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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健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控体系的探讨
李建红 1　董琳娜 2　邓志文 1　欧阳昊婷 1

（1 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南昌 330046；2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农作物种子质量水平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种业“走出去”战略的实现。种子

质量检验和种子质量认证是农作物种子质量监控体系的两大关键。对新时期种子质量检验和种子质量认证的现状进行了总

结归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疏理剖析，并就适应新形势，加强农作物种子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探讨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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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增产增效的最根本因素，种子质量

的好坏，不仅决定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

直接影响种子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农作物种子质

量监控体系的建立和推行，是提高和保障种子质量

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我国种业与国际接轨和种业

“走出去”战略的坚实基础 [1]。健全农作物种子质量

监控体系，在加强种子质量检验新技术开发和应用，

制定和完善种子质量标准，强化种子质量监督抽查，

严把种子质量关的同时，要积极推行种子质量认证

制度，打响认证种子质量的权威和信誉，建立国际互

认的认证模式 [2]，逐步实现农作物种子质量认证的

国内认可和国际接轨。

1　现状
1.1　种子质量检验促进种子质量不断提高　我国

农作物种子质量监控的重点是种子质量检验。种子

质量检验为农作物种子质量监控提供了可靠的种子

质量信息保证，极大推进了种子检验技术标准体系

的创新和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制度的完善，有效促进

了种子质量指标和科技含量提高，有力推动了种子

质量检验相关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1.1.1　质量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1983 年开始，特别

是 1995 年后，我国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以《农作

物种子检验规程》为基础，广泛开展净度、发芽率、

水分和品种纯度等常规 4 项指标检测。2001 年后，

逐步实施《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农作物种

子标签通则》《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

法》，不断规范种子标签制作和使用。近年来，更新

修订了一系列重要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特别是

2010 年后，与时俱进组织开展了品种真实性和转基

因成分检测的 SSR、SNP 等分子快速检测技术和数

据库研发，草拟制定种薯和种苗管理办法，以规范农

作物商品种子贸易行为的国家种子标准体系逐渐形

成。据统计，我国农作物种子领域现有种子质量标

准 36 项，种子质量检验方法标准 45 项 [3]，分子快速

检测标准超过 20 项（如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油

菜、马铃薯等作物的 SSR 分子标记方法标准）。

1.1.2　确立了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制度　我国开展农

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起步较晚，1990 年开展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1 次种子质量国家抽查。经过

多年的实践和努力，2005 年出台了《农作物种子质

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明确了基本原则，规范了实

施程序，建立了联动工作机制，提升了监管效能，开

拓了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新局面。在农业部的牵

头组织下，各省参与，分工协作，检打联动，树立了监

管权威，促进了种子质量提高。目前，全国年平均抽

查检测样品 5 万 ~6 万份，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合

格率稳定在 96% 以上。

1.1.3　健全了种子质量检验队伍和网络　种子质量

检验工作离不开种子检验队伍和机构网络的建设。

2005 年和 2008 年我国先后出台了《农作物种子检

验员考核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

核管理办法》，通过实施公平公正的检验人员和检验

机构考试考核新制度，打造了一支业务精湛、作风优

良的种子质量检验队伍，逐步形成了以部级和省级

为骨干，市县级为依托，辐射全国且布局合理、能力

过硬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网络。截至目前，全国培

养了种子检验人员近 1 万人，其中管理机构 7000 多

名，种子企业 2000 多名。考核资格认定种子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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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构近 400 家，其中 31 家具有分子检测资质，13
家具有转基因成分检测资质。

1.2　种子质量认证稳步推进　种子质量认证是

2016 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

称《种子法》）设立的一项新制度，也是国际种子质

量管理和种子贸易的基本制度。实施和推行种子质

量认证是我国农作物种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1.2.1　种子质量认证试点成效显著　为贯彻落实

新修订《种子法》，2017 年我国开始组织开展种子质

量认证试点示范工作。3 年来，在全国 17 个省（市）

28 个种子企业对 12 种作物开展了种子质量认证试

点示范，认证试点将质量意识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

为，通过建立完善全过程质量管理实施方案，规范文

件化管理制度，严把各环节质量重点，认证种子质量

得到了明显提高。

1.2.2　种子质量认证推行基本成熟　为了加快我国

种子质量认证的推行，起草了《农作物种子质量认

证方案（试行）》，基本形成了 12 种作物的种子质量

认证方案，农业农村部和国家认证监管部门正在共

同推进。

2　存在问题
2.1　种子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不健全　《农作物种

子检验规程》已实施 20 多年，需要更新补充现行的

技术方法。大多数蔬菜作物种子的质量标准，以及

种薯、种苗标准和检测方法亟需制定和完善。种子

活力、健康等尚无质量指标，亦无对应检测方法。品

种真实性和转基因成分分子检测现用的 SSR 方法

效率低，扩增片段不精确，新的 SNP 方法面临攻关 
研发的难题。

2.2　种子企业质量风险防范不强　当前，种子企

业依然存在健全种子质量管理体系的意识不强、措

施不力、机制不顺等弊端，种子质量监控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程度不高，种子质量风险防范能力 
较低。

