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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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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探讨，以及对衡阳市开展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中

的试验设计、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做法进行梳理，总结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经验，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

该项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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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要求各级

农业主管部门要依法理顺农业主管部门的种子管

理职能，实现种业监管由事前许可为主向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服务转变。为更好履行职责，衡阳市扎实

开展了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以“推进依

法治种、保障用种安全、建设现代种业”为目标，按

照“强监管、优服务、促发展”的总体思路，建立健全

省、市、县、乡“四位一体”的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

价体系，完善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机制与安全

预警机制，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严重缺陷

的、种性严重退化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的品种停止

推广及撤销审定提供实践检验依据；筛选出一批适

应在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条件下种植的丰产稳产、抗

逆性好、适应性强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保障农业

生产用种安全。

1　 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1.1　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的必要性　2016 年

新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后，我国

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办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和《农业

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完善品种试验审定工作的通知》

陆续出台，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登记、市场准入、

品种推广等各个环节更加科学化和市场化，品种试

验渠道得到了扩展，不同省级审定品种可以通过同

一适宜生态区进行引种备案与销售，种子企业和科

研单位自主性得到明显增强，农作物品种审定和登

记数量显著增加。随着种子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出

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品种试验渠道的多样化，导

致品种既可以参加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持的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也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企业联

合体等方式进行，种子企业和科研院所通过审定推

向市场的品种数量大增，但由于人力、经费所限，农

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布点相对较少、试验

年限相对较短，不可能将品种特征特性充分表现出

来，如遇到极端天气，审定的品种可能因为自身的缺

陷造成减产、减收，甚至绝收，种子管理部门对新审

定的品种在当地种植有无安全隐患心中无底 [1]。二

是由于新品种利润往往较高，种子经营户受利益的

驱动，在不了解新品种主要性状的情况下大量销售

新品种，甚至部分种子经营户擅自引进销售未经审

定或者虽经审定但适宜种植区域不包括当地的新品

种，加大了品种种植风险。三是广大农户掌握的种

子知识和信息有限，面对数量众多的新品种，往往无

从选择，部分农民由于盲目听信不法种子经销户误

导而上当受骗，从而导致因品种安全问题引发的种

子投诉和上访事件明显增多 [1]。

1.2　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的重要性　农作物

品种安全关系到农村和谐稳定、农业可持续发展、国

民经济良好运行，因而对农作物品种进行安全跟踪

评价是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当地种子管

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一是通过农作物品种安全

跟踪评价试验，掌握农作物品种在当地种植表现的

第一手资料，可以科学、公正、客观地评价品种，确定

当地的主推品种、风险提示品种和建议淘汰不适宜

种植的品种。二是由于地理、气候的差异，农民种植

的习惯、播种时期等大不相同，同一品种在不同地

区的表现相差较大，各地对品种要求不一致，开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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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安全跟踪评价，考察品种在当地的适应性、稳定

性、特异性、丰产性、抗逆性、商品性等基本性状，防

止品种种植安全事件的发生 [2]。

2　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的具体做法
2017 年按照《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

与新品种展示示范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市实

际情况，衡阳市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农作物

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

2.1　试验设计

2.1.1　安全跟踪评价农作物种类与品种范围　以水

稻、玉米为主。品种范围为在本区域备案的主要农

作物品种，对通过国审、省审或通过同一生态区引种

且从未在本地区种植的新品种，纳入新品种展示示

范试验安全跟踪评价范围，对已在本区域推广的品

种纳入大田调查安全跟踪评价范围。

2.1.2　安全跟踪评价内容　对同一个品种安全跟踪

评价时间不少于 5 年。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对本

区域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开展安全跟踪评价。对

品种的生育期、产量、抗性（稻瘟病、稻曲病、倒伏性

等）、适应性（对低温、高温等极端天气的适应力）等

特征特性进行观察记载和跟踪评价。

2.1.3　安全跟踪评价调查方式　定点调查　各县市

区根据生态类型、耕作制度、栽培条件、病虫害发生

规律等实际情况，在辖区内选择若干个乡镇（一般

不少于 5 个）设立品种安全跟踪评价调查点，每点

系统调查品种数量占对应乡镇种植品种总数的 80%
以上。委托技术力量较强的乡镇农技站、农业专业

合作社等主体开展定点调查工作，通过定点系统调

查，及时发现存在重大缺陷的品种。走访调查　 
在作物生长发育关键时期或异常气候发生时段，各

县市区种子管理部门对系统调查点以外的区域实

地考察品种表现，广泛听取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农户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大田生产上

