和半衰期 

Table 3 Photolysis kinetic fornmla and half—lives of famoxadone in three kinds of organic solvents 

3 讨论 

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不同，其离解能有较大 

差异。对离解能较高的分子键，离解时需要能量较 

高的短波长照射 。有机物吸收光能后发生电子 

跃迁，分子处于激发态，从激发态回到基态出现较大 

的反应势使有机物降解。由于分子的能级是量子化 

的，在特定的分子中使电子从较低能级跃迁到较高 

能级，需要一定的能量。有机物分子吸收光能后被 

激发，其激发过程所传递的能量与波长有关。波长 

越短，能量越高，越利于有机物分子光分解与结构转 

化 ，所以造成太阳光下，恶唑菌酮水溶液光解缓 

慢，半衰期为51．7 h，高压汞灯下光解迅速，半衰期 

仅为 1．4 rain。 

恶唑菌酮在不同pH缓冲溶液中的光化学降解 

也呈现出一定规律：随着溶液 pH值的升高，光解速 

率加快，说明恶唑菌酮在碱性溶液中比酸性溶液中 

更容易光解。因此，在评价恶唑菌酮的生态环境行 

为与效应时，应充分考虑实际环境水体中 pH值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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