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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杀菌农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含

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活性成分12～24份，润湿剂2～6份，分散助剂

2～4份，粘接剂2～6份，载体22～60份，所述活性

成分包括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

钠，所述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

钠三者重量之比为2～5:2～5:2；其制备方法为：

将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核黄素磷酸钠、润湿

剂、分散助剂和载体混合均匀，粉碎后加入粘结

剂，通过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本申请的含

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具有降低氟吡菌酰胺

对土壤中微生物的抑制作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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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活性成分

18份，润湿剂4份，分散助剂3份，粘结剂4份，载体41份；

所述活性成分包括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所述氨基寡糖素、氟吡菌

酰胺、核黄素磷酸钠和载体四者重量之比为7:7:4:41；

所述润湿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所述分散助剂为木质素磺酸钠；

所述粘结剂为聚乙烯醇；

所述载体为凹凸棒土。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将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核黄素磷酸钠、润湿剂、分散助剂和载体混合均匀，粉碎后

加入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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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杀菌农药的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

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杀菌农药是一类用来防治植物病害的药剂。凡是对病原物有杀死作用或抑制生长

作用，但又不妨碍植物正常生长的药剂，统称为杀菌农药。

[0003] 氟吡菌酰胺属于吡啶基乙基苯甲酰胺类杀菌剂，能应用于防治70多种农作物上的

多种病害。

[0004] 针对上述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氟吡菌酰胺的使用会影响土壤内微生物群落造

成伤害，从而影响土壤健康。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减少土壤中残存的氟吡菌酰胺的量，降低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微生物的抑制

作用，本申请提供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

[0006]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

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活性成分12～24份，润湿剂2～6

份，分散助剂2～4份，粘接剂2～6份，载体22～60份，所述活性成分包括氨基寡糖素、氟吡菌

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所述氨基寡糖素、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三者重量之比为2～5:

2～5:2。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氨基寡糖素促进植物生长从而促进植物吸收氟吡菌酰

胺，减少残存于氟吡菌酰胺的量，同时核黄素磷酸钠促进氟吡菌酰胺消解，进一步减少土壤

中残存的氟吡菌酰胺，且在此过程中核黄素磷酸钠中嗪环被破坏，使得核黄素磷酸钠为植

物提供磷元素，进一步促进植物生长，有效降低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微生物的抑制作用。

[0008] 优选的，所述氨基寡糖素与氟吡菌酰胺二者重量之和占颗粒剂总重量的20％。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氨基寡糖素分解后为植物提供营养元素，从而使得经氟

吡菌酰胺进行杀菌处理过后的植物得以生长，从而减少病菌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0010] 优选的，所述氨基寡糖素与氟吡菌酰胺二者重量之比为1:1。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调整氨基寡糖素和氟吡菌酰胺加入比例，从而进一步提

高杀菌颗粒剂的杀菌效果以及对植物生长的帮助作用。

[0012] 优选的，所述氟吡菌酰胺、核糖素磷酸钠与载体三者重量之比为7:4:22～60。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植物施加杀菌颗粒剂时，杀菌颗粒剂溶于水中，此时氟

吡菌酰胺和核糖素磷酸钠溶解于水中并进入载体内，从而实现缓释的作用，有效降低土壤

中氟吡菌酰胺浓度，同时有效减少光解对核黄素磷酸钠的影响，从而使得核黄素磷酸钠对

氟吡菌酰胺的促分解效果延长，有效减少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抑制作用。

[0014] 优选的，所述载体为凹凸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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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凹凸棒土对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进行吸附，从而

对核黄素磷酸钠进行保护的同时，实现氟吡菌酰胺的缓释。

[0016] 优选的，所述润湿剂为烷基芳基聚氧乙烯醚硫酸盐、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烷基萘磺酸盐中的一种或几种，本申请中润湿剂选用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润湿剂进行选择，从而降低液固界面张力，增加液体对

固体表面的接触，从而增加水在颗粒剂表面润湿和扩展，方便颗粒剂与水混合，提高颗粒剂

药效。

[0018] 优选的，所述粘接剂为黄原胶、羧甲基纤维素、聚乙烯醇、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几

种，本申请中粘接剂选用聚乙烯醇。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粘接剂进行选择，从而提高杀菌颗粒剂的颗粒稳定性。

[0020]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的制备方法，采用如下的

技术方案：

[0021] 一种含氟吡菌酰胺的杀菌颗粒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氨基寡糖素、氟吡

菌酰胺、核黄素磷酸钠、润湿剂、分散助剂和载体混合均匀，粉碎后加入粘结剂，通过挤压造

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即可制得杀菌颗粒剂，制备方法简单。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申请中以凹凸棒土作为吸附载体，当杀菌颗粒剂溶于水中后，凹凸棒土对氟

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进行吸附，从而使得部分氟吡菌酰胺和核黄素磷酸钠随水进入凹

