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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的现状与发展
晋　芳　金石桥　周泽宇　张力科　刘丰泽　任雪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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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量兴农，标准先行。总结我国当前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现状，分析面临的发展形势，为今后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

体系建设提出发展建议，对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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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

出“走质量兴农之路”“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

转向提质导向”的要求。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也指

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

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1]。

种业作为农业的芯片，要提高农业质量首先需要提

高种子质量。质量兴农，标准先行。健全和完善农

作物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体系，是推进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的重要抓手。总结我国当前种子标准体系现

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理清发展思路，为今后种子质

量和检验标准体系建设提出发展建议，对推动种业

高质量发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具有重要意义。

1　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　现状　我国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建设早在

1955 年就开始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参考

了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的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种子认证方案，

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的颁布实施，奠定

了我国农作物种子标准的基础。2000 年《种子法》

颁布以后，质量和检验标准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内

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 [2]。

我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规定了部分重要农

作物种子原种、常规种和杂交种的净度、水分、发

芽率、品种纯度等常规指标，多以国家强制性标准

发布，相比欧美等国家更严格；对应种子质量指标

的检验方法是国家推荐性标准《农作物种子检验

规 程》（以 下 简 称《规 程》）（GB/T3543.1-3543.7-
1995），《规程》是借鉴了国际种子检验协会 1993 年

版的《国际种子检验规程》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的，

是我国种子检验的基础和根本，自 1995 年实施以来

在我国种子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也是我国种子质量

监督抽查依据的唯一质量指标检验规程。近年来，

分子检测技术在种子行业的应用日趋成熟，以 SSR
和 SNP 为基础的分子标记技术鉴别品种成为行业

内技术主流，分子检测方法对快速鉴定品种套牌侵

权、市场执法监管和辅助育种发挥了重要作用。出

现了一批应用分子标记技术鉴别品种的标准，如玉

米、水稻、小麦、大豆、油菜、马铃薯等作物的 SSR 分

子标记法标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共

有农作物种子质量和检验的国家与行业标准 140
多项。这些标准的颁布和实施，对提高种子质量水

平、规范行业行为、净化种子市场、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新形

势的发展变化，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存在一定的 
问题。

1.2　存在的问题

1.2.1　质量标准不完善　一是种子质量标准不健

全。我国历来重视主要粮食作物，其质量和检验技

术标准化程度较高，但是对非主要农作物特别是小

类特色作物标准化重视不足，登记作物中的胡麻

（油用亚麻）、青稞（裸大麦）、茎瘤芥（茎用芥菜）等

作物目前没有专门的质量标准，洋葱、藜麦、韭菜、南

瓜、萝卜、生菜、丝瓜等常见作物没有质量标准。

二是部分质量指标需要提升。随着种子行业主

管部门对种子质量的重视和种子企业对质量意识的

不断提高，我国种子质量总体提升较快。需要不断

提升种子质量指标要求，特别是发芽率和纯度。

三是质量指标类别少。目前仅涉及常规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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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度、水分、发芽率、纯度有质量要求，种子活力、部

分严重种传病害均未设定质量指标要求。

1.2.2　检验标准不成体系　一是现行《规程》不能

完全符合质量监管检测需要。《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已进行了多次大的修改，而现行《规程》已将近 30
年没有修订过，版本标龄过长，已经不适应行业发展

的需要。标准中沿用的真实性和纯度仅有田间小区

种植鉴定方法，而监督抽查中普遍采用的分子检测

方法并未列入；健康检测方法过于笼统和简单，并未

细化和加入 PCR 检测等常用的方法；没有写入与田

间出苗密切相关的活力检测方法。需要进行更新和

补充。

二是分子检测标准不成体系。已发布分子检

测标准 20 多项，很多标准存在标记数量少且代表性

不够，未采用多平台验证和多实验室验证，存在检测

效率偏低、重复性差、扩增片段差异不够精确等问 
题 [3]。SNP 分子标记技术虽已开展研究多年，但要

形成成熟的标准还有一个过程。

三是种薯种苗检测标准存在问题。种薯种苗类

的质量指标不同于籽粒种子，检验方法也存在显著

差异，现行版本的《规程》与《国际种子检验规程》一

样，并未包括此类检验方法。种薯种苗类的检验方

法标准大多不成熟，存在问题主要涉及重要病害种

类不全、检测方法与发展不符、缺乏扦样规则或难以

实施。

四是尚无田间检验与鉴定操作规程。田间检验

和小区种植鉴定作为品种纯度前控和后控方式，是

重要的质量过程控制手段，我国监督抽查的纯度也

主要依靠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开展。目前品种纯度田

间小区种植鉴定依据《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中的

原则规定，尚没有制定操作技术规程。

2　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近年来，我国将“质量强国”提升到战略的高

度，农业也进入“转方式、调结构”全面推进绿色发

展的新时期，经济和特色作物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

新《种子法》和新《标准化法》的实施，品种登记制

度、种子标签标注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标准类别、

制定主体等有所改变。种子行业形势发生变化，种

子质量逐年提高，种子生产向集约化、精细化、信息

化发展，作物品种呈现井喷之势，分子检测技术在种

子行业中的应用逐渐成熟，以种苗形式销售增多，种

子企业“走出去”逐渐增多。现有的种子质量和检

验标准已经跟不上新的形势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完

善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体系。

3　 推动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体系完善和发
展思路

3.1　基本思路　以《种子法》和《标准化法》及配套

规章为依据，以满足种子质量监管需要、提升种子质

量水平、支撑现代种业发展为中心任务，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绿色农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补齐制修

