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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如何选择近似品种和陈述理由
陈　红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摘要：选择近似品种及其理由陈述是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人在填报申请文件和审批机关开展审查时的重点内容，也是影响

植物新品种权审批进程的关键环节。申请人难以选择合适的近似品种以及恰当地陈述理由是当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为避免近似品种选择不合适影响到品种权申请审批进程，本文从植物新品种和近似品种的定义和理解出发，

对如何选择近似品种和恰当地进行理由陈述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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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近似品种及其理由陈述是植物新品种权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文件的重点内容，也是审批机关

审查员重点关注和审查的要件。由于申请人更为熟

悉申请品种的特征特性，审批机关要求申请人在撰

写申请文件时提供一个合适的近似品种供审查员参

考，还要详细地向审批机关陈述近似品种选择的理

由。不少申请人由于不理解近似品种的含义，在实

际操作中难以选择合适的近似品种和进行恰当地理

由陈述，导致放弃品种权申请或因近似品种选择不

合适贻误申请审批进程。本文从植物新品种和近似

品种的定义和理解出发，对如何选择近似品种和恰

当地进行理由陈述进行了阐述。

1　植物新品种的定义及理解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二条规定，“植物新品种是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

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

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1]。《条例》

对植物新品种的定义，需要着重理解以下 3 点。

（1）定义包含了植物新品种的主要授权条件，

即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植

物品种权审批机关主要审查申请品种是否符合上述

5 个条件从而决定是否授权。当然植物新品种的授

权条件还包括申请品种种类应在审批机关公布的植

物新品种保护名录范围内，应当履行相关申请程序，

申请品种不应是有害生物等条件。

（2）不但要对人工培育的植物新品种进行保

护，还可以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所形成的植

物品种进行保护。对于人工培育的品种加以保护，

大家是不难理解的，这也是植物新品种产生的主要

方式。如利用国外某优良品种与某地方品种杂交后

选育出的品种符合授权条件就可以申请品种权。甚

至直接利用他人授权品种实质性派生出的品种——

实质性派生品种也可以申请品种权。如利用航天育

种、辐射诱变、转基因、连续回交、系统选育等育种手

段，在别人授权品种基础上简单改造但符合授权条

件的品种株也可以获得品种权。

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于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

发所形成的品种可以申请品种权。仅仅是“发现”

（Discover）是远远不够的，如在野外仅仅发现一株

野生葡萄，未经“开发”（Development）是不能获得

品种权的。在“发现”的前提下进一步加以“开发”，

可以为人类所利用，这时候就可以申请品种权了。

“开发”在《条例》中没有明确定义，但应当包括驯

化、嫁接、对品种特征特性观察记载等行为。例如，

“红阳”猕猴桃品种就是育种家在野生猕猴桃资源

调查中发现的，后经过嫁接繁殖选育，并对其生长习

性和特征特性等进行观察记载，探索了相关栽培技

术等，能够被人类推广应用，对该野生资源赋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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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智力劳动成果，这样所形成的新品种就可以申

请品种权了。

（3）对育种者的界定不仅仅包括专门从事育种

工作的人员。植物新品种权，也称为育种者权利。

从对植物新品种定义上来讲，植物新品种的育种者

不仅仅包括专门从事育种工作的人员，也包括农民、

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都可能成为育种者。辽宁省

某教师在修建自家房屋过程中发现一株桃树变异

株，特别晚熟和抗寒，后经嫁接繁殖、观察记载等一

系列智力劳动，所培育成的品种不同于现有品种，后

来申请并获得了品种权。新疆某农民从繁育的苹果

树苗中发现一株果肉红色、叶片红色、枝干红色的变

异植株，经嫁接繁殖、观察记载等智力劳动，后来也

申请了品种权保护。上述例子中，不管是猕猴桃专

业育种家，还是跟育种没有多大联系的人民教师，或

者是农民都可以成为育种者；而且不仅仅是个人，还

可以是单位，包括公共科研机构、公司、大学等都可

以对经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

所形成的品种申请品种权保护。

2　近似品种的定义及理解
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一条，近似品种是指在所有已知植物品种中，相

