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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动喷雾器等施药机械进行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做到“药、械、人”协调统一，实现农药减量 
控害。

3.4.5　适时收割　完熟期进行机收，待谷壳变黄、子

粒变硬、穗轴上干下黄，有 70% 的枝梗干枯时，采用

水稻联合收割机收割。

该技术通过多年实施省级水稻绿色、高产、高

效项目总结完善并经过生产验证，体现“一高三优”

特点，即以高产为主要目标，通过选用水稻优质、抗

病品种和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优质、绿色优先；通过

集中育秧、机插机收、科学管水等措施，实现省工、

节种、节肥、节药、节水，体现节本增效优先；通过增

施有机肥、配方施肥等技术实现环境保护优先。初

步测算：该技术种植 1hm2 水稻平均节约种子款 200

元，降低田间管理费 3000 元，栽、收环节较人工栽插

降低费用 5000 元，节肥 800 元，共计节本增效 9000
元。大力推广水稻绿色、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是实

现楚雄州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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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备案材料中的问题、成因和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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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保定 071001；2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3 河北省引育种中心，石家庄 050031）

摘要：引种由审批改为备案，扩大了引种地域，加快了品种推广。河北省开展引种备案 1 年来，接受引种备案材料 700 多份，

覆盖 5 大作物，涉及 17 个省市种企。通过审查引种备案材料，梳理归纳了 11 类主要问题；分析研究问题成因，主要是不认真、

不重视，不熟悉品种备案规定和品种试验知识，不诚信、不严肃；针对问题及成因，从引种者和管理部门角度分别提出了解决之

道，希望对今后的引种备案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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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种子法》将主要农作物引种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减少了行政审批，简化了引种程序，扩大了

引种地域，缩短了引种时间，有利于加快新品种推广

和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将对我国种业发展产生重大、

深远的影响。河北省开展引种备案 1 年来，接受引

种备案材料 700 多份，从引种作物来看，覆盖水稻、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 5 大作物，以玉米作物为主，

品种数量占 90% 以上；从引种者注册地址来看，包

括辽、吉、黑、京、津、冀、晋、蒙、陕、甘、新、豫、鲁、苏、

皖、湘、川 17 个省市区，东北、内蒙古种业居多；从备

案材料质量来看，完整齐备的约占 1/2，存在问题的

约占 1/2。下面就引种备案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成因

及解决之道提出个人看法，希望对今后的引种备案

工作有所帮助。

1　引种备案材料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查引种备案材料，并进行梳理归纳，发现主

要存在 11 类问题。

（1）不认真、不重视造成的错误。笔误、填写不

全、缺少印章、计算错误、组卷错误（品种多时易发

生），申请表审定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有差异

（看不出主观故意）。

（2）不按规定格式报送材料。如申请表、承诺

书使用自制或其他省的格式。

（3）材料不完整、看不清。如抗病虫性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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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审定公告等部分材料不齐全，复印件模糊不清。

