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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一21l6植物细胞膜稳定剂是由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院和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的产、学、研产品，获国家863科研成果，已在全 

国3O多个省市和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地示范推 

广。其作用表现为：增强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能力， 

提高叶绿素A和 B的含量，启动作物自身的生命 

活力，增强植物免疫力，提高抗逆性能，改善农作 

物的生理状况，促进农作物健壮生长，稳定植物细 

胞膜，同时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护 

生产环境，减轻污染，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 

生产效益。 

1 河套地区农药使用量及化肥增产效果调查 

河套地区是国家优质粮、油、糖生产基地。 

1996年全市化肥用量达’51．37万 t(实物)，是 

1986年的2．5倍，1966年的近250倍，到2005年 

达到 86_3万 t。仅临河区就达到21万 t之多。化肥 

667m 使用量 1986年43．5kg，1997年达到 138kg，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用量 23．5kg和全区用量 17kg。 

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均呈多样性和上升性。由于 

化肥使用量的急剧增加，导致地下水饮用水硝酸 

盐污染十分严重，其中高者已超过规定值的6倍。 

蔬菜中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 ，有的高达 3000～ 

4000mg／kg。福建省长乐市井水中硝酸盐含量超过 

1000mg／L的占采样检测井水水样的 81％，由于硝 

酸盐含量超标。导致患癌症的病例增加。 

另外．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增产效果也 日益 

减退 ，据巴彦淖尔市农研所试验，河套地区0．5kg 

纯氮 2O世纪 6O年代增产小麦 7．8kg，70年代增 

产小麦 4．7kg。80年代增产小麦只有 2．3kg。50年 

代每 kg纯养分增产粮食 15kg，70年代增产 8kg， 

9O年代增产 6kg，已接近全国工业发展组织所规 

定的5kg下限。 

2 农药残留情况调查 

2003年临河区在八一、丹达、干召、图克等镇 

收稿日期：2006—12～27 

建设无公害生产基地，于当年 6—8月份配合自治 

区农牧业科学院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其结果显示： 

7月份第一次采样 57份，有机磷超标占17．5％，其 

中叶菜类有机磷超标无公害基地占20．O％，非无公 

害基地占33．3％，农贸市场(四季青)占57．1％；茄 

果类超标无公害基地占5．3％，非无公害基地 占 

20．O％，农贸市场占50．O％。8月份第二次采样 102 

份，无公害基地占20．0％，非无公害基地占26．O％。 

用气相色谱仪检测，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的农 

药检测为：叶菜类：第一次有机磷不合格超标占 

40．0％，第二次占62．5％；农药种类检测出的样本 

有：氧化乐果 4个，甲基异柳磷 3个，涕灭威 3个 ， 

甲胺磷 3个，甲拌磷 2个。抽样 33个地点中，有2O 

个地方的样品氧化乐果在0．O1—51．4mg／kg。 

3 天达一21l6植物细胞膜稳定剂的示范推广 

20o5年 7月与巴彦淖尔市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配合在该市7个旗、县、区，一个农管局的13个 

乡镇 150个农户的24hm 示范田、十几种农作物 

上引进了天达一2ll6十几类百余种系列产品，示 

范证实了天达一2ll6系列产品在粮食作物上增产 

15％左右，地下根茎作物增产 30％左右，水果蔬菜 

作物增产 25％左右 。酱用番茄 667m2增收 150— 

200元 ，少打农药 3～5遍 ，节省开支 150元左右， 

农药残留降解率在55．8％一6O．O％。 

示范推广实践验证，天达一2ll6细胞膜稳定 

剂在河套地区的农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广泛应 

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3．1 抗旱、抗寒性能好，适合河套地区的早春低 

温干旱特点 

使用天达一2216产品后可有效抵御一4℃的倒 

春寒气候，植株生长健壮，叶色嫩绿，尤其是番茄、 

青椒、玉米等作物最明显。 

3．2 解药害、防病害有特效 

瓜果和温室大棚蔬菜一般 15—20d打 1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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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减少打农药2—5次，可使作物起死回生。如临 