关特征或者特性与申请品种最为相似的品种 [2]。其

中，已知植物品种，包括品种权申请初审合格公告、

通过品种审定或者已推广应用的品种，或者在公开

刊物上对其特征特性进行详细描述的品种。

审批机关在判定特异性时应当与特征特性最相

近似的公知公用品种即近似品种作对比，如果与最相

近似品种有显著差异，就表明申请品种具备特异性。

否则，申请品种不具备特异性。因此筛选并确定一个

与申请品种特征特性最为相似的近似品种是植物品

种权审批机关判断申请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是否具

备授权条件的关键内容，也是审批机关的重点和难点

工作。从这点来看，筛选近似品种应是审批机关的工

作范围。但是由于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相对落后，特别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数据库

尚待完善，鉴于申请人最为熟悉申请品种的特征特

性，审批机关要求申请人先选择一个尽可能合适的近

似品种，并依据该近似品种描述申请品种的特异性。

虽然申请人选择的近似品种对于审批机关只是参考，

但选择的近似品种是否合适，对于申请人是否快速获

得品种权影响很大。筛选近似品种是申请人在品种

权申请及文件撰写准备中的关键步骤。

但是，理论上的近似品种和田间测试所要求的

近似品种是不同的。比如，尽管从数据库中查询到

水稻杂交稻保持系与其不育系特征特性表现相对最

为接近，但是由于品种类型不一致，不需要田间测试

就可以判定其育性差别明显，选择其保持系作为不

育系的近似品种在田间测试时就没有多大必要性。

3　如何选择近似品种
由于申请人对已知品种了解范围和占有量有

限，在实践中是很难选择出与申请品种“特征特性

最为相似”的近似品种的。如果收集的已知品种数

量有限，审批机关选择近似品种进而判定申请品种

是否具备特异性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或者从操作层面来看，所谓的“近似”

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那么，申请人在申请品种权时

应当如何选择相对更为近似的品种呢？

首先，从选择的对象范围来看，应当属于公知

公用品种。近似品种应当从品种权申请初审合格公

告、通过品种审定或者已推广应用，或者其品种特征

特性已有详细描述的已知品种中选择，同时也应考

虑到其繁殖材料在测试时能够获得。近似品种不为

人所知，只有申请人了解或只有申请人掌握其繁殖

材料，进行特异性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如与申请品

种同时选育出的姊妹系，没有通过品种审定，也没有

申请品种保护，更没有推广应用，虽然特征特性与申

请品种最为相似，其繁殖材料也可以获得，但只有申

请人才对其有“发言权”，公众不一定认可，所以不

能将非公知公用的品种作为近似品种。虽然申请人

知道某已知品种可能是最为近似品种，但其繁殖材

料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不能获得，由于没法安排与

申请品种“一对一并排测试”，所以也没有必要选择

这类品种作为近似品种。

其次，从品种类型上来讲，除了特殊情况外，选

择的近似品种应与申请品种的品种类型一致。申请

品种是两系杂交稻，近似品种也应当从两系杂交稻

品种中去选择；申请品种是常规种，近似品种也应是

常规种。当然，如果申请品种是一种新的品种类型，

如某育种家育成了第 1 个三系小麦不育系要申请新

品种保护，从其他的已知品种或资源中找不到小麦

三系不育系，这时候就只能从现有的非三系不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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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品种中去选择，但是需要对此情况进行说明。

