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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引种工作回顾及发展建议
刘桂珍　冉午玲　周新保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郑州 450002）

摘要：河南省从 2002 年开始开展引种工作，随着农业生产和政策的变化，品种管理政策和办法不断调整，引种工作也不断

在改进和完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引种管理办法和措施。到 2018 年，河南省共引种主要农作物品种 932 个，小麦 118 个、油菜

7 个、玉米 476 个、水稻 222 个、大豆 57 个、棉花 43 个、花生 7 个、西瓜 2 个。引进的表现突出、综合性状好的品种如玉米品种

蠡玉 16、隆平 206，小麦品种西农 979、衡观 35，大豆品种中黄 13，在河南省推广多年，为河南省农业提质增效，实现由数量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作出了突出贡献，引种工作成效显著。对在引种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引进品种良莠不齐、同质类型品种多

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对引进品种筛选工作，加强对引种品种抗病试验管理，加强引种品种宣传工作，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

等建议，以确保引种工作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引种可以起到快速有效地解决生产发展需要优良新品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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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

《种子法》）出台之前，为了满足生产需要，河南省引

育结合，引进了一批小麦、玉米、水稻、西瓜等优良

新品种 75 个，如玉米品种丹玉 13、小麦品种矮丰 3
号、小偃 4 号、陕农 7859、徐州 21 等。《种子法》出

台之后，根据第十六条“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属

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引

种”的规定，河南省从 2002 年开始开展主要农作物

品种的引种工作。随着农业生产和政策的变化，品

种管理政策和办法不断调整，引种工作也不断在改

进和完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引种管理办法和措施。

从开始引种到 2018 年河南省共引种主要农作物品

种 932 个，包括小麦品种 118 个、油菜品种 7 个、玉

米品种 476 个、水稻品种 222 个、大豆品种 57 个、

棉花品种 43 个、花生品种 7 个、西瓜品种 2 个。其

中 2014 年之前共引进 271 个品种，占引种总数的

29.0% ；2016-2018 年共引进 661 个品种，占引种总

数的 71.0%。同一生态区新品种引进工作，缩短了

试验时间，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地方封锁，填补了特殊

区域特殊品种短缺问题，促进了省际间种质资源和

信息的交流共享，节省了引种单位的试验和推广成

本，加快了优良新品种在生产上的推广和利用。

1　引种工作的必要性
引种是指把外地或国外的新作物、新品种或品

系，以及研究用的遗传材料引入当地。狭义的引种

是指生产性引种，即引入能供生产上推广栽培的优

良品种。这项工作虽然并不创造新品种，但却是解

决生产发展迫切需要新品种的迅速有效的途径 [1]。

科学合理地引进品种，一是增加市场上品种的数量，

给群众选择品种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利于种植业

结构调整，填补河南省市场上对特用类型品种的需

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三是通过引

进品种加速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河南省种子企业、科

研育种队伍在竞争中得到锻炼、发展和壮大；四是通

过引种加速企业间信息交流，拓宽育种资源的渠道，

增加河南省种质资源库容，利于河南省品种选育水

平的提高。

进入 21 世纪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

同期，我国第一部《种子法》于 2000 年颁布实施，全

国种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主要农作物品种经营由

国营企业独家经营转为多渠道经营，品种选育由科

研单位为主呈多元化育种新格局，种业公司如雨后

春笋般成立。按照《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

推广前要经过审定程序，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的

品种不得推广。按照审定程序，一个新品种从试验

到审定，整个过程至少 5 年以上，而大量的种子企业

成立，起步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品种，

如果通过审定获得品种，从时间上满足不了企业发

展需求，最快捷的途径是从周边省份引进适宜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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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的品种，可以说从 2002 年始引种工作纳入品种