河区新华镇哈达四社农民宋平种了0．08hmz温室 

早黄蜜．在蜜瓜膨大期误用了某种农药．导致大棚 

内70％的瓜秧叶片干枯．受害严重，全家绝望地看 

着瓜田束手无策．2006年 4月 11、13日分别喷了 

两遍天达一2116瓜茄果专用型．很快解除了药害． 

恢复了生机．5月 5日前赶上了6～16元／kg的上市 

行情 ，0．08hm 蜜瓜两茬收入 16000元。 临河区 

城关镇万丰三社农民朱德红种双丰豆角0．08hmz． 

喷施天达-2116花生豆类型．收获期延长 13d．增 

产21．8％，增收 380元／667m ，少打农药两遍。 

3．3 对除草剂药害有明显效果 

乌拉特前旗苏独仑镇永河五社农民王兰柱种 

打籽葫芦 1．3hm2,5月 15日受相邻地块小麦 2hm2 

喷施除草剂的危害，叶片皱缩，水分干枯，秧苗扭曲， 

停止生长，6月中下旬喷施天达一2116．7d后恢复了 

生长，开花结果，叶片繁茂，产量达 13okg／667m ．比 

往年少打农药两遍，节省开支 80元 67mz。 

3．4 对水灾后农作物的恢复生长效果显著 

乌拉特前旗苏独仑镇永河一社农民班成义 

0．4hm 小麦 2006年 4月 28日凌晨受水淹 67em 

多深，当时麦苗刚出土，不到一叶一心，受灾后苗 

黄瘦小，5月下旬和6月下旬分别喷了两次天达一 

2116抗旱壮苗和粮食专用型．7月中下旬收获。比 

相邻地块小麦多收53kg／667m 。 

3．5 增加光合作 用能力、促进作物健壮生长 

根据多点示范推广．喷施天达一2】】6产品的 

作物，叶色深绿发亮，叶绿素A和B含量增加，生 

长健壮，发育良好。小麦灌浆期结合防蚜虫喷一遍 

天达～2116粮食专用型．能有效抵御高温青枯。防 

干热风，千粒重增加 8～lOg。蜜瓜喷了天达一2116 

瓜茄果类型后，提早成熟 5d，霜霉病降低 30％，糖 

分提高 0．8％．商品率提高 3．3％。番茄喷天达一 

2116后，早、晚疫病降低 35％，脐腐病降低 55％， 

茎基腐病降低 22％，收入纯增 205元／667m 。 

3．6 降低农药残 留 

秋收季节临河区农技推广中心进行了氨基甲 

酸酯农残速测：酱用番茄对照抑制率 17．82％．天 

达一21l6抑制率 4．07％：黄瓜对照抑制率 13．13％． 

天达一2116抑制率 3．5％：豆角对照抑制率 8％．天 

达一2116抑制率为 0；西红柿对照抑制率 16．75％． 

天达一2116为 0。 

总体看来，一年多的示范推广．天达～2ll6植 

物细胞膜稳定剂在河套地区的多种农作物上使 

用，确实具有防病驱虫、解药害、救灾害、防干热 

风、增千粒重、减少打农药次数等作用．是建设和 

发展绿色无公害基地的首选产品。 

(责任编辑 吴云霞) 

(上接 107页)长不利，加强对套种玉米的田间管 

理是套种田的增产关键。在套种玉米的田间管理 

中应突出抓好以下环节：①适时早间苗、早定苗、 

匀留苗，玉米营养体大，株间影响相对突出．特别 

是套种田玉米密度大，株距小，株间影响更加严 

重，因此，必须在三叶期间苗，五叶期定苗．每穴 1 

株，留苗均匀，保证密度，同时结合间、定苗锄净田 

间杂草。②增施肥料．灌好水，增加穗粒数和千粒 

重，小麦套种玉米 7月上旬小麦生长发育到后期． 

此时玉米株高应超过小麦．这样对玉米果穗分化 

极为有利，对小麦的生长影响不大，而玉米则有较 

大幅度的增产；如果玉米过早(6月下旬)高出小 

麦穗层，此时小麦正处在灌浆时期．造成小麦千粒 

重低，产量受影响；而到 7月上旬玉米株高还未超 

过小麦，玉米穗分化受小麦荫蔽影响，果穗小，产 

量不高。为此，结合小麦灌水．在玉米拔节期 

667m 追施尿素 lOkg，以促进玉米生长．保证其在 

7月上旬长出小麦穗层以上。当玉米处于大喇叭 

13期时，结合灌水 667m 追施尿素 15kg．这个时 

期正是玉米迅猛生长、雌穗迅速形成的时期．这次 

施肥对果穗的发育形成、籽粒灌浆创造良好的营 

养条件。③玉米吐丝后．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为玉 

米籽粒的形成、灌浆创造良好的营养条件．提高结 

实率。④浇水，应在玉米灌浆初期、中期各灌水 1 

次，并在初期灌水时667mz追尿素 lOkg。⑤叶面 

追肥，玉米生长后期用 0．2％～0．3％的硫酸锌溶液 

进行叶面喷施。 

3．7 防治病 虫害 

套种田小麦蚜虫可用氧化乐果 25ml和 5ml 

敌杀死对水 25kg进行喷雾防治。防治黏虫可采 

用速灭菊酯、敌杀死、50％辛硫磷 1000倍液喷雾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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