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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甲 霜 灵 新 工 艺 ，， ／ 

曾仲武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农药厂 温州市325003) 

7 啦i 0南 

摘 要 采用先酰化后皖基化新工艺生产甲霜灵，原药含量≥96％，工艺总收率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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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甲霜灵的化学名称是：N．(2一甲氧基乙 

酰基)．N．(2，6 二甲苯基 ．外消旋 一 氨基丙 

酸甲酯。纯品为白色晶体，mp71～72℃，20℃ 

下的蒸气压为 2．93×10 Pa．20℃时水中的 

溶解度为7．1g／L，能溶于许多有机溶剂，在 

中性或酸性介质中稳定，热稳定性较好。工 

业品的含量在 90％以上．外观为黄色至褐色 

粉末．无味．不易燃，不爆炸，无腐蚀性。主要 

加工剂型为 25％、35％和50％可湿’睦粉剂。 

常常与保护性杀菌剂：铜制剂、代森锰锌和灭 

菌丹等复配。 

甲霜灵是一种高效低毒内吸性杀菌剂， 

它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可被植物的根、茎和 

叶吸收，并转移到植物的各个器官。可作茎 

叶、种子和土壤处理。对霜霉菌和疫霉菌引 

起的病害有特效．能有效地防治谷子白发病， 

烟草黑胫病，马铃薯晚疫病，葡萄、黄瓜、南瓜 

和啤酒花霜霉病，大豆根腐病和著茄疫病等 

病害。 

2 工艺路线 

综合国内外文献报道．合成甲霜灵主要 

有二条工艺路线； 

2．1 丙酮酸甲酯路线 

2，6．二甲苯胺与丙酮酸甲酯缩合，再利 

用 Pd／C催化加氢，最后与甲氧基乙酰氯反 

应，合成甲霜灵。因丙酮酸的来源问题和应 

用稀有贵金属催化剂．生产成本较高．生产上 

不宜采用该条路线。 

+ 点 ⋯  ： 
№  

孚《 c一⋯O~aoo4／COO《：垂 、c ’cM̈一⋯ 

2．2 2,-氯代丙酸甲酯路线 

2．6一二甲苯胺先与 2-氯代丙酸甲酯进 

行烷基化反应，制备 N．(2，6-二甲苯基)一dI· 

氨基甲酸甲酯．再与甲氧基乙酰氯进行酰化 

反应．合成甲霜灵。南通染化厂和国外的生 

产厂都采用此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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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经过试验研究认为先烷基化需要在 

相当高的温度下进行．另一方面．在烷基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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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化过程中，酯易发生水解反应，降低了产品 

的质量和收率。因此，我们改为先酰化后烷 

基化的新工艺生产甲霜灵，取得了相当满意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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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试验 

3．1 主要原料及规格 

2，6-二甲苯胺 ≥98％ 工业品 

2一氯代丙酸甲酯 ≥97％ 自制 

甲氧基乙酰氯 ≥95％ 自制 

碳酸钠 ≥95％ 工业品 

催化剂 自制 

溶剂 工业品 

3．2 操作方法 

3．2．1 N-甲氧基乙酰基 一2，6一二甲苯胺的 

制备 

在 2000L搪瓷反应釜 内投人 240L溶 

剂、121kg2．6一二甲苯胺和 1．1kg催化剂，搅 

拌升温，漓加 118kg甲氧基乙酰氯，同时分 

批加入碳酸纳 63I【g，保持在一定温度进行酰 

化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过滤，滤液供精馏 

提纯；滤渣经溶剂洗涤、过滤，滤液返回下批 

使用。 

酰化反应的滤液经精馏，先蒸出溶剂和 

回收少量没有反应的 2，6一二甲苯胺，可返回 

酰化釜继续使用，最后蒸出中间体，含量≥ 

99％，平均收率为 92％。 

3．2 2 合成甲霜灵 

在 2000L搪瓷反应釜中，投人 370L溶 

剂，开动搅拌，投人 N一甲氧基乙酰基 、2，6一 

二甲苯胺 150kg，升温溶解，投入碳酸纳 

45kg和 2．5kg催化剂，再滴加 IlOkg2 氯代 

丙酸甲酯，保温反应。反应结束后过滤，滤液 

经回收溶剂后趁热放料，冷却结晶出甲霜灵， 

过滤，干燥，得到淡黄色的甲霜灵，原药含量 

≥96％，平均收率 94．0％。 

4 结果与讨论 

4．1 甲霜灵产品经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所 

红外光谱鉴定，确认与瑞士汽巴公司生产的 

样品红外谱图完全一致。南开大学元素所对 

甲霜灵样品作了’H和 C核磁共振检测，经 

解析证明：与甲霜灵的结构相符合。 

4．2 采用新工艺生产甲霜灵，原药含量高 

达 96％，以 2，6一二 甲苯胺计 ，总收率 为 

86．5％。产品质量好和收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是先进行酰化反应。由于羰基是强吸电子基 

团，使酰胺基上的氢愿子更活泼，烷基化反应 

更容易进行，并减少了酯的水解等副反应，有 

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收率。 

4．3 新工艺通过省级鉴定后，应用于工业 

生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7 

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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