有时尽管特征特性与申请品种最为相似，但不一定

能作为近似品种。比如，三系不育系与其保持系特

征特性最为接近，但我们不能选择其保持系来作为

近似品种，因为两者明显在育性上就有差别，通过阅

读文件就知道具备特异性，审批机关没有必要再将

其作为近似品种与申请品种并排，劳神费力地对其

进行 DUS 测试。

再次，可以从血缘关系考虑。一般来说，血缘关

系越近，两个品种的相似程度越大。依据血缘法进

行描述时，要从父（母）本育种来源进行追溯。如在

选择某申请品种为杂交水稻品种的近似品种时，可

以考虑：先在相同母本的情况下，找出父本血缘更为

相近的杂交稻品种，或者在相同父本的情况下，找出

母本血缘关系最为相近的杂交稻品种。再如，通过

对某审定品种系统选育而成的新品种，就可以直接

选择其亲本，即该审定品种作为近似品种。

最后，从熟期来看，为便于观察测试特异性和

对特异性状对比照相，选择的近似品种最好要与申

请品种熟期大体一致。例如，当申请品种还是花骨

朵时，另外一个品种的花快要凋谢了，而对比性状又

体现在花朵上，由于两者熟期相差太远，没法对比

同一时期两者在花颜色、花形状、花姿态等方面的性

状。当然，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性状对比在其他方

面无明显差异，而主要表现在熟期的例外。

特征特性与申请品种最相似的同父异母或同

母异父的姊妹系，通过系统选育、诱变育种和分子辅

助选择等育种手段仅被改变了个别性状的原始亲本

材料均可以作为申请品种的近似品种。必须强调的

是，所选的已知品种与申请品种虽无血缘关系，但两

者在大多数主要外观形态特征上的表现相对最为接

近，这时的已知品种应当被视为近似品种 [3]。

4　如何陈述近似品种选择理由
“选择的近似品种及理由”在品种权申请文件中

是审查员审查的一个重点部分。由于申请人更为熟

悉申请品种的特征特性，品种保护办公室要求申请人

在撰写申请文件时要提供一个近似品种供审查员参

考。近似品种是与申请品种特征特性最为相似的已

知植物品种。申请人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要详细地

陈述近似品种选择的理由。申请人可以结合品种类

型、血缘关系、熟期和外观农艺性状等来陈述选择近

似品种的理由。下面举 3 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如何选

择近似品种和如何对选择近似品种的理由进行陈述。

例一，扬两优 6 号在申请品种权时，可以选择

丰两优一号作为近似品种。选择近似品种的理由可

以描述为：丰两优一号已经通过安徽省、河南省、湖

北省、江西省和国家品种审定，审定编号分别为：皖

审稻 03010370、豫审稻 2004001、鄂审稻 2004005、
赣审稻 2005086、国审稻 2005035。本申请品种扬两

优 6 号亲本组合为广占 63-4S× 扬稻 6 号，丰两优

一号的亲本组合为广占 63S× 扬稻 6 号。扬两优 6
号的母本广占 63-4S 与丰两优一号的母本广占 63S
是姊妹系，父本又同为扬稻 6 号，两者血缘关系最为

接近。在经田间农艺性状观测时表明，两者在特征

特性表现方面也非常相似，熟期也很接近。所以本

申请品种选择丰两优一号作为近似品种。

例二，中优 85 在申请品种权时，可以选择中优

527 作为近似品种。选择近似品种的理由可以描述

为：中优 527 已经推广应用多年，属于已知品种。本

申请品种中优 85 亲本组合为中 9A× 蒲恢 85，而蒲

恢 85 是对蜀恢 527 进行改造后育成的。中优 527
的亲本组合为中 9A× 蜀恢 527。两者母本同为中

9A，父本血缘关系最为接近，所以两者血缘关系最

为接近。经田间检测，两者在田间农艺性状方面表

现最为近似，熟期也很相近。所以选择中优 527 作

为本申请品种的近似品种。

例三，广占 63-4S 在申请品种权时，可以选择广

占 63S 作为近似品种。选择近似品种的理由可以描

述为：广占 63S 已初步审查合格并公告，品种权申请

公告号为 CNA000094E，为已知品种。广占 63-4S
是由广占 63S 变异株通过系统选育而成的，两者血

缘关系最为接近。经田间检测，两者在田间农艺性

状方面表现最为近似。所以选择广占 63S 作为本申

请品种的近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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