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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蔬菜品种审定工作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对策

赵 　娜
(北京市种子管理站 　100088)

　　品种审定是向农业生产提供优秀品种 ,

防止品种多、乱、杂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的重

要手段。通过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的执行 ,

将起到合理选拔品种 ,提高农作物品种水平 ,

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增加良种推广

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积极作用。

1 　北京市蔬菜品种审定工作的
作法及取得的成绩

1983年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成立至 1998 年 ,共审 (认) 定蔬菜品种 165

个 ,其中审定 108 个 ,认定 57 个。特别是进

入 90 年代 ,本市的种子业发展较快 ,1990～

1998 年 ,经北京市区域试验、审定的蔬菜品

种达 72 个 ,占审定总数的 67 % ,这些品种均

在蔬菜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市现行的蔬菜品种审定工作主要分

为两个阶段 ,即品种试验阶段和品种审定阶

段。

1. 1 　品种试验

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其

目的是为了鉴定参试品种在不同生态条件下

的表现及适应性 ,进而为品种审定提供依据。

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管理

办法规定 ,凡需在本市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必

须参加北京市组织的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

验。北京地区的蔬菜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

验在市品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 ,由北京市

种子管理站主持 ,主要负责制定试验方案 (包

括田间设计、重复次数、栽培管理、调查标准

等) 、安排试验点、进行年度试验总结、向专业

组提供总结材料和对参试品种提出综合评价

意见 ,作为专业组审定的依据。申请参加北

京地区区域试验的品种 ,由选育单位或个人

向品种审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填写参试品种

申报表 ,经种子管理站审核后即可参加试验。

为了提高品种试验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规定

蔬菜区域试验的周期为 3 a (年) ,每组区域试

验设 5～7 个试验点 ;生产试验周期为 2 a

(年) ,试验点不少于 3 个 ,每品种面积不少于

333 m2 (保护地蔬菜不少于 133 m2) ,区域试

验和生产试验可交叉进行。

1. 2 　品种审定

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全市

的品种审定工作 ,品种审定委员会设常务委

员会、专业组和品种审定办公室。在完成上

述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拥有完整的资料 ,并

在产量、品质、抗性、耐贮性等方面有一项以

上突出优点的参试品种 ,即基本具备了申报

的条件 ,可向品种审定办公室申报审定。品

种审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提交专

业组审定 ,专业组初审通过后再提交品种审

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复审 ,复审同意后即为

通过品种审定 ,由市农业局发布公告。

近几年来 ,北京市对农作物品种区域试

验和审定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其中包

括建立健全市级农作物品种审定机构 ,制定

品种审定委员会章程 ,指定品质分析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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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抗性鉴定单位 ,规定新品种的审定条

件 ,实行全市统一试验、统一审定品种的制度

等。1998 年又重新修改了《北京市农作物品

种审 (认)定办法》,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

施 ,使本市品种审定工作进一步正规化、科学

化 ,品种审定的效果逐年提高。

2 　现存的问题及分析

2. 1 　种子质量不一 ,试验结果有偏差

一般育种家或育种单位所提供的参试品

种多为纯度较高的种子 ,而对照品种种子纯

度往往较差 ,多从种子门市部购进 ,这样 ,参

试品种的种子质量不一致 ,致使区域试验结

果产生偏差。另外 ,对一些特殊类型蔬菜的

区域试验 ,很难选择适宜的对照品种 ,也对试

验结果产生一些影响。

2. 2 　区域试验规模小 ,经费不足

蔬菜品种区域试验与大田作物品种相

比 ,有其特殊性 ,即种类多、茬口多。如黄瓜 ,

在一年中最多的时候要安排春保护地、春露

地、秋大棚和日光温室 4 种试验 ,另一方面 ,

随着人们对蔬菜消费需求向多样化迅速发

展 ,近年“小品种”蔬菜的区域试验有上升趋

势 ,这样 ,需要参加区试的蔬菜种类在不断增

加 ,而每种蔬菜的品种数量相对较少 ,有时 1

套试验甚至只有 1～2 个参试品种 ,致使区域

试验超小规模管理 ,导致了试验主持单位和

承试单位双方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常常感

到经费不足 ,甚至入不敷出。

为此 ,本站对参试品种少 (1～2 个品种)

