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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进展
史庆玲　毛　丹　雒　峰　赵侠科

（河南省种子站，郑州 450016）

摘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品种管理的重大改革，河南省深入简政放权，响应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号召，积极登记适合河南省发展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3 年来，河南省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登记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数量和质量有所提高，全省工作人员也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积累经验，推动登记工作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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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蔬菜、水果和小杂粮等非主要农作物的数量和质

量需求迅速增长。2016年1月1日实施的新《种子法》

对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2017 年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标志着我国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步入法治轨道 [1]，同时第一批登记

目录发布，涉及 7 大类（包括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糖

料、蔬菜、果树、茶树、热带作物）29 种作物 [2-3]。

1　概况
1.1　登记作物种类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

已经开展 3 年，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要

求，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整体部署，认真落实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中的各项工作，依法扎实推进。

近 3 年累计登记完成马铃薯、甘薯、谷子、高粱、油

菜、花生、大白菜、向日葵、结球甘蓝、黄瓜、番茄、辣

椒、西瓜、甜瓜、梨、苹果、葡萄、桃 18 种作物，共计

2016 个，其中登记数量超过 100 个的作物有花生、

番茄、辣椒、西瓜和甜瓜（图 1）。

517

633

177
115

305022 36161311

256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89
11 262 30

图 1　累计登记作物种类及数量

1.2　各年度完成登记品种的数量　从各年度完成

登记品种的数量来看（表 1），2018 年完成登记品种

1183 个，数量最多；2019 年次之，登记完成 450 个；

2020 年登记完成 296 个，居第 3 位；2017 年由于登

记制度刚开始施行，登记品种较少。2018 年出现的

登记小高峰主要是因为登记制度需要与原来施行的

审定等制度对接，农业农村部鼓励之前已审定、已认

定或是市场上已销售的品种尽快登记，申请者可以

凭推广应用证明或是审定、认定证书申请登记。这

部分品种登记完成后，2019 年登记工作进入正轨，

数量有所下降。

表 1　河南省各年度完成登记作物品种数量

作物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马铃薯 2 5 1 3

甘薯 0 6 7 0

谷子 0 13 3 0

高粱 0 0 2 0

油菜 2 14 16 4

花生 15 111 89 41

向日葵 0 2 0 0

大白菜 0 63 17 9

结球甘蓝 0 38 6 6

黄瓜 0 17 11 2

番茄 0 64 39 12

辣椒 28 358 135 112

西瓜 30 341 76 70

甜瓜 10 97 34 36

苹果 0 11 0 0

梨 0 0 1 1

葡萄 0 16 10 0

桃 0 27 3 0

合计 87 1183 45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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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工作成效
2.1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展示示范工作　近年来

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突破 133.33 万 hm2，为了方便

农民、企业选种，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利用，河南省开

展了“花生新品种鉴定及展示示范项目”。2020 年

该项目展示花生品种128个，其中高油酸品种33个，

经专家测产，每 667m2 最高产量为 672.2kg，最低产

量为 156.7kg。
2.2　登记品种验证试验工作　积极组织河南省企

业、科研院所登记品种参加国家符合性验证。2020
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全省也按期完成了承接的

农业农村部小西瓜符合性验证试验。在果实成熟期，

专家现场对 111 个参与验证的品种，结合登记申请

表中 DUS 测试性状中的倍性、果形、果皮底色、果皮

条纹、果肉颜色 5 个质量性状指标和果实心糖含量、

边糖含量及 DUS 测试性状中的单瓜重 3 个数量性

状进行了测试。2021 年河南省也承接了农业农村

部关于甜瓜品种的符合性验证工作。

2.3　积极开展培训，提升工作技能　为做好品种登

记工作及新品种跟踪评价和展示推广工作，研讨新

形势下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发展的新要求，河南省每

年都对科研单位、企业及各个地市种子管理站进行

培训，并举办不同农作物的观摩会议。2020 年全省

组织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培训暨花生品种展示

观摩会议，邀请省农业科学院专家针对我国花生育

种及产业发展趋势、DUS 测试基本理论及程序等

内容进行了培训。共计培训地市种子管理站、科研

院校、企业 100 多人，通过培训及观摩提高了基层人

员及企业对登记工作的认识，加强了人员交流。

2.4　多方向工作，加快良种推广　河南省种子站牵

头了国家花生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该攻关施行

以来，几个测试平台测试了一大批新品种，筛选出

一些在未来生产中有应用潜力的新品种，成效显著，

各个单位提供的优良品种通过河南省新品种展示中

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品种展示，促进了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2020 年 9 月展出了新品种 35 个，其中小

