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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３３)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善思生态物科技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农药

检定所、北京工业大学、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正邦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汕头市深泰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啟良、黄修柱、段丽芳、曹冲、吴进龙、赵鹏跃、胡珍娣、郑丽、张芳、姜宜飞、秦敦

忠、张小军、黄桂珍、张磊、陈晓枫、陈根良、郭正、吕渊文、曹雄飞、殷毅凡、戴兰芳、叶世胜、汤晓燕、李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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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桶混助剂沉积性能评价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药桶混助剂沉积性能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农药桶混助剂改善农药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沉积性能的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５４５１—２００１　农药可湿性粉剂润湿性测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农药桶混助剂　tankＧmixadjuvantsofpesticides
农药喷洒前直接添加在药液桶中、混合均匀后可改善药液理化性质的农药助剂.

３２
流失点　pointofrunＧoff
依次向靶标植物叶面定量喷雾,沉积在叶面上的药液发生自动流失时,叶面最大承载的药液质量.

３３
稳定持液量　maxiumretention
依次向靶标植物叶面定量喷雾,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达到流失点后,叶面稳定承载的药液质量.

３４
沉积性能　depositionperformance
不同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形成有效附着时的最大和稳定承载的药液质量的变化.

４　试验方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

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

４１　方法提要

采用依次向靶标植物叶面喷雾并定量测定方法,记录农药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０°、３０°、４５°和６０°不同

倾角的流失点和稳定持液量.根据农药桶混助剂添加前后药液流失点和稳定持液量的变化,评价农药桶

混助剂改善农药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的沉积性能.

４２　试剂和溶液

标准硬水:按 GB/T５４５１—２００１中５１的规定进行配制.

４３　仪器设备

４３１　叶面沉积性能测定装置:包含电子天平、底座、隔离罩、载物台与底座的支柱以及载物台等部分,示
意图见图１.各部分的具体要求如下:

a)　电子天平:精度０００１g;

b)　底座:底面小于电子天平的称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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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隔离罩:底部直径大于电子天平的称盘,顶部中央连有透明隔离管;隔离管下端外壁与隔离罩顶

部密封连接,上端略低于载物台底面,避免雾滴沿隔离管进入隔离罩;隔离管内径略大于载物台

与底座的支柱,避免测定中内壁与支柱接触;

d)　载物台与底座的支柱:稳定连接载物台与底座,测定中垂直于天平称盘平面,避免与隔离管内壁

接触;

e)　载物台:具有０°、３０°、４５°和６０°不同倾角规格.

　　　标引序号说明:

１———电子天平;　　　５———隔离管;

２———天平称盘; ６———载物台与底座的支柱;

３———底座; ７———载物台;

４———隔离罩; ８———叶片.

图１　接触叶面沉积性能测定装置示意图

４３２　雾化装置:包含高压气源、药液瓶、压力调节阀、压力表、电磁阀、喷头、铁架台等部分,示意图

见图２.各部分的具体要求如下:

a)　高压气源:空压机或高压钢瓶,稳定提供０１MPa~１０MPa压力,压力变化值小于２％;

b)　药液瓶:上部装有泄压开关,可承受０１MPa~１０MPa压力;

c)　电磁阀:最大工作压力１０MPa压力,间隔时间２s~１０s可调,排放时间０５s~１０s可调;

d)　喷头:详见附录 A.

标引序号说明:

１———高压气源;　　　　　　　　　　　５———电磁阀;

２———药液瓶; ６———喷头;

３———压力调节阀; ７———铁架台.

４———压力表;

图２　接触叶面沉积性能测定装置示意图

４３３　叶面积测定仪:可对叶片进行扫描,并自动计算面积.

４４　靶标植物叶片的选取

选取不同大小的靶标植物叶片,并测定叶片面积.在取样时,不能污染和损伤靶标植物叶片表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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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测定步骤

４５１　添加桶混助剂前药液沉积性能测定

４５１１　按照农药制剂推荐的最低使用浓度,称取适量农药制剂(精确至０００１g),置于１００mL容量瓶

中,用标准硬水稀释至刻度,混合均匀,备用.

４５１２　将符合测试要求倾角(０°、３０°、４５°和６０°)的载物台固定于底座支柱上,将靶标植物叶片固定于

载物台上,保证叶片完全覆盖载物台,读取天平显示质量数,记为W０(精确至０００１g).

４５１３　根据农药喷雾参数要求,按照附录 A选择喷头和调节喷雾工作压力,调整雾化装置喷头距离载

物台上叶片３０cm~５０cm,喷施方向与叶面垂直.设置电磁阀间隔时间５s,排放时间０５s~１０s,依次

对载物台上的叶片进行喷雾,每次喷雾后２s内读取并记录天平显示质量数.待药液从靶标植物叶片流

失后继续喷雾,当相邻２次喷雾后天平显示质量数变化不超过１０％时,停止喷雾.