凸棒土内，一方面降低土壤中氟吡菌酰胺浓度，实现氟吡菌酰胺的缓释，另一方面对核黄素

磷酸钠进行保护，减少光解损失的核黄素磷酸钠，从而促进氟吡菌酰胺分解，减少土壤中残

存的氟吡菌酰胺，降低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抑制作用。

[0025] 2、本申请中优选采用氨基寡糖素分解后为植物提供营养元素，从而使得经氟吡菌

酰胺进行杀菌处理过后的植物得以生长，从而减少病菌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申请中氨基寡糖素采购自湖北速普尔化工有限公司；氟吡菌酰胺采购自湖北兴

恒业科技有限公司；核黄素磷酸钠采购自山东思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润湿剂为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采购自济南云海化工有限公司；分散助剂为木质素磺酸钠采购自山东鸣鑫化工有

限公司；粘接剂为聚乙烯醇采购自河北健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载体为凹凸棒土采购自

泗水县亿通膨润土有限公司。

[0027]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

[0029] 实施例1

[0030] S1、将4kg氨基寡糖素、4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2kg润湿剂、2kg分散助

剂和22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31] S2、再加入2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32] 实施例2

[0033] S1、将4kg氨基寡糖素、4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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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和22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34]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35] 实施例3

[0036] S1、将7kg氨基寡糖素、4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37]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38] 实施例4

[0039] S1、将10kg氨基寡糖素、4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60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40]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41] 实施例5

[0042] S1、将4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22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43]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44] 实施例6

[0045]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46]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47] 实施例7

[0048] S1、将10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60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49]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50] 实施例8

[0051] S1、将4kg氨基寡糖素、10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22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52]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53] 实施例9

[0054] S1、将7kg氨基寡糖素、10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55]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56] 实施例10

[0057] S1、将10kg氨基寡糖素、10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

助剂和60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58]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59] 实施例11

[0060] S1、将7kg氨基寡糖素、4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

湿剂、3kg分散助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61]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62] 实施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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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S1、将7kg氨基寡糖素、10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

湿剂、3kg分散助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64]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65] 实施例13

[0066]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2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67]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68] 实施例14

[0069]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6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70]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71] 实施例15

[0072]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2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73]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74] 实施例16

[0075]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4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76]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77] 实施例17

[0078]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79] S2、再加入2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80] 实施例18

[0081]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

剂和41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82] S2、再加入3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83] 实施例19

[0084] S1、将10kg氨基寡糖素、10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6kg润湿剂、4kg分散

助剂和60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85] S2、再加入6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86] 对比例

[0087] 对比例1

[0088] S1、将7kg氨基寡糖素、7kg氟吡菌酰胺、4kg润湿剂、3kg分散助剂和41kg载体混合

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89]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杀菌颗粒剂。

[0090] 对比例2

[0091] S1、将7kg氟吡菌酰胺、4kg核黄素磷酸钠、4kg润湿剂、3kg分散助剂和10kg载体混

合均匀，经气流粉碎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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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颗粒剂。对比例3

[0093] S1、将7kg氟吡菌酰胺、4kg润湿剂、3kg分散助剂和10kg载体混合均匀，经气流粉碎

机粉碎至细度为400目；

[0094] S2、再加入4kg粘结剂，通过挤压造粒机进行挤压造粒，得到颗粒剂。

[0095]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成分表(kg)

[0096]

[0097]

[0098] 性能检测试验

[0099] 检测方法

[0100] 在山东省东营垦利黄河农场采集1年内未施用过农药的土壤进行室内培养实验。

培养温度为25℃，湿度为60％，培养时间为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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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在装有消毒处理土壤的育苗盘中培育番茄苗，挑选长势一致的3叶期番茄苗移栽

至土壤中，每组实施例和对比例均设置3组平行试样，每组平行试样对应5株番茄苗，向栽有

番茄苗的土壤上施加实施例或对比例制得的颗粒剂，初始浓度为5mg/kg。另设置清水对照

组三组。

[0102] 在药后15、30和60天分别采集土壤样品，测定氟吡菌酰胺在土壤中的残留量。测定

结果每组实施例或对比例取平均值。

[0103] 表2氟吡菌酰胺残留量测定表(mg/kg)

[0104]

[0105]

[0106] 结合实施例6、对比例1～3并结合表2可以看出，氨基寡糖素促进植物生长从而促

进植物吸收氟吡菌酰胺，减少残存于氟吡菌酰胺的量，同时核黄素磷酸钠促进氟吡菌酰胺

消解，进一步减少土壤中残存的氟吡菌酰胺，且在此过程中核黄素磷酸钠中嗪环被破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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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核黄素磷酸钠为植物提供磷元素，进一步促进植物生长，有效降低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

微生物的抑制作用。

[0107] 结合实施例6、实施例11和实施例12并结合表2可以看出，凹凸棒土对氟吡菌酰胺

和核黄素磷酸钠进行吸附，从而对核黄素磷酸钠进行保护的同时，实现氟吡菌酰胺的缓释，

从而有效降低氟吡菌酰胺对土壤中微生物的抑制作用。

[0108]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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