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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新剂型——油悬浮剂的研制 

曹春霞，吴继星，陈在佴，陈 伟，刘翠君 

(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生物农药分中心，武汉 430064) 

摘要：本中心研制出的 Bt新剂型—— 油悬浮剂，具有黏附性强、防效较好、质量稳定、使用安全等优点， 

特 别适合飞机超低容量喷雾防治林业 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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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 Bt)制 

剂是目前国内外研究最多、产量最大、应用最广的 

一 类微生物杀虫剂，对马尾松毛虫、美国白蛾、杨扇 

舟蛾、舞毒蛾、尺蠖 、菜青虫、玉米螟等林农害虫具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l1。目前 Bt剂型主要是水悬浮剂 

和可湿性粉剂 ，在使用过程中需用水稀释 ，抗蒸发 

能力较差，雾滴直径小，易漂移，低空飞行作业效率 

低，影响使用效果，不适宜飞机防治。我们研制的Bt 

油悬浮剂具有渗透性和黏附性强、抗蒸发、耐贮藏 

和增效等优点，特别适合飞机超低容量喷雾防治森 

林害虫。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Bt原粉，本单位 自备。溶剂有棉子油、蓖麻油、 

桐油、液体石蜡、豆油 、A1、A2、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 25种：增稠剂有膨润土、硬脂 

酸铝、QH凝胶、龙胶粉、F1、黄原胶等 11种：分散剂 

有拉开粉、NNO、LFS、B1、碳黑等 l5种。 

1．2 方法 

1．2．1 溶剂的筛选 制备 Bt油悬浮剂用的固体原 

药在亲脂溶剂中的溶解性能欠佳，为提高分散度 ． 

要求分散介质黏度较大。同时要求溶剂闪点高(开 

口闪点大于 70oC)，毒性和挥发性低[21，以适应飞机 

超低容量喷雾。在搜集溶剂时首先选择开口闪点大 

于70 、挥发性低的棉子油、蓖麻油等 25种溶剂。 

1)兼容性试验：将定量的Bt原粉与溶剂混合， 

在54 ±2 的温度下贮存 14d，通过生测，筛选出与 

Bt兼容性良好的溶剂。 

2)单元溶剂的筛选：将溶剂与Bt原粉按一定的 

比例配制成 17 600 IU· L Bt油悬浮剂，通过对其 

悬浮率、流动性等物理性状的测定筛选出较好的单 

元溶剂。悬浮率通常采用悬浮的液层高度占总液面 

高度(悬浮液高度+清液层高度)的百分率来表示。 

3)二元溶剂的筛选：为了获得更好的物理性 

状，故进行二元溶剂的筛选。将筛选出的单元溶剂 

按一定比例配成二元溶剂，以供进一步选择之用。 

1．2．2 助剂的筛选 分散剂是影响悬浮剂稳定性 

的主要因素，由于分散的单个粒子会 自动聚集，使 

表面 自由能降低 ，从而形成热力学稳定体系，因此 

必须加入分散剂来组织絮凝，使已分散的粒子继续 

悬浮在溶剂中『31。分散的粒子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沉 

降，沉降的速度与黏度成反比，因而要适当添加增 

稠剂，以增加黏度 ，但黏度不能过大，否则不易倾 

倒。将性能较好的二元溶剂与原粉、分散剂、增稠剂 

按一定比例优化配制，并测定物理性状。 

2 结果 

2．1 溶剂的选择 

经过热贮稳定性试验，筛选出棉子油、蓖麻油、 

白油、花生油、豆油、苯甲酸乙酯、柴油等 l9种与 Bt 

兼容性(即Bt分解率小于 30％)较好的溶剂。通过 

物理性状观察筛选出菜子油、氧化豆油、机油、邻苯 

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液体石蜡、苯甲 

酸乙酯、柴油、色拉油等 9种单元溶剂。同时采用菜 

子油、氧化豆油、柴油、液体石蜡等 9种单元溶剂进 

行二元溶剂的筛选，结果如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 

D一7、D一11、D一15 3种二元溶剂的物理性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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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元溶剂的筛选 

注 ：+++++性状极好 。++++性状较好，+++性状一般，++性状较 

差．+性状极差。表 2、表 3同。 

2．2 助剂的筛选 

通过试验，筛选出木质素磺酸钙、NNO、1494dis． 

persing、木质素磺酸钠等 8种较好分散剂和黄原酸 

胶、碳酸钙、复合膨润土、钠基膨润土、QH凝胶、龙 

胶粉、气相 SiO：等 7种较好增稠剂。 

2．3 配方的初步确定 

将筛选出的溶剂、分散剂和增稠剂按一定比例 

混合配制成样品。结果如表 2。从表2可以看出，1O 

号和 18号流动性很好，悬浮率达到 90％以上。 

表 2 复合助剂筛选 

注：B1为木质索磺酸钠。F1为气相 SiO：。表 3同。 

2．4 优化配方．确定研磨时间 

确定 Bt原粉为 20 g，进行配方优化，并进一步 

确定研磨时间，结果如表 3。表 3说明，小试最优配 

方为原粉 20 g、溶剂 D-15为 60 mL、分散剂 B1为 

1．O g、增稠剂F1为 O．8g，研磨时间以2h为宜。 

农 3 配方优化及研一时闻的确定 

2．4 热贮稳定性 

将样品密封后放置在54。I=±2。I=的恒温箱中 14d 

进行热贮稳定性试验，测定结果 1、2、3、4、5号的分 

解率分别为 13．5％、14．1％、12．1％、12．7％和 13．2％。 

试验结果表明．该 Bt油悬浮剂热贮稳定性较好，分 

解率低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293— 

95》中所规定的 30％的指标。 

3 结论 

17 600 IU· Bt油悬浮剂是一种适合飞机超 

低容量喷雾的新剂型。该新制剂配方合理，理化性 

质稳定，生产操作简便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适用 

性。17 600 IU· Bt油悬浮剂在使用过程中不需 

加水稀释，尤其适合干旱山区防治林业害虫。制备 

该油悬浮剂的原药颗粒直径较小，只有 51xm以下， 

较耐雨水冲刷嗍，因此可提高原药的生物活性，并延 

长原药颗粒与靶标害虫的接触时间，提高药效。该 

产品在价格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较大的 

优势，因此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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