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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ing matrix solid phase dispersion with GC/MS, the rotten mud from one case which some 

one died from DDT poisoning 25 years ago was examined out DDE-the broken down production of 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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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涕（DDT），又名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白色针状晶体，微有水果香味，化学性质稳定，常

温下不分解，在土壤环境中消失缓慢，约需 10 a。进入人体后缓慢地转化为二氯二苯乙烷（即滴滴

伊 DDE），而 DDE 从体内排放更为缓慢[1-2]，生物半减期约需 8 a。由此可见，DDT 具有极高的稳定

性和持久性，但是滴滴涕中毒死亡 25 a 后仍能从其尸体腐烂的泥土中检出其降解产物实属罕见，为

了办案需要，现将尸体泥土中滴滴涕降解产物滴滴伊的检验方法报告如下。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6890/5975i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及化学工作站：美国安捷伦公司产品；TDZ-50-2 离心

机：北京雷波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产品；DSY-Ⅲ型浓缩仪：北京精华苑技术研究所产品。 

乙腈、苯、硫酸镁均为分析纯；PSA、C18、石墨化碳等；内标物 TPP（1 g·L－1三苯基磷酸酯）。 

1.2  仪器条件 

色谱柱：J&W DB-5/MS 柱（30 m×0.25 mm×0.25 µm）；升温程序：柱温 60 ℃，保持 1 min，

以 20 ℃·min－1升至 260 ℃，保持 2 min；载气（高纯氦）流速 1.0 mL·min－1；电离方式：EI（70 eV）；

离子源温度 230 ℃；四极杆温度 150 ℃；质量扫描范围 m/z 60~350。 

1.3  样品处理与检验 

取 30 g 尸体腐烂泥土于 50 mL 具塞试管中，加入适量苯，强力振摇 1 min 后，加入 20 µL 内标

物，再振摇 1 min，离心。将上清液移入另一具塞试管中，分别加入 2 g 无水 MgSO4、0.1 g PSA 和

0.1 g C18（色素过重时可适量加入石墨化碳），振荡 30 s，离心，上清液浓缩后定容，按上述实验条

件进样分析，结果示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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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提取溶剂的选择 

由于尸体腐烂泥土的基质比较复杂，各种腐殖质含量较高，故不宜用极性溶剂进行提取。同时，

考虑到 DDE 在不同溶剂中具有不同的溶解性，通过实验发现用苯提取较为理想。 

2.2  不同土样的检测 

由于滴滴伊的降解速度极慢、残留量较大，为了排除空白土样中残存滴滴伊的干扰，分别对尸

体腐烂泥土、墓道内、棺木旁的泥土和地表泥土进行提取检验，结果仅从死者尸体腐烂的泥土中检

出有滴滴伊，而从空白泥土样品中均未检出滴滴涕或滴滴伊的成分。 

 

图 1  腐败泥土提取物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Fig.1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recovering materials from the rotten 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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