４５１４　以喷雾次数为横坐标,以每次喷雾后读取并记录的天平显示质量数为纵坐标作图.图中曲线最

高点对应的质量数为W１(精确至０００１g),最后２次喷雾后天平显示质量数的平均值,记为W２(精确至

０００１g).

４５１５　按４５１２~４５１４步骤,重复测定５次,相对偏差小于１０％,取其算数平均值作为测定

结果.

４５２　添加桶混助剂后药液沉积性能测定

４５２１　按照农药制剂推荐的最低使用浓度,称取适量农药制剂和不同质量的桶混助剂(精确至０００１
g),置于１００mL容量瓶中,用标准硬水稀释至刻度,配制成系列浓度桶混助剂的农药药液,混合均匀,
备用.

４５２２　对于系列浓度桶混助剂的农药药液,每个浓度重复４５１２~４５１５步骤.

４６　计算

流失点按公式(１)计算.稳定持液量按公式(２)计算.

POR＝
W１－W０

S
(１)

Rm ＝
W２－W０

S
(２)

式中:

POR ———流失点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厘米(g/cm２);

Rm ———稳定持液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厘米(g/cm２);

W０ ———喷雾前靶标植物叶片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W１ ———农药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流失前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W２ ———喷雾后靶标植物叶片不再有液滴流下时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S ———靶标植物叶片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厘米(cm２).

４７　结果表示

将５次重复试验得到的流失点POR 值分别记为POR１、POR２、POR３、POR４、POR５,计算５次POR
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测试药液或添加桶混助剂后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的流失点.

将５次重复试验得到的稳定持液量Rm值分别记为Rm１、Rm２、Rm３、Rm４、Rm５,计算５个Rm值的算术

平均值,即为测试药液或添加桶混助剂后药液在靶标植物叶面的稳定持液量.
添加桶混助剂后药液的流失点和稳定持液量,均高于添加桶混助剂前药液的流失点和稳定持液量,表

明该桶混助剂可提高测试药液在测试靶标植物叶面上的沉积性能.

３



NY/T４４１８—２０２３

附　录　A
(规范性)

雾化装置喷头与喷雾工作压力推荐表

　
雾化装置喷头与喷雾工作压力推荐表见表 A１、表 A２和表 A３.

表A１　雾化装置喷头推荐表

喷雾药

液类型

除草剂 杀菌剂 杀虫剂

触杀型 内吸型 触杀型 内吸型 触杀型 内吸型

推荐喷

头类型

　标准扇形雾喷

头、圆锥雾喷头

　 标 准 扇 形 雾

喷头

　标准扇形雾喷

头、圆锥雾喷头

　 标 准 扇 形 雾

喷头

　标准扇形雾喷

头、圆锥雾喷头
　标准扇形雾喷头

推荐喷

头型号

　 标准扇形雾喷

头: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圆 锥 雾 喷 头:

８００１、８００１５、８００２、

８００３、８００４

标准扇形雾喷头:

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标准扇形雾喷

头: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圆 锥 雾 喷 头:

８００１、８００１５、８００２、

８００３、８００４

　 标准扇形雾喷

头: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标准扇形雾喷

头: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圆 锥 雾 喷 头:

８００１、８００１５、８００２、

８００３、８００４

　标准扇形雾喷头:

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０３、１１００４

　　注１:喷头型号中１１０、８０分别表示喷雾角为１１０°、８０°;０１、０１５、０２、０３、０４分别表示４０psi(０２８MPa)喷雾压力下,喷头

流量为０１美制加仑、０１５美制加仑、０２美制加仑、０３美制加仑、０４美制加仑.

　　注２:不同厂家生产的喷头型号前置代号不同.例如,德国Lechler以ST表示标准扇形雾喷头,TR表示圆锥雾喷头;美国

Teejet以TP表示标准扇形雾喷头,TX表示圆锥雾喷头.

表A２　不同型号喷头在不同喷雾工作压力条件下的流量参考值

喷头类型
流量,L/min

标准扇形雾喷头 圆锥雾喷头

喷雾压力,MPa １１００１ 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 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８００１ ８００１５ ８００２ ８００３ ８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６５ ０９６ １２９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６５ ０９６ １２９
０３ ０３９ ０５９ ０７９ １１８ １５８ ０３９ ０５９ ０８０ １１９ １５８
０４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９１ １３６ １８２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９２ １３７ １８２

　　注:表中流量数据以清水为介质２１℃条件下测得.

表A３　不同型号喷头在不同喷雾工作压力条件下的雾滴VMD参考值

喷头类型
VMD,μmol/L

标准扇形雾喷头 圆锥雾喷头

喷雾压力,MPa １１００１ １１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２ １１００３ １１００４ ８００１ ８００１５ ８００２ ８００３ ８００４
０３ １１５２ １２７８ １３１７ １３３４ １３７４ １１２５ １１４８ １２１０ １２６２ １３１４
０４ １１１４ １１２５ １２１２ １２１５ １２２２ １０７８ １０８６ １１０３ １１１０ １２１８

　　注:VMD数值由试验测得,非标准数据.试验以清水为介质,距喷头５０cm位置处测得.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