果型高油酸品种 22 个，大果型高油酸品种 13 个，每

667m2 平均产量 406.8kg，最高产量 651.8kg。

3　存在问题
3.1　部分单位品种测试不够规范　自 2017 年开

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以来，新品种申请登

记材料中不仅需要提交品种特征特性、育种过程等

说明材料，还需要提交品种的 DUS 报告、转基因检

测报告、品质和抗性检测报告；而大部分公司和科

研育种单位以前没有统一规范这些相关工作，使得

整个试验方案不够科学，测试过程不规范等问题

突出，以致提交的登记材料无论格式还是内容都不 
完善。

3.2　审核标准把握不准　由于每家申报单位测试

水平不一致，不同科研水平的申报者对这些标准的

描述理解不同，造成申报材料质量不同。又由于没

有统一的审核标准及规范性文字表述，审核人员对

一些性状的描述准确度、试验数据是否可靠、DUS
测试报告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登记品种通过多年

多点试验确定适应的种植区域把握不准，造成材料

的审查因人而异。

3.3　多单位相互牵连工作不顺畅　省级种子站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科仅仅负责登记品种的材料审

核，但是对于新登记品种的材料是否存在造假、一品

多名等情况无从考证；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科负责

审核是否为新品种；行政执法大队对品种在市场上

的规范销售进行管理；这样就导致对材料的审查比

较被动，完全书面审查。

3.4　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认识不足　部

分地市级农科所认为登记过程繁琐，登记要求的材

料又与其原来实验方案中的内容格式不一致，且也

可以通过产业体系进行品种鉴定工作，导致他们对

品种登记工作不够积极。

4　建议
河南省应加大力度，继续开展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的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培训会、品种展示示范

等方式，使申请者了解国家实行品种登记的意义，了

解当前品种登记的新形势、新要求，明确办事流程，

规范登记申请操作，提升品种登记审查效率。加强

登记品种的田间验证试验及展示示范，对已登记品

种进行跟踪，适时组织现场观摩和品种推介活动，构

建完善的品种验证方案；同时，加强与市场监管工作

衔接，在市场抽样的时候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种

子也进行抽样检查。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展示示范

不仅能引导农民看禾用种，更能督促企业通过市场

调节来确定育种方向，保障所育品种有市场前景。

建议进一步完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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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同一生态区玉米品种 

引种备案分析探讨
曹改萍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摘要：为了更好地服务山西玉米生产实践，使玉米品种引种备案工作更有针对性与指导性，对近年来山西玉米引种的品种

构成、适宜区域、引育种主体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表明：中晚熟玉米品种引种数量多，市场竞争激烈，其次是夏播品种，

而中熟、极早熟与早熟品种相对较少；引种有利于提高当地品种选育水平，对山西种子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玉米种业市场

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正在成为种子市场主体；并对引种者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玉米引种；品种构成；分析；建议

新《种子法》对主要农作物引种管理做出了重大

修订，引种地域从相邻省同一适宜生态区变为其他省

同一适宜生态区 [1]。引种备案是已审定品种进入他

省同一生态区域的一种特殊品种管理方式，引种者、

引种品种、引种区域三位一体，不可或缺。品种的好

坏反映了一个地方品种应用和种业发展水平，研究引

种备案品种构成以及生态适宜区对玉米生产实践非

常有意义。根据多年工作实践，以山西省 2017-2019
年同一生态区引种备案玉米品种为样本，分析其构成

情况，旨在为引种者、育种者、用种者提供指导帮助。

1　山西省开展引种备案工作的基本情况
为了建立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间试验数据共

享互认机制 [2]，促进主要农作物良种推广应用，2017
年山西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与《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开展了通过省级审定的品种同

一适宜生态区引种备案工作，山西区域内有玉米、小

麦、大豆、棉花 4 种主要农作物，通过其他省级审定

后可以引种到山西省同一适宜生态区。

引种品种的同一适宜生态区依据《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审定品种同一适宜生

态区的通知》。依据玉米种植区划和各种植区域的

气候类型、生态条件、耕作制度、品种特性及生产实

际等因素，山西玉米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共有 6 个，

其中普通玉米、青贮玉米春播生态区 5 个，分别是北

方极早熟春玉米类型区（晋西北、晋北、山西省中部

及中南部高海拔地区）、北方早熟春玉米类型区（大

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上党盆地与高山的过

渡地带较高海拔丘陵地）、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类型

区（山西早熟与中熟之间的过渡区域）、东华北中熟

春玉米类型区（大同盆地桑干河沿岸，忻定盆地、太

原盆地、上党盆地周围丘陵地，忻州、吕梁两市的吕

梁山西麓丘陵地，临汾市的吕梁山东麓、西麓丘陵地

等）、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类型区（忻定盆地、太原

盆地、上党盆地三大盆地及周边浅阶地，阳泉市部分

地区，临汾东部丘陵地区，忻州、吕梁、临汾 3 市西部

黄河沿岸，吕梁、晋中、太原等地汾河沿岸，晋城部分

出台相应的行业标准，同时应细化《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办法》，尽量使不同的受理机构审查材料时

可以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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