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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工作

王明湖　蒋　琪　郭焕茹　翟　婧　王　淼
（浙江省宁波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宁波 315010）

摘要：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当前评价水稻种子纯度和真实性最为普及的方法。根据鉴定工作的实践，结合鉴定技术理论

和过程，对做好鉴定工作的关键技术环节和要素作重点分析研究，如鉴定人员、设备设施、场所及标准信息等关键点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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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指为准确掌握

水稻种子质量和品种信息，人为的主动通过田间小

区种植的形式，按照水稻生育期种植要求进行部分

或全生育期种植培养，同时种植目标品种标准对照

样品进行对照鉴定的方式。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评

价种子纯度最为可靠的方法之一，是当前最为方便、

普及的方法，也是当前水稻种子国际贸易、质量纠纷

等的仲裁检验方法。为做好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工作，需要从人员、设备设施、样品、方法和场所等多

方面做好基础准备和建设工作。

1　鉴定人员
鉴定人员的选择是开展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

定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鉴定人员技术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最后的鉴定结果，因此提高鉴定人员的技基金项目： 宁波市科技局农业择优项目（2012C10017）

先推等行为挡在法治的高墙之外。

5.3　建立山西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广泛吸收社会

资本和政府资金共同建立种业发展基金，相对于专

项资金直接支持种业企业、财政支农资金的做法，发

展基金在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和体制创新中更

能形成聚集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5.4　走“请进来和走出去”发展道路　通过购买、审

定、培育明星品种，扩大本省品种市场占有率，提高

利润 [4]。在种子企业向集团化、规模化和国际化发

展的过程中，寻求对外合作，不仅要引进外部资金，

而且要引进先进的科研管理、育种技术，加强育种材

料的交流。

5.5　发展种业电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　2014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全国范围的网上销售困难重重，但省内网上销

售相对容易，可以借助现有的农产品电商如中国农

业联盟、晋农、贡天下等品牌，给农业生产资料的产

销注入活力，提高交易速度，保障农户权益。

5.6　讲服务，树形象，创品牌　农作物种植不仅靠

种子品种，还与栽培技术、管理、施肥等条件密不可

分，因此，技术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数量巨大而分散

的农户对品种的识别能力较差，加上业务员多是为

了提高销量，不注重播种到收获的全程服务，企业形

象未能深入人心，品牌价值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只有处理好服务、形象、品牌三者关系，实现企业、经

销商、种植户之间有效的信息传递，这样才能获得稳

定的市场，实现品牌价值。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

片。山西种业只有牢牢以科研为基础，把握品种优

势，注重优良新品种的培育，在小杂粮种业寻找突破

口，严把质量关，不断强化服务体系，才能提高市场

占有率，立足中国种业，成为种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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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力水平，规范鉴定人员的能力要求，是田间小区

种植鉴定工作的首要条件。

1.1　田间检验员的能力和要求　由于田间小区种

植鉴定的关键技术就是品种特征特性的鉴别，主要

依靠检验员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鉴定，这就对检验员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年保持一定的田间小区鉴定

工作量，掌握良好的技能；熟悉和掌握田间小区鉴定

方法和田间标准、种子生产方法和程序等方面的相

关知识，对被检作物有丰富的知识，知道被检作物品

种的特征特性；具备能依据品种特征特性确认品种

真实性，鉴别种子田杂株并使之量化的能力；具备独

立地报告种子鉴定田状况并作出评价，检验结果对

委托检验机构负责的能力 [1]。田间检验员在对种子

种植小区鉴定时，根据需要还需检验各方给予以下

支持：被检品种有效的品种标准描述；被检种子田的

详细信息；小区种植鉴定的前质量结果；检验所必备

的其他手段和工具。

1.2　鉴定专家库的建设　水稻的田间小区种植鉴

定最后都是要技术专家进行表现性状差别的比较鉴

定，因此鉴定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在鉴定过程中显得

尤为重要。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鉴定专家库，

从有资质的持证田间检验员、育种专家、种子管理、

栽培推广专家中筛选符合条件的人员建立鉴定专

家库，也可以设立规则通过考核的方式产生鉴定专

家库。在需要鉴定的时候，从鉴定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专家参加鉴定，确保鉴定结果准确、可靠、公平、公

正，同时可以适当支付一定的专家费用 [2]。

2　鉴定设备设施
根据水稻品种田间小区种植鉴定过程，分前期

实验室制样备样阶段和后期田间种植鉴定阶段，最

后总结计算，因此涉及的主要设备设施及作用简介

如下。

2.1　实验室设备设施　单管扦样器：用于扦样；双

管扦样器：用于扦样；钟鼎式分样器（中）：用于分

样；横格式分样器（小）：用于分样；低温低湿样品

库：用于样品保存；数粒仪：用于水稻种子数量统计；

电子天平（1/10g）：用于称重；电子天平（1/100g）：用
于称重；检验操作台：用于试验操作；冰箱：用于存放

试剂、样品等；电脑：用于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等；常

规样品柜、药品柜：用于存放试剂。

2.2　田间鉴定相关设备　游标卡尺：用于测量直

径、长度等；尺：用于测量长度；放大镜：用于观察细

微性状；数码相机：用于收集照片信息；标识标牌：用

于标识。

2.3　田间种植设备　水稻大田种植生产所需要的

设施设备，如农机具、仓库等。

3　鉴定样品
鉴定样品是开展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工作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做好鉴定样品的扦样、管理