（4）出现南辕北辙、答非所问等奇怪现象。如

非授权品种不按要求在申请表育种者栏盖章，而是

在后面附 1 份盖章的所谓授权引种书；适应性试验

栏填报品种审定试验数据；适应性试验地点与拟引

种区域不匹配，如在石家庄衡水布点试验而拟在邯

郸、邢台推广，尽管仍在同一适宜生态区；申报材料

中夹杂无关材料。

（5）申报材料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主要是

申请表与适应性试验汇总报告中的数据、表述不符，

适应性试验汇总报告中的试验单位、地点、人员、数

据与试点档案（报告）不符，拟引种区域与适应性试

验地点不符。

（6）品种类型区错误。适应性试验地点、拟引

种区域与审定品种适宜区域不属于同一适宜生态类

型区，如北方早熟春玉米类型区品种引种到东华北

中熟春玉米类型区。

（7）越区现象。适应性试验地点、拟引种区域

越过同一适宜生态类型区，如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

品种向北跨越到廊坊、唐山，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类型

区品种向南延伸至保定、沧州，北方早熟春玉米类型

区品种向南跨越到张家口、承德丘陵河川区。

（8）适应性试验报告过于简单。记载项目少，

不完整、不规范，少数报告近乎抽象，只有产量等几

个数据，看不出是方案还是总结，看不到试验地点、

单位、人员、种植面积。

（9）抗病性试验方面的问题。如以抗病虫鉴定

报告数据代替适应性试验中的实际发病情况，或委

托的抗病性鉴定单位不合适。

（10）不合常情。如一家企业的备案材料中，所

有品种、全部试点增产幅度大，病害、倒伏轻；申请

表风险提示及注意事项栏填写无明显缺陷，或轻描 
淡写。

（11）备案材料失真。适应性试验的单位与人

员不知道、不认可承担了试验；试验单位、人员、地点

不符，张冠李戴，如在 A 公司名下出现 B 公司试验

人员，甲公司试验地出现在乙公司名下；抗病虫性鉴

定报告造假。

2　问题成因
经过问询调查和分析研究，引种备案材料出现

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 3 种原因。

2.1　不认真、不重视　我行我素、敷衍了事，或仓促

整卷，忙中出错。如问题 1~5 条主要是不认真、不

重视造成的错误。

2.2　不熟悉品种备案规定和品种试验知识　引种

者、承担试验者没有填表、组卷、备案和试验经验，不

了解各省同一适宜生态区划界情况，不知道引种不

执行审定标准，不知道谁做抗病性鉴定合适或该单

位满负荷不再接受鉴定，主要表现为问题 6~9 条。

6~7 条也可以归为类型区错误，可能是不了解同一

适宜生态区划界情况，也可能是企图走捷径，以引种

备案代替审定程序。

2.3　不诚信、不严肃　表现在备案单位和人员只想

着增产、病害轻的品种容易备案成功，拔高数据；试

验材料半真半假，有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蒙混过关

动机；编造试验材料，故意造假。如问题 10~11 条。

当然，备案材料出现问题既可能是一种原因所

致，也可能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解决之道
针对问题及成因，要解决上述 11 类问题，需引

种者和管理部门共同发力，采取措施。

3.1　引种者

3.1.1　重视引种备案工作，安排合适的人员负责此

工作　引种备案是有品种的种企或其合作伙伴到原

审定区域之外的省市开拓市场，无论备案材料出现

何种错误，是何种原因造成的错误，也无论最终结果

是备案延迟，还是不予备案，影响的都是备案种子企

业。因此，种企应加强内部管理，将包括引种备案在

内的各项工作重视起来，只要选派责任心强、熟悉相

关法规和品种试验的工作人员，按要求组卷报送，就

能顺利轻松地完成备案工作。

3.1.2　加强有关法规文件的学习　需要弄明白引种

备案的要求及引种与审定的区别和责任。首先，《种

子法》中的引种是主要农作物省审品种在同一适宜

生态区其他省份进行备案推广，不属于或不在同一

适宜生态区的省审品种不存在引种备案之说。其次，

引种不是也不同于品种审定，无产量、抗逆性等具体

标准，但是，如果引种品种产量、抗逆性、品质、种植

效益明显低于当地主推品种，那么，该品种就不会推

广开来，引种没有经济意义。再次，各省引种备案规

定不尽相同，到哪个省引种备案就要了解哪个省的

具体规定和农作物区划类型，在品种同一类型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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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试验，按规定组卷、报送材料。最后，《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引种者对品种的真实性、安全

性和适应性负责，不规范、不严肃、不真实的引种试

验结果很可能导致引种者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是引

种者自主试验、自己承诺，因此品种出现问题后没有

推拖的借口和余地。

3.1.3　寻找合格的适应性试验伙伴，委托合适的抗

病性鉴定单位　应该说，适应性试验和抗病性鉴定

结果直接影响一个品种是否值得引种、在哪引种，是

引种者决定是否办理引种备案的最基本、最主要的

依据。

适应性试验的目的就是鉴定品种在异地的丰

产性、稳产性、抗逆性。试验方法一般采用多年多点

试验，以当地主推品种作对照，按照当地主要生产方

式，采用相同的田间管理方法，比邻种植；如果参试

品种较多，应顺序排列，每 4~5 个试验品种间种植 
1 次对照品种，每个品种面积一般在 300m2 以上。

河北省要求参照相应作物生产试验方案设计，按其

规定的内容进行田间记载，主要记载物候期、产量、

发病、倒伏等情况。

适应性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设计、承试单位

及具体地点、田间管理、试验结果、试验结论等内容。

选择适应性试验伙伴关键抓住两点，即合适的地与

合适的人。合适的地，既包括地理位置合适，也包括

地力均匀、有代表性；合适的人，既包括试验人员要

懂试验、负责任，也包括试验单位要具备条件。现在，

由于多渠道品种试验，老试点满负荷运转，应寻找培

养合格的、稳定的适应性试验伙伴。

鉴于各地病害发生以及接种鉴定的生理小种

存在差别，在拟引种区域委托所在省指定的鉴定机

构鉴定抗病性就是一种积极稳妥的做法，更能体现

引种者对品种安全性负责的态度，减少由此产生的

纠纷。

3.2　管理部门

3.2.1　做好新《种子法》宣贯工作，树立引种者的风

险意识　管理部门要做好新《种子法》及配套法规

的宣贯工作，厘清同一适宜生态区引种备案工作的

有关模糊认识，使引种者清醒地认识到引种存在的

潜在风险，明白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让引种者牢记

引种必须遵循先试验再推广的原则和程序，关键是

搞好引种品种的适应性测试工作。

3.2.2　开展培训服务活动，指导引种备案工作有序

开展　管理部门应根据需要举办引种者培训班，主

要培训内容是如何开展适应性试验和抗病性鉴定、

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划分、备案材料及组卷要求、如何

填写申请表等，让引种者熟悉掌握有关法规和要求，

少摸索，走捷径。

3.2.3　加强种企诚信建设，惩治造假失信企业和人

员　市场经济靠契约、诚信和法制来维系。我国改革

开放 40 年，种业市场化改革近 20 年，包括种业在内，

已经实现由物资短缺到货源充足的转变，正在迈向由

多到优阶段，企业发展更多靠质量、品牌、信誉，造假

失信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应推

进种企诚信建设，依法依规打击惩治造假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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