存在重大缺陷的品种。专家调查　对在定点调查、

走访调查中发现的存在不可克服严重缺陷的、种性

严重退化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的品种，由各县市区

组织种子、粮油、植保、栽培、推广等方面的专家进行

田间现场考察评价，对品种在丰产性、稳产性、抗病

性、抗逆性、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作出客观

评价，形成专家现场考察评价书面意见。

2.1.4　任务分工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要根据省、市

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实施方案，科学组织实施。根据当地的生态特

征与气候条件建立水稻、玉米品种安全跟踪评价与

新品种展示示范试验基地；在辖区内设立不少于 5
个农作物品种安全评价信息采集点；建立品种安全

跟踪评价档案与农作物敏感期灾害性气象档案；按

要求做好观察记载；组织相关专家对品种进行评价；

搜集整理信息采集点的相关数据，将试验数据及相

关信息及时上报。

市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农作物品种

安全跟踪评价技术方案的制定，对参试的农作物品

种按划分的不同生态区进行统一布局；加强对本辖

区跟踪评价项目督查；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参试

品种进行评价；对本辖区各个参试点数据和材料进

行收集汇总，上报省种子管理处。

2.1.5　组织方式　严格按照湘财农指 [2016]199 号

文件要求，因地制宜确定组织方式，既可以采取先服

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也

可以采取农业主管部门直接办点的方式，或者两者

结合，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2　相关要求

2.2.1　试验基地的相关要求　选址要求　交通便

利，排灌方便，田园化质量较高，肥力水平中等偏上

且均匀。试验技术要求　展示示范不设重复，参试

品种随机排列。每个展示品种种植 0.013hm2（0.2 亩）

以上，每个示范品种种植 0.67hm2（10 亩）以上。同

熟期的展示品种应种植在同一田块，全区收获计产，

四周需设置不少于 5 行的保护行且种植对应品种。

栽插密度和对照品种与区试相同，也可以按照当地

普遍采用的其他种植方式（如抛秧等）。播种量、播

种期参照当地生产习惯。栽培管理　一般按当地生

产习惯。施肥水平与当地生产水平相当，不使用植

物生长调节剂，全生育阶段注意病虫害防治，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鸟、鼠、禽、畜等危害，每项田间管理措施

和测定宜在同一天内完成 [3]。试验记载　按照《湖

南省水稻品种安全跟踪评价项目及观察记载标准》

规定进行调查记载。

2.2.2　信息采集点的相关要求　合理布点　信息采

集点要具有代表性，气候、土肥条件、栽培习惯与同

区域一致。科学管理　采集点种植者要有一定的栽

作管理水平，尽量减少人为的失误。规范记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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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点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观察记载。

2.3　成果应用　县级种子管理部门根据农作物品

种安全跟踪评价与新品种展示示范的结果，将发现

有缺陷的、种性退化的品种信息及时向种子企业和

上级主管部门反馈；及时组织企业、种子经营者和使

用者到基地现场观摩，推进“农企对接”，实现“看禾

订种”，引导农民科学用种。

市级种子管理部门根据本辖区各参试点数据

出具的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报告，根据农作物

品种安全跟踪评价与新品种展示示范成果向全市推

广一批丰产稳产、抗性好、适应性强的新品种；对部

分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缺陷的品种向相关单位提

出预警；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严重缺陷和

种性严重退化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的品种及时向省

级种子管理部门提出撤销审定建议。

3　开展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的经验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各县市区都成立由农业

局（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

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确保了领导到位、责任到人、措

施到田。二是科学制定方案。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做到了生态区域划

分科学，点面布局合理，技术措施精细。三是经费

保障有力。各县市区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经

费从省财政厅下达的“中央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

助资金”中列支，2017 年全市共落实农作物品种安

全跟踪评价与新品种展示示范经费 320 万元。四

是工作措施到位。加强了对参与农作物品种安全

跟踪评价工作人员的培训，对各项技术操作规范、

试验实施流程、调查方法、表格记载、数据整理上报

作了明确规定，做到了记载科学，数据真实，评价 
客观。

4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4.1　工作经验不够　2017 年是本市开展农作物品

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的第 1 年，有些县市区对具体

要干什么不知道，干了什么也不清楚，导致此项工作

的成果运用不理想。

4.2　技术力量薄弱　由于衡阳市县级种子管理部

门人员多为原种子公司人员，这几年几乎没进新人，

导致人员队伍年龄偏大，新技术、新知识掌握不够，

开展工作创新性不足，上报数据质量不高。

4.3　意识不到位　个别县市领导不重视农作物品

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开展这项工作只是为了争取

项目资金，没意识到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

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也是本职工作的基本事。

5　几点建议
5.1　进一步完善农作物跟踪评价方案，科学制定评

价项目和标准　要根据《种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科学制定品种跟踪评价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

审定的品种进行跟踪评价，建立可进可出的品种管

理机制。在工作中要将农作物品种安全跟踪评价与

新品种展示示范有机结合，加强对新品种的安全性

评价，重点针对新品种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开展风险

评估，准确掌握新品种在各地生产中的表现情况，及

时发现品种的缺点和缺陷，对明显存在种植风险的

品种要坚决退出。

5.2　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快省市县

乡四级跟踪评价体系建设　人才是各项工作正常开

展的基本保证，市、县种子管理部门要通过引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加大人才的培养，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强、

理论知识高、新知识新技术掌握灵活的符合农作物

品种安全跟踪评价工作的新型人才。省级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要加快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支持和技术指

导力度，构建省市县乡四级跟踪评价体系。

5.3　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成果运用　国家将种

业提升为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种子法》要求

种子管理由管种子向管种业、向粮食与经济作物并

重、种子与种苗并重、管理与服务结合转变，各级

种子管理部门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敢于担责，

既要宣传和推广新品种，也要坚决将不适应当地栽

培、具有明显缺陷的品种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退出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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