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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玉米品种引种备案和联合体 

试验现状、问题与对策
罗付义 1　王爱萍 1　靳义荣 2　石　莹 2　刘爱月 1　战德亮 1

（1 山东省德州市农业局，德州 253016；2 山东省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德州 253015）

摘要：种子是种植业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科技进步和其他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关键，开展农作物品种试验，加强种

业科技创新，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抓手。本文分析了德州市开展玉米联合

体试验、引种备案和特殊用途试验现状，指出了工作经费不足、检测能力不强、人员队伍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试验基础差、人

员专业水平不高、经费不足、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给出对策，以期为做好玉米试验提供参考，促进全市种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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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业部

2016 年第 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

种审定办法》对品种引种备案及联合体试验做出了

新的规定。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在属于同一

生态区的地区进行引种，只需要在所在省农业主管

部门备案，新规扩大了引种地域，简化了引种程序，

有利于加速良种推广应用、促进不同地区种业交流

与发展。允许具备试验能力的企业联合体、科企联

合体和科研单位联合体等组织开展品种试验，有利

于拓宽试验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品种试验，

推动品种创新，进一步激发整个行业、种子企业和科

研单位的育种创新活力，有效促进人员交流和资源

整合。作为种业大市，德州市高度重视玉米科研创

新和品种试验工作，全市玉米引种备案及联合体试

验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1　现状
1.1　试验类别齐全　除按照以往玉米品种审定渠道

参加预试、区试、生产试验外，2017 年德州市还进行了

引种备案试验、特殊用途品种试验、国家玉米联合体试

验、山东省玉米联合体试验。试验种类齐全，大大拓宽

了品种审定渠道，进一步调动了企业及科研院所的种

业创新积极性，全市种业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1.2　参与主体广泛　2017 年全市共开展玉米品种引

进备案、联合体试验 77 个次，涉及高校、科研院所、种

子企业、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种子经营业户等。除德

城区和禹城市外，德州市有 10 个县（市、区）均承担了

1 项或多项试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州市农业生

态特性。多种主体参与玉米试验，不仅更广泛地利用

社会资源促进种业发展，更促进了各主体间的交流与

合作，实现品种科研、试验、示范推广有效衔接。

2　存在问题
2.1　试验基础条件千差万别　德州市 2017 年玉米

引种和联合体试验承担单位主要是种子企业，由于

企业几乎都有自己的育种基地或繁种基地，田间沟

路渠等配套设施齐全，试验地位置环境能够满足试

验要求。与之相比，承担引种备案试验的个人和合

作社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试验地，只能依靠自有大

田开展试验。个别引种备案试验地选择的位置环境

不佳，地块面积小、基础地力不均匀、配套设施不健

全，不具备开展试验的基本条件。

2.2　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引种备案和联合体

试验是专业性较强的农作物品种试验，为保证试验

数据的准确性和结果公平公正，除了要严格执行相

关试验规范之外，试验人员的自身专业素养也是至

关重要的一方面。德州市引种备案和联合体试验

单位中，除少数企业和科研院所具备经验丰富的专

业技术人才外，多数承试单位试验人员开展试验时

间较短，经验欠缺，试验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少数

引种备案试验单位将具体工作委托给农村种植农

户，该部分人员虽种植玉米经验丰富，但缺乏开展

试验的基本知识和专业素养，试验设计不合理、试

验地选择不符合标准、试验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问题与探讨 332017年第11期

存在不设重复、不设保护行、小区间种植行数不同、

种植面积不同等现象，甚至出现种植面积由供给种

子量决定的可笑现象，给多少种子种多大面积。田间

记载不规范，对生育期内主要指标不了解、评价不准

确。人员专业技能的短板和缺失，使得试验设计、田间

调查记载、收获考种、结果分析汇总等环节容易出现人

为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验结果的可比性和可 
信度。

2.3　试验经费不足　试验经费是落实试验规范要

求和确保试验质量的重要保障，经费不足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试验承担单位和人员开展工作的规范性

和积极性。联合体试验由于参与单位均是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具有开展相应试验的能力和条件的企业

和科研单位，经费相对充足，能较好完成试验任务。

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引种备案和特殊用途试验，引种

单位在安排试验点时选择了一些种子经营业户、农

技推广人员、甚至农户，实行经费包干制，且额度较

小。为节省成本，个别试验操作人员省略土壤地力

培肥、翻耕平整、水肥管理等环节，种植几乎等同普

通大田种植。受经费不足影响，个别试验点对试验

管理重视程度不够，播种质量一般，试验出现缺棵断

垄、玉米长势不均、倒伏严重现象。

2.4　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玉米联合体试验、引

种备案及特殊用途品种试验的申报主要是由承试单

位直接上报至省级种子管理部门，前期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环境评价、播种质量、苗期管理等环节均由承

试单位自己开展，市、县两级种子管理部门对辖区内

承担试验情况不了解，缺乏必要的审核和监管，导致

前期监管环节缺失，给后期试验监管和评价带来一

定困难。在全市玉米试验检查过程中，种子管理部

门对试验设计不合理、田间表现差、管理不规范的个

别试验进行了批评和指正，但一些问题已无法及时

改正，影响了试验效果和质量。

3　主要对策
3.1　加强组织监管　规范玉米联合体试验和引种

备案试验需要各承试单位精心组织、高标准开展，更

需要各级种子管理部门对试验全过程进行监督管

理。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种子管理站参与的试验监

管体系，细化分工、各负其责，确保试验质量：省种子

管理总站制定联合体和引种备案试验规范，负责受

理联合体和引种备案试验申请，总体负责全省试验

的组织和监管，汇总各市试验申请后将承试单位信

息与市县种子管理站共享；市级种子管理站负责全

市玉米试验的技术指导和检查评价；县级种子管理

站具体负责辖区内试验的监管，从试验地环境、试验

地地力及平整度、试验设计是否符合试验规范、田间

管理等内容进行监管，对不符合试验规范的进行督

促整改，整改不力的上报省种子管理总站进行记录

处理。省级抓全面、市级抓检查、县级抓具体监管，

三级管理部门各负其责，对试验进行全程监督，将进

一步提高试验质量，确保试验公平公正。

3.2　强化人员技能培训　夯实试验工作基础，首先

承试单位要选配好试验人员，要尽量选择经验丰富、

有学历、有责任心、专业技能好的人员具体开展工

作。省种子管理部门加大人才技能培训，对市县级

种子管理站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学习借鉴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青年农场主培训等工作经验，对试验人员

进行试验设计、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调查记载、考

种分析等具体技能培训，组织观摩学习加强交流，提

高技术人员试验水平。

3.3　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经费充足并合理使用是

高质量完成试验的重要保障，各承试单位要根据试

验规模和工作量合理安排工作经费，加大保障力度。

委托种植大户或农户进行试验的单位要将地租、农

机具等各种成本考虑在内，使试验执行者无顾虑开

展试验任务。建议种子管理部门将试验经费使用情

况列入检查评价内容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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