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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在种子质量检验学诞生和发展的 100 多年

里，作为鉴定品种真实性和测定品种纯度最可靠、准确的唯一方法，

广泛采用于全球种子质量鉴定和种子贸易。即便是现在 DNA 分子检测

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鉴定品种真实性和测定品种纯度最为常

见、准确方法之一。

临沧市种子管理部门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耿马县孟定、孟

简，永德县永康，镇康南伞、、双江勐勐、沧源芒卡等低热坝区开展

杂交水稻种子生产，面积最大每年达 6000 多亩。90 年代初，开始在

临翔、凤庆、云县、永德开展杂交玉米种子生产，面积最大达每年

10000 万多亩。是云南省重要“两杂”种子生产基地，为我省解决当

年“两杂”种子供应不足作出积极贡献。从“两杂”种子生产基地初

建，市种子管理站就利用我市丰富的光、温、水资源优势，在各种子

生产基地，以种子生产片区、制种大户为单位，从中扦取杂交水稻和

杂交玉米种子样品，进行冬、春两季田间小区种植鉴定，鉴定结果应

用于全市农业生产，淘汰质量不合格种子批，种子使我市农业生产安

全得到保障，为实现粮食连年增产，农民增收筑起了第一道防线。2007

年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后，市种子管理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部、省、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要求，每年

结合农作物商品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组织全市种子管理部门开展农作

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工作，并逐年摸索形成一套适宜我市农作物

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范。

2021 年 3月，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种子管理站起草临沧

市地方标准《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项目，获得临

沧市市场监督局立项批准。

（二）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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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种子管理站、临翔区种子管理站等单位共同承担《农作物

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标准制定。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承担任务

李继章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检验 项目主持、经费保障

郑 晔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质量监

督检测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

起草、项目总协调

施新民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检验 项目协调管理

徐其好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种子检验 项目协调管理

梅玉芹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资料汇总

段新华 市种子管理站 助师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王晓孟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田德强 市种子管理站 助师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杨同益 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助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资料编写

赵志仙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马进礼 镇康县种子管理站 副高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杨永华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种子检验 田间试验

董启琴 临翔区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资料编写

白开蕊 临翔区种子管理站 副高 种子检验 纯度鉴定 资料编写

姚才奎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李云龙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王 佳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杨国明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王 静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岩 张 市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毕林富 市种子管理站 副高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张依裳 市种子管理站 助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欧阳怡平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助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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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山 凤庆县种子管理站 农艺师 栽培管理 田间试验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国以民为本，农以种为先，科技兴农，良种先行。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

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

术攻关。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坚决打

好种业翻身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

布实施，种子市场全面放开，经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各种经济形

式的生产经营企业大量涌现，经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营方式五花

八门，经营品种“多、乱、杂”，给农业生产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种子的真假优劣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息息相关，种子质量监督检验

工作作为农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我省尚无把“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单独列为标

准的先例。制定临沧市《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

对我市乃至我省的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标准化规范操作具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1 年 2 月，开始为起草《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

规程》准备工作，临沧市种子管理站组织站内种子检验技术骨干，经

过二次商议讨论后，完成《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

总体框架搭建和初稿。

2021 年 3 月，为进一步提高和规范我市农作物品种田间真实性

鉴定和品种纯度测定行为，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可靠。经市种子管

理站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临沧市地方标准《农作物种子田间

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编写小组，编写小组成员由各相关单位种子

检验和田间试验专家、技术骨干组成。经编写小组反复讨论研究，完



- 4 -

成《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第二稿起草(讨论稿)，

30 日，标准起草单位临沧市种子管理站按照临沧市地方标准修订工

作程序要求，连同《临沧市地方标准修订立项申请书》、《农作物种

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编写说明，请示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同

意后，报请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得到批准，同意立项。

2021 年 3月 31 日，经编写小组反复讨论研究，《农作物种子田

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第三稿完成。

2021 年 4 月 1 日，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农作物种子田间小

区种植鉴定规程征求意见的公告》，同时通过网络、信函等方式，公

开向全省相关行业、种子检验专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截止 4

月 30 日，收到省、其他州市、我市种子检验及相关领域 10位专家反

馈书面意见 33条，其中采纳 16条，未采纳 8条，部份采纳 9 条。

2021 年 5 月初，标准编写小组多次召开会议对各专家作出的修

改意见进行认真细致梳理和论证，对《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技术规程》每个部份内容反复讨论修改，并对附录 B《作物种植鉴定

检验指南》进行增补和完善，力求标准实用、可行。

2021 年 5 月 28 日和 2021 年 6 月 3 日，在临翔区，蚂蚁堆进行

二组，16 个品种的“杂交玉米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试验进行论

证。2021 年 8 月 11 日、8 月 20 日，组织市县两级种子田间检验员进

行鉴定，得到真实可靠的试验结果。

2021 年 8 月，报请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同意，向临沧市地方标准

行政主管部门，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临沧市地方标准技术审

查申请”。

2021 年 9 月 9 日，邀请临沧市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唐忠凤、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李晓君、临沧市农业学校李如飞、临沧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郑家银和沙云、临沧市植保站林兴华、市种子管理站欧润才等，