管理快速发展轨道。2002 年河南省开展引种工作

以来，先后引进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等主要

农作物品种 857 个，为全省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加

快农业生产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作出了突出贡献。

2　引种工作的可行性 
 从技术说引种能否成功，决定于引种地区与原

产地区的生态条件差异程度，差异越小引种越容易

成功。所以引种时需要考虑的生态条件包括：气温、

日照、纬度、海拔、土壤及栽培技术水平等，其中气温

和日照长度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纬度和海拔则与气

温和日照长度密切相关。河南省北部与河北的邯郸

接壤，东部与山东的菏泽，东南与安徽的亳州、江苏

的宿州接壤，南部与安徽的六安、阜阳接壤，西部与

山西的运城、陕西的渭南接壤，这些地区不属于同一

行政区，但气候和生态环境接近，农业种植习惯和栽

培条件接近，历史上有互换引种传统，有许多成功引

种的例子，如 20 世纪 80 年代河南省曾引进陕西省

小麦品种西安 8 号、江苏小麦品种徐州 21、河北小

麦品种冀 5418 等，并且在全省大面积推广；玉米曾

引种辽宁省品种丹玉 13，山东省品种掖单 2 号、掖

单 12、掖单 13 号等，这些在 80-90 年代曾是河南省

玉米主导品种；水稻品种引进更多，如汕优 63、扬稻

1 号、D 优 68、Ⅱ优 838 等，目前河南省南部推广应

用的水稻品种 80% 以上为省外引进品种。适当合

理的引种，可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促进农业种

植业结构调整。

3　引种工作政策依据
2000 年《种子法》第十六条规定，“相邻省、自治

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经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可以引种”。国家首先在法律上支持引种行

为。依据《种子法》和农业部相关规定，2002 年河南

省制定了《相邻省已审品种引种管理事项》，对引种

工作做了 6 条规定，第 1 条：引种品种应是邻近省份

审定通过的、适宜河南省相同生态类型区推广种植

的、增产显著并具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品种；第 2 条：

引种单位或个人应在河南省境内具有经常住所，对

授权品种引种应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经营其

种子时应具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资格；第 3 条：申

请引种的单位或个人应向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公室申报并填写《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引种申请书》，

出具品种审定证书（邻近省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颁发）、抗性鉴定证书、品质分析证书、植物检疫证

明及河南省内相关区域的品种试验结果等；第 4 条：

省品审办应及时组织专家组（品审会专业组和有关

专家）对申请品种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利用意见，省

种子管理站据此签署意见后报省农业厅履行批准引

种手续；第 5 条：引种单位或个人不得改变原品种名

称，不得超越指定区域推广；第 6 条：引种过程中发

现不宜继续推广使用的，省种子管理站及时报省农

业厅批准，中止使用。为了进一步规范引种，便于实

施和增加引种管理的可操作性，在广泛征求各方面

意见基础上，于 2003 年 2 月制定了相邻省已审品种

引种实施细则，对引种申报材料、引种单位的资质、

引种试验面积点数、专家考察意见表都提出了具体

的细化要求。

2003-2006 年河南先后引进了 7 批次 126 品种，

经过 3 年多运作，在实践中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需

要对引种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征求种子管理部

门、科研单位和有关种子企业意见基础上，经农业厅

批准，2006 年 12 月出台了《河南省相邻省已审品种

引种实施细则》修订稿，在原规定的基础上作了进

一步细化，体现在 5 个方面：一是引种品种的审定时

间进行了具体规定，引种品种应是相邻省份近 3 年

来审定的、适宜河南省相同生态类型区推广种植的

新品种；二是引种试验时间由 1 年调整为 2 年，从时

间上检验品种的安全性；三是对品种丰产性检验，试

验点数不少于 8~10 个，每品种面积不小于 200m2，

与同类作物生产试验的面积相当；四是引种试验与

省试验相接轨，采取参试品种密码编号，核心点公

开，其余试点封闭运行的方式，保证试验的公正性；

五是发挥专家现场考察作用，现场考察中对不适宜

引种的品种一票否决。

4　引种工作改革与发展
2016 年新《种子法》实施，同年农业部对《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进行修订发布，按照国务院

“放管服”要求，对引种工作作了新规定，一是引种

区域扩大，引种品种应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

的品种，改变了以前只有相邻省份的品种可以引种；

二是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引种者按规定填写引种

信息，完成规定程序备案即可；三是试验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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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者只须提供应当在拟引种区域开展不少于 1 年

