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对硫磷、久效磷到丙澳磷
一一元素所对我国有机磷杀虫剂工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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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硫磷(1605)、久效磷和丙澳磷是我国不同时期的三个重要的

有机磷杀虫剂品种，前两者是20世纪 60年代至90年代为我国粮棉

的丰收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吨位杀虫剂品种后因毒性较大目前已被

禁用。 丙澳磷是90年代初在国内投产的低毒不对称有机磷杀虫剂

品种，目前还在大规模生产。

早在元素所建所之前的 1958年，为配合天津农药厂的建厂，杨

老于下的农药研究小组合成了对硫磷、马拉硫磷和敌百虫，为天农

的生产提供了初步的工艺路线。 此后一段时期马拉硫磷和敌百虫

成功地在国内得到大规模的生产，而对硫磷由于中间体氯化物工艺

不过关而受到限制。 对氯化物的生产，国内两位农药界的老前辈杨

石先校长主张从五硫化二磷来合成， ~p五硫化二磷路线;而天农的

张立言厂长主张从三氯硫磷来合成， ~p三氯硫磷路线o 1966年初化

工部采用了两位专家的意见，决定以两个会战形式来确定最佳的合



成路线。 在天津由张立言先生主持由天津农药厂和沈阳化工研究

院参加对三氯硫磷路线的试验;在武汉葛店化工厂由肖同智总工(因

为他看好杨老的五硫化二磷路线所以愿意在他们厂进行会战)主

持五硫化二磷路线的实验O 参加武汉 1605会战的单位除葛店化工

厂和南开元素所之外，还有湖南化工研究所和安徽化工研究所，后

来华中师大化学系和武汉大学化学系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1966年4月，主持元素所工作的陈天池副所长委派我作为领队

与李乃宏及化学系的赵学庄老师(当时考虑让赵老师参与五硫化二

磷的工艺研究)带领化学系 1966届毕业班学生康召文等 8人去武汉

参加会战。 会战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而"文化大革命"随后也轰

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 。 大概是三个月后的 7月，学校召回学生参

加"文革"，于是我们也回到吵吵闹闹、大字报遍地的校园。 会战工

作虽然受到"文革"运动干扰但始终未能停下来。 我们于当年9月

与李乃宏、化学系周作祥老师(替换原来的赵学庄老师)一同去武汉，

学生已不能再去了 。 一年以后从五硫化二磷经硫化物再到氯化物的

小试工艺路线基本完成。 我和李乃宏离开会战回到学校。 刘天麟与

元素所车间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李金舟、张吉元、李忠先等参加后

期中试为主的会战工作。 经两年多时间会战工作完成， 1969年通过

国家验收。 天津三氯硫磷路线的会战未取得预期成果。 此后我国

生产氯化物的路线均采用五硫化二磷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由氯

化物衍生的多种有机磷杀虫剂主要是 1605也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取

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久效磷是防治棉花害虫的优良品种，大概是 1970年前后，国外

已有商品出现，杨老及时了解到这一信息，并建议在国内组织生产。

当时青岛农药厂正在小规模生产麟胶，它和久效磷属同系产品，使



用同一个中间体一一亚磷酸兰甲醋。 所以生产久效磷的关键是解决

亚磷酸三甲醋的大批量生产问题。 1969年元素所派李正名和魏玉

清到青岛农药厂进行调研并准备组织对亚磷酸三甲醋的攻关。 1970

年大概是春夏之交时节，我、邵瑞链、朱兰惠和李金舟一起去到青岛

参加由青农为主，有元素所和沈阳化工研究院参加的三甲酣生产工

艺改进的攻关。 经一年多时间使三甲酶的生成规模得以扩大，收率

有所提高。后为久效磷的投产创造了条件。 1971 年在元素所实验

室组织了久效磷的小试工艺研究。 "久效磷"这个中文商品名大概

也是在这时由我们给商定的(由于它对棉花害虫有较长的有效期而

得名) 。 参加小试工作的有沈阳院的一位同姓同志和青农的程友新0

元素所除我和邵瑞链之外，还有好几位，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有李广

仁、金桂玉、董希阳、韩嘉祥、柴有新等。 小试完成后接着在青农开

展中试研究，主要由青农和元素所来做。 对中试做出较大贡献的主

要是李克东、李广仁、董希阳、金桂玉、韩嘉祥等同志。 中试后久效

磷正式投产，当时这一新品种受到棉农的广泛欢迎，得到很好经济

和社会效益。 青岛农药厂也因此产品而日益壮大发展起来。 在后

来的久效磷工艺改进、副产物分离鉴定工作方面元素所也做了大量

的工作。 久效磷后来获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和 1984年化工部优

秀科技成果奖。

丙澳磷由于磷原子上连有三个不同的基团而具有不对称性，这

与传统对称的有机磷杀虫剂不同，合成起来也比较困难。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丙澳磷、丙硫磷为代表的新型不对称有机磷杀虫剂在

国外已有小规模生产，生成方法不得而知。 国内有些研究单位和生

产厂家也都很关注这类品种的生产，但都没有好的方法。 大概是在

1992年前后，我与刘纶祖商定以二甲胶为去烧基化试剂，然后在磷



原子上引人丙硫基，这一关键步骤在丙澳磷的合成中取得成功。 小

试完成后，我们将此技术独家转让给青岛农药厂，在青农共同进行

了中试后，很快投入批量生产。 与此同时我们也申请了中国专利。

但过不多久国内已有多家用我们的路线生产丙澳磷，据说技术是来

自某化工研究院。 更有趣的是江苏武进一个农药厂的副厂长还提着

一袋人民币找到我家，希望用那些钱买丙澳磷工艺技术的报告。 我

当时拒绝了，因为我们对青岛是独家转让。 叫人感叹的是中国专利

真有中国特色，它不但不能保护你的知识产权，还能起到免费推广

新技术的作用。 丙澳磷后来不但成为国内应用较大的品种，也是中

国出口农药的重要品种之一。 2000年丙澳磷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三等奖。

元素所在我国有机磷杀虫剂工业方面的贡献绝不只有以上三

个品种，还有许多工艺改进的工作和一些较小品种的研制生产工

作，只是以上三个品种在国内影响较大、生产规模较大、经济和社会

效益较为突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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