订种子质量标准为基础，以修订《规程》、制修订分

子检测标准、修改完善种薯种苗检测方法标准为重

点，建立健全农作物种子质量和检验方法标准体系，

为新时期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3.2　基本原则　以需求为导向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绿色农业发展需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

科学确定发展重点作物和领域，满足品种质量管理

的需要。全覆盖的原则　要做到审定作物和登记作

物质量和检验方法标准全覆盖。分层推进的原则　 
依照轻重缓急，以主要农作物和重要经济作物为重

点，逐步扩展到所有审定作物、登记作物及常见蔬菜

作物；以重要指标为重点，做到科学安排，合理规划，

循序渐进；以成熟的技术方法为基础，确保标准的科

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3.3　重点任务

3.3.1　做好标准规划　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对现有的种子质量和检验标准

进行系统疏理和评估，根据产业实际和行业发展需

要，制定标准中长期和短期制修订规划。

3.3.2　健全种子质量标准　将现有种子质量标准中

重要的国家推荐性标准、农业行业标准逐步转为国

家强制性标准。根据种子行业形势的发展和不同作

物情况，适当提高种子质量指标，重点是种子发芽率

和品种纯度。以审定和登记作物及经济和常见蔬菜

作物为重点，根据作物特点适当增加质量指标要求。

修改和增加重要病害的健康指标，满足绿色种业发

展的要求；研究探索是否增加部分作物（玉米、水稻

和部分蔬菜）的活力指标要求。健全种子质量标准，

对重要经济作物和常见蔬菜作物，如南瓜、洋葱等，

根据行业需求考虑制定质量指标。

3.3.3　完善检验方法标准　加快推进《规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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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种业发展调研及思考
刘　欢　关秋菊　郜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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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种业安全得到保障，粮食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当前邯郸市种子企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研

发实力和加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企业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不强，种子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种业市场监管缺位等种

种问题限制了邯郸种业的发展，从鼓励企业优化升级、增加科研投入、培育优势品种等方面提出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种业；种子企业；品种；监管

邯郸市是农业大市，常年粮食种植面积 73.3 
万 hm²，据 2018 年统计数字显示，全市小麦种植面

积 37.4 万 hm²，玉米种植面积 39 万 hm²，花生种植

面积 2.8 万 hm²，主要粮油作物面积居全省第一，粮

油作物种子需求量也位居全省首位。2018 年以来，

邯郸市种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下决

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实

施种子质量年活动，种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步

伐加快提速，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

1　邯郸市种业发展现状
1.1　种子经营主体多元　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种

子法》实施以来，邯郸市种子产业形成多种所有制

形式并存的状况。据 2018 年统计数字显示，全市种

子销售门店 2200 余家，持证种子企业 66 家，其中经

营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企业 8 家，经营

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企业 19 家，经营非主要农作

物种子企业 38 家。种业主体呈现出明显多元化的

特征，有改制的股份制种子公司，也有新兴的民营种

子公司等。

1.2　种子研发实力增强　种子研发实力不断增强，

品种选育成效显著。新《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植物新品种的选育

和应用，促进了种业科技创新以及企业自主研发新

品种的积极性，新品种推广速度明显加快，良种覆盖

率显著提升，企业逐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据统

计，截至目前，企业拥有自主产权品种 68 个，其中小

麦 29 个、玉米 34 个、棉花 5 个。

1.3　种子加工能力提高　种子生产加工能力不断

提高，种子质量控制得到加强。拥有种子生产基地

6700hm2，其中玉米制种基地 2700hm2，小麦种子繁

育基地 4000hm2。多个企业承担省、部级小麦、玉米

品种试验，国家棉花品种展示，大学教学实习基地及

建议增加品种真实性和纯度分子检测方法，增加活

力和重要作物严重病害的检测方法。推进各作物

SSR 和 SNP 分子标记技术鉴定作物品种真实性和

纯度的技术规程，对现有存在问题的分子检测技术

标准开展修订，实现所有审定、登记作物都有品种真

实性、品种纯度分子检测标准，以便尽快完成 DNA
指纹数据库的构建，为市场监管执法和品种管理提

供依据。推进种薯种苗检测标准制修订，建议以审

定和登记作物为重点，逐步研究和制定针对种薯种

苗质量指标的检测标准。研制一批田间检验与小区

种植鉴定技术规范，开展田间小区种植鉴定相关程

序标准的制定，加强主要农作物和重要经济作物过

程控制，为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和种子认证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 黎远波．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水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以湖南省

单营村为例．生产力研究，2018（11）：63-66，135

[2] 杜晓伟，周泽宇，胡从久，詹儒林，张力科．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　

加强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种业，2019（4）：1-5

[3] 张力科，晋芳，刘丰泽，任雪贞．强化分子检测技术应用　推进种业

高质量发展．种子，2019，38（1）：141-142

 （收稿日期：2019-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