的适应性、抗病性试验结果；四是引种实行承诺制，

引种者自行安排引种试验，对品种的真实性、安全性

和适应性负责。

2016 年河南省发布《关于开展同一适宜生态区

品种引种备案工作的通知》，在国家引种规定的基础

上，结合省情做了一些完善和补充，一是引种者为品

种选育单位或具有引种作物生产经营资质的种子企

业，引种作物指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棉花。二是

引种品种应是通过省级审定，有一定利用价值或特

殊用途并且尚未撤销审定的品种；引种区域的划分，

按照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审

定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的通知（国品审 [2016]1号）》

规定执行。三是引种者应当在拟引种区域内开展不

少于 1 年的适应性、抗病性试验，对品种的真实性、

安全性和适应性负责。四是小麦、玉米品种适应性

试验点不得少于 10 个，引种水稻、大豆、棉花适应性

试验点不少于 5 个。五是抗病性试验不少于 1 年，

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承担，鉴定项目

按照引种作物所对应的河南省农作物相应组别品种

区域试验实施方案确定。六是申请备案时应提供引

种备案申请表、审定证书、书面授权书、承诺书、田间

照片、试验结果等相关材料。

自开展引种工作以来，引种工作经历了由审批

到备案，试验程序由繁至简，试验时间由长到短，引

种数量由少到多的过程，实现了从理念到体制的深

刻变革，体现了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激发市场

活力的要求。引种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 1 阶

段为 2002-2014 年，为稳步引种发展阶段，共引进

主要农作物品种 196 个，年平均引进品种 16.3 个，

引种企业主要是河南省种子企业，引种试验标准基

本上按照审定标准进行把关，程序上采用引种者申

请→资格审查→布点试验→专家考察→结果审查→

政府公告的形式，由于整个过程是基本上按照审定

程序进行的，相对来说把关较严，引种较为慎重，引

种数量控制较紧，特别 2011 年国家种子管理局在品

种审定上提出精品战略，减少同质化品种，审大品种

和突破性品种为主，因此，河南省这一时期凡是没有

突破性、抗逆性和特殊用途的品种一般不再引进。

第 2 阶段为 2016 年至今，为快速引种发展阶

段，2 年半时间河南省共引进主要农作物品种 5 批

次 661 个，年平均引进品进 264.4 个。2016 年新《种

子法》实施，按照国务院放管服的要求，放宽品种引

种备案条件，对于通过省级审定、属于同一适宜生态

区的农作物品种，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2]，程序上采

用企业试验布点→结果汇总→专家材料审查→政府

备案，企业为引种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引种工

作由审批改为备案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引种积极

性，不但本省企业引种，周边省份企业也纷纷加入引

种队伍，每年申请引种数量超过 400 多个，引种备案

速度加快，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对品种的需要，种子

市场呈饱和状态。

5　引种工作成效显著
自 2002 年开展引种工作以来，河南省共引进主

要农作物品种 857 个，小麦 107 个、油菜 4 个、玉米

465 个、水稻 200 个、大豆 55 个、棉花 24 个、花生 2
个。引进的品种中不乏有表现突出、综合性状好的

品种，这些优良品种的推广为河南省农业提质增效，

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9 年引进的玉米品种隆平 206 属中密度、

中穗品种，品质一般，抗倒性、抗病性较好，主要在

濮阳、驻马店、许昌、新乡等地市种植，2016 年推广

面积达到 16.53 万 hm2，2014-2018 年居河南省玉

米种植面积前 7 位，2010 年推广至今累计推广面积

73.33 多万 hm2；蠡玉 16 属中低密度、中大穗品种，

在河南省豫东南部面积较大，因抗性好，自 2006 年

引进河南省以来，累计在河南省推广 128 万 hm2，

2012-2014 年每年种植面积超过 16.67 万 hm2，居当

年玉米种植面积的前 5 位。这两个品种目前仍在河

南省种植，对稳定河南省的玉米面积和产量起了非

常重要作用。

1990 年末期，河南省棉花棉铃虫爆发，国外抗

虫棉大量涌入，国内转基因抗虫棉研发、引进和种

植越发迫切，河南省当时是主要棉区，引进外省的

抗虫杂交棉品种也势在必行。2003 年河南地神种

业有限公司引进的抗虫棉鲁棉研 15，郑州国欣种子

有限公司引进的抗虫棉 GK95-1 极大缓解了河南省

生产上对抗虫棉的需求。1995 年以来河南省豫南

籼稻区先后从安徽、四川、江苏、湖南、湖北、福建等

地引进优质高产杂交稻品种，经过反复试验、筛选

出适合豫南稻区种植并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有冈优