等工作，是保障鉴定工作顺利开展的第 1 步。

3.1　样品重量　根据 GB/T3543.5-1995《农作物种

子检验规程 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的要求，水稻

种子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样品的重量为 1000g/ 每个

样品 [3]。

3.2　扦样　由于鉴定样品要代表大批种子的质量

和纯度情况，因此要按照科学的扦取才能作为鉴定

检验用的样品，随机取得一个重量适当、有代表性的

供检样品，水稻样品的具体扦样过程可以参照执行

GB/T3543.2-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扦样的原则：种子批要均匀一致，不能存在异

质性；扦样点在种子批各个部位的分布要随机、均

匀；每个扦样点所扦取的初次样品数量要基本一致，

不能有很大差别。

水稻的扦样设备一般可使用单管扦样器，凹槽

向下，以 300°角向上倾斜地插入，直至中心或末端，

再将凹槽反转向上抽出扦样器，从空心手柄中倒出

种子 [4]。

3.3　分样　在水稻样品扦取时、田间试验设置重复

平行时均需要分样。分样方法一般有钟鼎式分样、

横格式分样、四分法分样等，分样一般采用分样器经

多次对分法或抽取递减法分取，其重量必须与规定

重量一致。对重复样品须独立分取，在分取第 1 份

试样后，第 2 份试样或半试样须在送验样品一分为

二的另一部分中分取 [4]。

3.4　样品包装、标识　样品的包装要注意对水稻种

子的保护，避免外部因素影响到种子，一般可采用纸

袋、尼龙袋包装，保持种子袋的透气性。

样品要做到第一时间标识，要具备唯一性、准

确性，并且进行简明扼要的描述。样品标签的模式

要选择正确，一般可以在袋内放置塑料标签，用铅笔

标识，同时在袋外贴纸质标签，标签应隐去样品的生

产单位、委托单位、商标等标志和信息，以符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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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5　样品登记　及时地做好水稻鉴定样品的信息

登记工作，确定样品唯一性编号，登记齐全水稻样品

信息，包括：品种类别、品种名称、生产单位、扦样人

员、时间地点、重量数量、方法标准等。

3.6　样品保存　水稻样品宜于低温干燥条件下贮

藏，贮存于专用且适宜的样品室，由专人管理。样品

应分类存放，确保安全、不污染、不变质，做到物帐相

符，样品库应保持无腐蚀、清洁干燥且通风良好的环

境，有防火、防盗及保密措施，有良好的隔离措施，阻

止无关人员进入，配备符合其要求的设施，同时对存

贮环境加以维持、监控和记录。

4　鉴定技术程序、标准样品库及品种信息
各地区以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名录为依据，研

究适宜当地的水稻品种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并

建立本地的水稻品种信息库和标准样品库，这是开

展水稻种子质量监督和管理必要的基础建设，尤

其是对水稻品种小区种植鉴定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条件。

4.1　鉴定技术程序　GB/T3543.5 国家标准是水稻

品种小区种植鉴定的总体要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

建立适宜当地的水稻品种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

规程一般分为 3 部分：第 1 部分是适宜水稻大部分

品种的鉴定技术总程序，一般包括鉴定的时间、地

点、数量、数据统计等环节；第 2 部分是不同水稻品

种具体技术特点，包括种植的特殊要求、鉴定特征特

性要点、品种其他信息等；第 3 部分是特殊品种和样

品的鉴定技术规程。

4.2　标准样品库　标准对照样品是水稻在小区种

植鉴定过程中最直接和有效的比对方法和手段，建

立标准样品库有助于小区种植鉴定工作快速、正常

开展，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的主栽水稻品种，建立本地

齐备的水稻品种标准样品库 [2]。

标准样品分为 2 类：第 1 类叫标准核准样品，

它是品种审定（登记）或品种保护管理机构掌握的

官方标准样品，主要用于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测试的对照材料。第 2 类叫标准样品，它是种子

认证机构和检验机构作为前控和后控对照的官方标

准，来判定种子样品的品种真实性，这类样品由认证

机构保持，其需要量较前一类要大得多 [1]。

标准样品的管理主要包括来源、确认和保存 

3 个方面。来源　标准样品可以从育种者或其代理

机构获取，但最好是由育种家提供。标准样品应尽

可能代表品种原有的特征特性，与官方认可的样品

没有显著差异。确认　标准样品在使用前应经品种

审定机构或种子认证和检验机构的官方认可，一般

采用育种家种子批。保存　标准样品的数量应尽可

能多，以便能使用多年，并在低温干燥条件下贮藏

（<15℃、无虫，最好 0℃）。当标准样品的发芽率开

始下降或标准样品库存较少时，应及时更新，并进行

新旧标准样品的比较。对于杂交种，同时应保存和

使用组成该组合的自交系和亲本组合 [1]。

4.3　品种信息库　根据各地区水稻品种情况的不

同，应建设齐全的水稻品种信息库，信息应包括每个

品种的品种名称、生产单位、主要经销商、联系方式、

主栽区域和季节、栽培技术要点、品种特征特性、鉴

定技术程序和要点等。品种信息库可以与标准样品

库一起建设，一一对应 [2]。

5　鉴定场所
根据鉴定的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的鉴定种植模

式，一般分为当地同季种植鉴定（大田）、当地异季

种植鉴定（大棚或温室）和异地种植鉴定（海南） 
3 种模式，批量鉴定一般以海南种植鉴定为主，临时

应急的以当地异季种植鉴定（大棚或温室）为主。

因此场所的建设可以分为当地水稻品种鉴定圃和海

南异地品种鉴定水稻圃，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同时建

设当地和异地的水稻小区种植鉴定圃。根据 GB/T 
3543.5 国家标准的要求，在选择田块时要选择气候

条件适宜、土壤均匀、肥力一致、前茬无同类作物和

杂草的田块，不能选耕层浅、土壤偏沙、偏酸、缺素、

渍水、冷浸、有毒质及僵苗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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