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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代森类杀菌活性是 由W
.

F
.

H es t er 所发现

的
。

罗姆 一哈斯公司于 1 94 3年生产了代森锌
。

罗

姆一哈斯公司和杜邦公司于 1 9 5 0年应 用 了代森

锰
,

业于 1 9 5 4年由罗姆一哈斯 公司工业 化
,

该

公司又于 1 9 61 年实现了代森锰锌的工业化
。

日

本于 1 9 64 年引用 了 该药剂
,

于卫9 7 。年 开始 生

产
。

据报道 〔4 〕
,

我国于 1 9 8 4年将有小批量生

产
。

代森锰锌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

推测是氧

化分解产物硫代异氰酸 盐 引起了 S H酵素的呼

吸障碍
,

因而抑制了菌类 〔 ,〕
。

另外
,

微量金属

元素进入菌体内生成了鳌型化合物
,

阻止了体

内正常循环
,

因而抑制了繁殖 〔` 〕
。

二
、

关于结构式的探讨

一般公认代森锰锌是络合物 ( 或盐 )
。

据

文献报道
,

有环状或直链结构
。

国外 ( 美国 )

倾向于络合基是分子聚合物
。

环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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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合基是分子聚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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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文献报道
,

环状结构是否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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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D i t h
a n e M

R

一 45可
.

湿性粉 剂 配

方 〔1〕 推算出如下数据
。

x = 9 7
·

5肠
,

y = 2
.

5肠 ( 质量 )

x : y = 0
.

3 6 7 5 3 2 3 0 8 9 1 : 0
.

0 3 8 2 4 0 5 5

澎 9
.

6 1 1 0 6 2 : 1

比值为络合基中的分 子数与 锌离子 数之

比
。

d式结构有的地方难以理解
,

是 否写成下

列形式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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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 结构与
a 、

d式结构有很大 不同
,

络合

基是代森锰直链单休聚合物
,

业由锌离子配位

的络合盐
。

根据上面数据
,

业 参考 d i m a n d a n 一

s e n
可湿性粉剂 配 方 ( 络合盐 75 % )

,

能否

用一定的数量级表示呢 ? 首先肯定带有负电性

的代森锰单休 数一定是 l
,

另一个取作 8
,

即

上面的整数值
,

由此组成了一个聚合物单休
。

锌离子以配位形式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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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8 ( 一般情 况下 )
〔 z

n ’ `

) n

根据该式再进行验算
,

得出如下数据
:

络合基
: 9 7

.

3 3 4 7 8 4 6务 ( 质量 )

锌离子
: 2

.

6 6 5 2 1 5 4肠 ( 质量 )
-

代森锰单体数
:
锌离子数 = 9 , 1

这些数据与前面推导的数据相差无几
,

一

般锌离子 的质 量 占 络 合 物 ( 盐 ) 的 0
.

20 、

3
.

0呱 〔“ 〕
。

因此
,

校正值也有实用价值
。

上面结构不是完整的结构式
,

因为
x 、

y
、

n 、

m 值 是 可 变 的
,

而真佑不得而知
,

有待今后

探讨
。

当然
,

比值
、

质量百分数可求出更广的范

围 〔“ 〕
,

从稳定性 〔 4之 `〕 及国外 商品配方 〔约

来看
,

大致在 2
.

6、 2
,

6 66 2 1 5 4肠 ( 锌离子质量

百分数 )
,

合成条件 ( 配比
、

温度
、

添加剂等 )

将影响结构
。

后一个数值应用价值更大些
。

综上所述
,

认为后一种形式较好
,

它揭示

7 反应原理
。

首先是 基于 C o rn p l e x S a l t 〔 ,〕

的基础
,

与锌离子配位的相应的络合基中的代

森锰单体的硫代拨基上的硫应该是负电性
。

从

反应原理上看
,

溶液中有充分的锌离子
,

而亚

锰
、

乙撑双二硫代氨基甲酸根离子是少量的
,

如何使反应加速业生成络合盐呢 ? 这就是说添

加剂起到了作用
,

它是缚酸剂
。

锌离子强度小

于亚锰离子
,

不能生成代森锌及 其混合物
。

估

计锌 离子有聚合 引发作用
,

由于配位
、

诱导等

作用
,

使络合基按一定规律排列
。

三
、

代森锰锌的合成

国外 (罗姆
一
哈斯公司 )在合成时加入各种添

一 1 3 一



加剂 〔`〕
。

例 如H M T 亡3 〕
。

S

一般用 代 森锰浆料来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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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前代森锰浆料水洗是必要的
,

使用的

水要有所选择
。

纯品二 硫化 碳理论值在 53 、

57
.

4肠范围内 〔3 〕
。

产物可用真空及喷雾 等干

燥方法进行干燥
; 可用气流及棒磨 粉碎 〔“ 〕

。

H M T也作为稳定剂 〔” 〕
。

某些 离子 的存 在使

反应复杂化了
。

四
、

结束语

本文只是从资料入手研究了合成方法
,

亚

做了某些探讨
,

难免有误
,

仅供 参考
。

.

资料主要来源于沈阳化工研究院
。

注
:

①本文承蒙廖伯廉高级工程师校阅
。

②D i t h a n e M
“

一 45 可 湿性粉剂含有

络合 物 8 0肠
,

共他 占20 肠
。

其中
,

锌离子 2肠
,

亚锰离子 16 肠
,

乙撑双二硫代氨基甲酸根 62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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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来制定
,

生产出多种规格的混合肥料品

种
,

以适应各种作物的需要
。

3
.

混合肥料的生产形式不宜搞大 规 模集

中生产
,

较适宜搞小规模
、

分散的生产
,

这样

运输半径小
,

节省运费
,

又便于调运与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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