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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常见问题及纠正措施
贾秀锦　王　笑　宋红霞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摘要：农作物种子作为有生命的特殊商品，其商品质量的好坏与其对应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真实性的

判定与标签标注的名称直接相关。通过对多年的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督检查中标签和使用说明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

相应的纠正措施，以便更好地规范种子市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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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法》第四十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加

工、分级、包装。第四十一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

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包

装是种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盘活种子市场、推广优

良品种和便于农民购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包装

上印制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提供了良种良法的多项信

息，是生产经营者与使用者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媒

介 [1]。标签标注不真实直接影响种子质量的判定，

使用者按照不正确的使用说明操作影响品种的性状

表现，导致品质和产量的降低。

《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后，通过

近段时间的种子市场监督检查发现，种子标签和使

用说明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蔬菜种子标签

标注内容不规范、不全面，增大了消费者购买的盲目

性，危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常见的标签问题
1.1　作物种类标注不规范　《办法》第八条要求：作

物种类明确至植物分类学的种。种子类别按照常规

种和杂交种标注。类别为常规种的按照育种家种子、

原种、大田用种标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主要农作

物标注没有问题，但非主要农作物标注则五花八门。

典型的情况有：“芫荽”标注为“香菜”、“菜豆”标注

为“豆类”、“印度南瓜”标注为“南瓜”、“西葫芦”标

注为“瓜类”、“茎用芥菜”标注为“茎瘤芥”、“茄”标

注为“茄果类”等等。种子类别常见的问题为将大

田用种标为原种，对应的标签纯度数值标注成大田

用种的数值，这样标注违反了《种子法》的第四十一

条和第四十九条规定，可以直接判为假种子 [2]，可以

按照《种子法》第八十条给予处罚，种子使用者遭受

损失的，可以按照《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要求赔偿。

1.2　净含量标注不准确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净含量是指种子的实际重量或者数量，标注内容

由“净含量”字样、数字、法定计量单位（kg 或者 g）
或者数量单位（粒或者株）3 部分组成。监督检

查中发现，有个别生产经营者在依法标注的内容

后加一个后缀，如有一家河南的企业，标注的净含

量是“4200±50 粒”，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定量

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单件定

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应当准确反映其标注净含

量，标注净含量与实际含量之差不得大于本办法附

表 3 规定的允许短缺量。第九条规定：批量定量包

装商品的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者等于其标注

净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是标注时应为准确

数值，不允许有范围，多标为画蛇添足，出现错误；

二是在国家监督检查时，允许查出的结果与标注

值有差异，但差异不允许过大，超出允许值就算不

合格。就本例的情况，按照规定，计数包装的短缺

量不得超过 1%，4200×1%=42，标注的净含量范围

为 50，出现企业自我声明销售的定量包装不合格的 
情况。

1.3　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标注不清晰　《办法》

第六条规定：种子标签应当标注检测日期和质量保

证期。这里要求种子标签将“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

期”明确、独立标注出来，便于消费者辨识。《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采用下列示例：检测日期：2016 年

05 月，质量保证期 6 个月。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以下

几种情况：有的企业只标明生产加工日期，无检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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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质保期；有的企业将质量保证期标作一个具体

的日期（某年月日），与种子质量检验合格期限需要

一个时间段不相吻合；有的企业将日期含糊地镶嵌

到使用说明的其他内容里，难以辨识。这些企业不

明确、独立标注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违背了《办

法》制定的初衷。

1.4　风险提示不全面　《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使用

说明应当包括风险提示。第二十二条规定风险提示

包括种子贮藏条件以及销售区域主要病虫害、高低

温、倒伏率等因素对品种引发风险的提示及注意事

项。风险因素是指促使某一特定风险事故发生或增

加其发生的可能性或扩大其损失程度的原因或条

件。它是风险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是造成损失的

内在或间接原因。也就是说，要明确的标注出风险

因素，告诉消费者，种子购买后哪些事情是必须注意

的，否则有可能出现可以预见的不良后果。标注必

须用警示性强的表述，不可以含糊其辞用其他变通

的词汇淡化风险因素。风险提示应与品种审定公告

或引种备案信息相一致，如果通过两个以上省级审

定，风险提示应当与销售地所在地省级品种审定公

告一致 [3]。监督检查中发现主要农作物大部分都明

确指出风险提示，但存在风险提示不足或减少提示

信息量的情况，种子生产经营者认为过多提示风险

会引起消费者的误解，影响销量。对于非主要农作

物，风险提示问题较多，标注不足。发现借风险提示

打广告的现象，比如，“生产过程中注意防治玉米螟，

可喷施‘康宽’等药剂防治”“在 7~12 叶期喷施‘玉

黄金’可降低株高”。还发现不该出现在风险提示

的霸王条款内容，比如“批量购种，对质量指标请在

15 日内复检完毕，逾期视为合格”“本公司不承担

种子质量指标以外责任”等。

1.5　种子质量指标不准确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质量指标是指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不得低

于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监督检查发现，大多玉

米种子企业在质量指标处标出了执行 GB4404.1-
2008，同时列表标注具体特性值，等于重复标注，画

蛇添足。有一个常规谷子种子，正面标注是原种，背

面标注的品种纯度是国家标准大田用种的纯度指

标，存在标注值低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者种子

类别标注错误的行为。

2　对标签制作要求理解的差异
《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物种类和种子类

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净含量、种子

生产经营者名称、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注册地

地址和联系方式、“转基因”字样、警示标志等信息，

应当在同一版面标注。企业多数理解为，印刷时用

一个电雕刻版印制的包装标签印刷的意思，所以用

一个版印制好的卷材，自动包装机形成的种子包装

袋，即便有的内容出现在种子袋的两个面上，也符合

同一版面的规定。而种子管理部门人员理解，同一

版面标注应该如报纸、书籍要求一样在种子袋的同

一面上。

3　纠正措施
3.1　加强惩处力度　对标签和使用说明内容不符

合《办法》规定的，能明确定性的不符合项，应该通

过处罚措施予以督促纠正，如净含量违反《定量包

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行为、违反《办法》要

求标注内容缺失的行为、质量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

的行为。

3.2　行业部门引导规范　对理解上有争议的，标签

印制排版的相关问题，包括风险提示变相标注为注

意事项说法的，只要内容不缺，不能定性为不符合

《办法》规定，农业主管部门应该先教育引导，再督

促规范，定性为不规范，不应该处罚处理。

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既是良种的合法身份

证明，又是品种的市场信誉卡片，也是企业的形象代

言名片，更是农民选购优良品种的贴心良师益友 [4]。

同时，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还是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判定种子质量、追究种子质量责任主体的主要依

据，对违法行为的定性至关重要。种子生产经营者

正确、规范地标注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对壮大种子

企业、提高企业信誉、规范种子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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