的蔬菜新品种区试采取了委托育种单位自己

安排试验、不收参试费的方法 ,在关键生长期

由育种单位和本站共同组织品种审定专业组

进行考察 ,并由育种单位负责完成试验总结。

但这种做法又有可能造成参试者本人在区试

的田间管理、调查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掺

杂了感情色彩 ,常常影响其真实性 ,并使区试

结果出现偏差。

2. 3 　区试队伍不稳定 ,人员流动较大

目前在市一级都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区

域试验的管理工作 ,但在县一级 ,区试人员尚

未全部专职化 ,重经营 ,轻管理的现象还普遍

存在。另一方面 ,由于试验点不固定 ,基层区

试队伍不稳定 ,且经费不足 ,人员流动较大 ,

使区试人员的素质受到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3 　改革的设想及建议

3. 1 　建立市级品种区域试验站

目前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国家级和省

级两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 ,但都还没有建

立稳定的区域试验点 ,国家级区域试验是由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托农科院或省

级种子管理站承担。北京市的区试点也一直

不固定 ,随意性极大 ,且缺乏规范的管理 ,使

区试的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1997 年秋 ,本站在北京市顺义县沐林乡

建成了第 1 个市级粮食作物品种区域试验

站 ,每年可承担 4 种以上粮食作物区域试验 ,

取得了良好效果。与大田作物相比 ,蔬菜区

域试验多需要保护地育苗设施 ,虽然建区域

试验站所需的投资较高 ,难度大 ,但建立稳定

的市级品种区域试验站仍是当务之急 ,十分

必要。在建设中可将省 (市) 级、国家级区域

试验站结合起来 (农业部将在‘九五’期间在

全国建立 100 个国家级区域试验站 ,北京是

其中之一) ,使建成后的试验站具有独立承担

粮菜作物的全国及省 (市)级品种区域试验的

能力 ,且技术队伍稳定 ,管理规范 ,能及时准

确地反映区试结果和反馈意见。

3. 2 　规范区域试验操作规程

区域试验准确与否 ,直接影响到品种的

合理利用 ,品种审定委员会应对当前区域试

验操作规程进行具体规范 ,一是要统一品种

质量标准 ,特别是对照品种 ,要由育种家 (育

种单位) 提供质量达到要求的种子。二是要

统一栽培技术 ,主要是育苗、肥水、病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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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 ,既要有定性的规定 ,又要有量化的指

标。三是统一调查项目及调查标准 ,制定品

种试验技术规程。

3. 3 　提高品种审定标准

北京市现行的品种审定标准规定 :产量

比同类作物主栽品种增产 10 %以上 (或不及

10 %但生物统计达显著水平) ;或在品质、生

育期、抗性、耐贮性等特殊需要方面有一项以

上突出优点。上述标准虽然对品质和抗性等

方面也作了规定 ,但并没有具体的标准 ,因而

在审定时主要是以试验产量为依据 ,基本上

是只要符合条件就可定为合格。这种审定方

式 ,特别是在对照品种不够标准的情况下 ,虽

然都是审定通过的品种 ,但各品种间存在着

较大的产量差异 ,很容易造成品种的多、乱、

杂 ,因此有必要提高审定标准。

3. 4 　改革现行品种审定办法

在北京市现行的品种审定办法中 ,常委

会和专业组都是采取由委员无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 ,赞成票数超过法定人数的 1/ 2 以

上的品种 ,即通过审定。如果常委会采用这

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 ,那么专

业组采用这种方法就不够严密、细致和精确

了。为了使品种审定更加公正、准确 ,专业组

在初审时可将表决的方式改为评分方式 ,即

把品种审定必要的各项条件先按单项进行打

分 ,然后把各单项得分汇总 ,再结合其他性状

和要求进行审定 ,例如 :产量、品质、抗性等是

决定品种推广价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可以

由评分决定 ;而一些次要方面如植株、果实的

类型、颜色等结合实际情况判明可否。由于

专业组的委员对每一参试品种都进行了现场

考察 ,获得了感性认识 ,因而采用评分审定的

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可行的。这种评分审

定方式对每一个品种都用得分高低来衡量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主观因素 ,能更为公

正更为准确地反映各品种的单项程度和总体

程度 ,使品种审定进一步科学化、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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