527、冈优 725、II 优 838、两优培九、粤优 938、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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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1 号、丰两优 4 号等，其中 II 优 838 从 2001 年在

信阳地区种植，到 2010 年累计推广面积 60 万 hm2，

2001-2005 年种植面积一直居豫南籼稻推广品种

的前两名，2001 年面积到 10 万 hm2，占当时籼稻总

种植面积的 20% ；冈优 725 适应性较广、成熟落色

好，从 2000 年推广至今在罗山以西仍有一定面积

种植。河南省先后引进了一批优质麦品种，如藁优

9415、烟农 19、师栾 02-1、洲元 9369、舜麦 1718、藁
优 2018、西农 979、衡观 35 等，河北旱作所培育的衡

观 35 号从 2007-2015 年间在河南省南阳及信阳的

罗山县、息县、淮滨县等中北部麦区成为主导品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优质麦西农 979 自引种

以来累计在河南省推广面积达 333.33 多万 hm2，成

为河南省南部麦区的主导品种，2018 年荣获“大北

农科技奖植物育种奖”。通过引种极大丰富了河南

省优质麦品种资源，河南金囤种业有限公司以藁优

2018 为亲本选育出小麦新品种囤麦 257，河南天宁

种业有限公司以西农 979 位亲本选育出天宁 38 等

新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培育的中

黄 13 大豆品种，适应性广、耐用，农民喜欢种植，自

2010 年引种以来连续多年为河南第一大种植品种，

2013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6　问题与建议
6.1　引种工作只能加强不能松懈　品种引种工作

是《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中赋予

的职责，是打破品种审定地方保护、促进生产力发

展、加快新品种推广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有人

反映品种审定引种“井喷”现象，这也是市场化发展

的必然过程，随着审定引种工作的持续开展，市场对

品种的需求也会缓和下来，管理部门要正确引导企

业按照市场需求引进适销对路的品种。

6.2　种业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推动管理变革　发

展现代种业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体系，放宽品种准入渠道和市场准入要求，赋予

市场主体更大自由度。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

要求，推动由事前审批更多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

这就需要一方面转变思想观念，简政放权，松绑支

持，搞好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另一方面赋予企业

充分的自主权，放活市场，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

6.3　建议　针对在引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如引进品种良莠不齐、同质类型品种多、群众选择

难度增加、品种假冒套牌等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

施：（1）加强对引进品种筛选工作，对通过引种备案

的品种在全省安排 10 个以上展示点，对品种的全

生育期进行观察记载，重点观察品种的适应性、抗

病性和丰产性，对存在严重缺陷的品种及时退出或

防范；（2）加强对引进品种抗病试验管理，由省站统

一指定抗病性鉴定单位，关键时期组织专家考察，

凡抗病性不达标的品种不予引种备案，确保生产用

种安全；（3）加强引进品种宣传工作，组织召开品种

观摩会议，让周边群众掌握品种信息，合理选择利

用品种。对引进品种群众反映良好、能够促进粮食

生产提质增效的品种列入政府扶持名单，加大宣传

力度；（4）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引种单位应

严格遵守《种子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和规章，坚

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持证经营、备案经

营，尊重知识产权、不侵权，经营符合规定的品种，对

所售种子做到全程可追溯监控。保证不销售“假、

冒、伪、劣”种子，树立“讲道德，重合同，守信誉，遵

纪守法，公平竞争”的行业新风尚，建立事前信用承

诺制度，增强诚信意识。管理部门加强引种监管责

任，定期抽查引进品种质量，特别对品种真实性的

检查，防止数据、材料造假，切实保证引种工作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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