2.3　种子检验队伍和机构弱化　2016年新修订《种

子法》实施，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资格考核取消，检验

人员培训和教育逐步弱化，种子管理机构、检验机构

和种子企业的种子检验队伍素质和能力水平难以保

持和提高。市县级检验机构由于项目缺乏、人员老

化和抽检职能缺失等原因，申请资格认定考核的积

极性逐步降低。

2.4　种子质量认证基础薄弱　种子质量认证试点

示范工作虽已开展 3 年，但社会上对种子质量认证

工作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对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的必

要性和打响认证种子品牌的思想还不统一。种子质

量认证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还未能够建立起统一、

规范、可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制度、控制措施，严重

制约了种子质量认证的落实和迅速推进。

3　建议与对策
种子质量检验工作应当坚持以技术标准为规

范，以检验检测为手段，以队伍机构为支撑，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才能顺应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形

势需要。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新时期的种子质量

认证工作任重道远，必须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努力 
推进。

3.1　依法加大种子质量检验制度体系落实　一是

认真落实种子标签管理制度。规范企业对标签的标

注、制作和使用行为，确保标签真实可靠，二维码可

追溯可追责，为种子质量检打联动提供依据。二是

完善质量标准体系。适当聚焦，紧扣需求，逐步完善

蔬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适时出台种薯、种苗标准和

检测方法，探索制定种子活力、健康等方法标准，尽

早构建主要农作物的 DNA 指纹数据库和信息共享

平台，研究开发各类作物快速高通量的 SNP 分子检

测技术方法，加大投入种子质量抽检数据库开发和

应用，发挥种子质量和检验方法标准的引领作用 [3]。

三是逐步健全种子质量抽检制度。完善修订《农作

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努力抓好种子田间

生产、收购入库、市场流通 3 个关键环节的质量监督

检查工作，从专项检查、定点检查向经常化、制度化

的质量抽检转变，督促种子企业提高种子质量和管

理水平。

3.2　引导种子企业建立有效质量控制体系　种子

企业是种子质量控制的责任主体 [4]，质量是企业的

生命线，质量控制体系建设直接影响企业产品的质

量。强化服务，倡导种子生产、质量标准化管理，指

导企业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健全种子生产、加工包

装、检验、仓贮、销售等每一个环节的工作管理制度、

工作程序和质量记录等，针对各环节形成的原始记

载或凭证建立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实行全过程质量

监控。对检验工作全过程监督，使有可能出现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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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南浅丘区夏玉米生产现状与发展建议
任　纬　严　康　秦家友　邹　刚　陈　莉　陈翠莲　张晋锐

（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内江 641000）

摘要：四川是油菜第一大省，川东南浅丘区是四川油菜主产区，接茬油菜的夏玉米生产对于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分析川东南浅丘区夏玉米生产现状，对该地区今后油菜—玉米轮作模式进行夏玉米生产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油菜—玉米；夏玉米；浅丘区

油菜作为四川省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的

油菜籽产量以及种植面积等都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

创新高。川东南浅丘区地形及气候特点相似的区域

包括内江、资阳、自贡大部分地区以及宜宾、泸州、南

充、遂宁等市的部分浅丘区，占四川人口比重较大，

土地利用历史悠久，农事操作年代久远，土壤熟化度

较高，耕地面积较大，是四川油菜主要产区之一。油

菜收获后有大量的土地闲置，安排好接茬作物以提

高土地利用率，进行夏玉米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种

植夏玉米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土地、光热资源，还可以
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绿色夏玉米种质

创新岗位

格的潜在因素都得到有效控制，不断提高企业种子

质量风险意识。

3.3　加大健全种子质量检验网络体系投入　检验

机构和队伍的网络体系是种子质量检验的根本，提

升技术能力为主的检验网络体系建设是一个永恒主

题。只有大力推进检验机构和队伍同步建设，才能

夯实种子质量检验技术支撑和保障的牢固基础。一

方面，通过项目建设、机构考核、能力验证等手段，提

升省、市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分子检测能力，逐步健

全县区域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网络，强化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网络布局和能力保持提升。另一方面，积

极采取培训班、专题讲座、人员互动交流等形式，加

强对检验机构、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企业的种子检

验或质量管理人员培训和监督，加大对种子企业质

量控制体系检查和指导，提高种子质量检验队伍的

能力和水平。

3.4　积极推动种子质量认证体系落地　实现农作

物种业的国际接轨和对外贸易，必须实施和推行种

子质量认证。种子质量认证是国际上通行的、成熟

的种子质量管理制度，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 [2]。3
年试点工作，种子质量认证逐步得到试点企业认可，

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了各方关注。我

国种子质量认证工作要落地生根和健康持续发展，

仍需要加大机制建立，加强宣传引导 [5]，强化严格监

管，走上规范的法治轨道。一是推动认证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出台。农业农村部和国家认证监管部门

加强沟通协商，实现共同管理、共同推进。二是建立

种子质量认证管理机制。加快认证检验机构确立，

推行认证工作种子检验员认可机制，加速制定认证

相关标准和工作规范，抓好认证机构和认证企业质

量检验人员培训。三是加大认证工作宣传力度。种

子质量认证工作迅速推进，离不开全社会对认证工

作重要意义的宣传，离不开种子企业对认证工作的

积极态度，离不开广大农民消费者对认证种子的接

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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