标准化、育种、栽培、植物保护、种子质量监管等方面专家 7 名，在

市种子管理站五楼会议室，对《作物种子田间种植鉴定技术规程》送

审稿进行会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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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0 日-15 日，编写小组对会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认真梳理和讨论。将名称《作物种子田间种植鉴定规程》修

改为《作物种子田间种植鉴定技术规程》，并对部份内容进行调整和

增补完善，再次送 7 位审查专家确认。27 日再次完成《作物种子田

间种植鉴定技术规程》修改，报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

标准制定立足于临沧农业发展，为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保护广大种子选育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种子市场秩

序实际。通过多年不同作物和不同季节试验总结、论证，具较好的可

操作性和适用性，前瞻性和科学性。

2.准确性

标准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3.规范性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结构、编写规则内容根据以下标准进行：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份：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4.协调性

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要求协调，考虑标准的前瞻性，

结合临沧实际，注重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充分听取各方

面专家的意见，确保标准可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对种业监管、决策、指

导的依据。

（二）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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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6号）。

2《关于做好设区市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质监办标〔2018〕

53 号）和《关于申请设区市地方标准制定权限的批复》（云质监办

标〔2018〕97 号）。

2.国家标准：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份：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GB/T 354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GB 20464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环境

条件、鉴定程序、结果计算、容许差距、结果报告等8个章节。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范围、种植条件、小

区设计、小区管理、鉴定和记录、结果计算与报告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玉米、水稻、小麦、油菜、黄瓜、西红柿等农作物

常规种子、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小区种植鉴定。

2.规范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GB/T 3543《农作

物种子检验规程》、GB 4404 《粮食作物种子》、GB 4407 《经济作

物种子》、GB 16715《瓜菜作物种子》、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

标签通则》。并根据临沧实际进行细化和具体化。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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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 标准样品” 、“封缄”、“品种纯度”、“标注值”、

“品种 ”、“育种家种子”、“非典型植株”进行定义。

4.样品及样品制备

规定样品来源，样品重量最低要求及样品制备的方法和要求。

5.气候条件

对六种作物种植等地的种植区域、海拔范围、播种期、不同季节

种植注意事项作出规定。

6.小区设计与管理

对试验地块选择，小区设计要求、设计方法、小区设计注意事项，

小区种植、肥水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7 鉴定结果计算及判定

纯度鉴定结果表示有非典型株数表示和百分率表示两种方法。国

家标准中种子质量标准规定纯度要求很高（标注值不低于98 %）的种

子，如育种家种子、原种，是否符合要求可利用非典型株表示。大田

用种是否符合要求，用百分率表示。

对于质量符合性检验，在使用 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

通则》7.3.1 b)规则进行质量判定时，检测值与标注值允许执行容许

误差的进行规定。

8.结果报告

田间小区种植鉴定结果除品种纯度外，还宜填报所发现的异作

物、杂草和其他栽培品种的百分率。当结果不可能用百分率表示时，

则可填写关于样品真实性的适当评语。

六、重大分歧处理依据及结果

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建议和意见过程中，部份专家对标准标题

“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规程”提出异议，建议加上“品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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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纯度”“技术”三个词。经编写小组开会讨论，认为“农作

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在种子检验学中，专指“品种真实性”和

“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没有必要在标题中进行强调，最终

决定加入“技术”一词，将标准名称“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规程”修改为“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理由及建议

目前，“国标”和我省没有把“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单独列为标准，根据实际制定临沧市《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技术规程》，对我市乃至我省的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标准化规范操作具

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标准化法》相关条款规定，设区市标准为推荐性标准，故

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地方标准。

八、预期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

通过《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推广应用，避

免质量不合格种子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减少了因农作物种子质量问题

引发的大面积翻种、补种、改种，从而降低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和投入，

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

2.经济效益

据我市种子管理部门调查，种植假劣种子平均产量损失率约为

50%，临沧市 2021 年粮食作物总面积 432.1 万亩，平均产量 240.7 千

克∕亩，以我市粮食作物平均价格 3.2 元∕千克计算，避免农民可能

产生经济损失 384 元∕亩。

属低成本高回报社会公益性项目，农民没有增加任何投入。

3.社会效益：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工作，作为整个农业生产质量安全的“前

控”环节，对加强我市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的种子质量保证意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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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商品种子质量水平。确实保护广大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

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我市在耕种面积逐年减少

的严峻形式下，实现粮食连年增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

和保障。为种子质量评价、种子执法监管、种子认证提供技术支撑。

九、贯彻规程的措施及建议

1、市种子管理站依托耿马勐撒国家农作物种子区域试验站，分

不同阶段对全市种子管理站田间试验、田间鉴定等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

2、依托市农业农村局每年开展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商品种子进行田间小区纯度种植鉴

定。

3、对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在我市生产的农作物种子，实行冬季田

间小区纯度种植鉴定。

4、对上年被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抽检通报涉嫌违法的品种、对曾

经被举报投诉的品种或销售店面、经营户，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品种，

进行田间小区纯度种植鉴定。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农作物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编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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