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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３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北省种子总站、河南省种子质量检验站、山西省种业

发展中心、甘肃省种子总站、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建宗、刘丰泽、李承宗、晋芳、徐立新、孟全业、孟思远、张文晓、李延坤、马晓丽、

任雪贞、孙全、金石桥、支巨振、傅友兰、刘雅娣、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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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术规程　小麦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麦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的术语和定义、样品准备、鉴定田选择及设计、播种、田
间管理、鉴定结果计算和表示、结果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小麦原种、常规种和杂交种.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３５４３２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GB/T３５４３５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

GB４４０４１　粮食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禾谷类

GB２０４６４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３５４３２、GB/T３５４３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品种特征特性　varietycharacteristics
品种的植物学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３２
品种纯度　varietalpurity
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典型一致的程度,用本品种的株数占供检本作物样品株数的百分率表示.

３３
非典型株　offＧtypeplants
与本品种典型特征特性存在明显差异的植株.小麦的非典型株主要包括保持系、不育系、恢复系及其

他杂株.

３４
主要性状　maincharacteristics
稳定遗传易观察的性状.

３５
次要性状　secondarycharacteristics
稳定遗传的细微、不易观察的性状.

４　样品准备

４１　样品来源

送检样品从已扦取的混合样品中分取,标注大田用种的送检样品质量不低于２００g,标注原种的送检

样品质量不低于４００g.
送检样品应注明品种名称、种子类别、生育期及纯度指标合同约定值或标签标注值,宜附有亲本来源、

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等信息.

４２　样品制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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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鉴定的样品应从送检样品中分取,无胚种子除外.分取数量应确保鉴定株数满足式(１)计算的鉴

定株数下限值要求.如果条件允许,可适当增加样品数量.

M ＝
１００

１００－A ×４ (１)

式中:

M ———鉴定株数下限值,结果取整数,单位为株;

A ———品种纯度标注值.

４３　样品包装

将分取的种子装入适宜大小的样品袋中,在样品袋上标识唯一性种植编号,宜对同一品种、类似品种

相邻编号.

５　鉴定田选择及设计

５１　鉴定田选择

应选择土地平整、地力均匀、肥力中等、排灌方便、无重大病虫草害发生的田块,若条件允许,所选择的

田块前茬无同类作物、环境气候条件适宜.

５２　田间设计

整地为平畦,南北向成行开沟,试验田四周设６行~９行保护行.每排之间设观察道,观察道宽度为

８０cm~１００cm.大田用种(纯度标注值为９９０％)每份样品为一小区,小区间距６０cm~８０cm,小区内

种植行数不少于４行,行距２５cm~３０cm,株距８cm~１０cm.原种(纯度标注值为９９９％)应适当增加

小区数或行长,以达到种植株数要求.有条件的宜设置备份小区,同一样品备份小区不能设在同一垂直线

上.同一品种、类似品种的样品及其标准品宜相邻种植.
根据鉴定样品数量和编号,确定小区布局并绘制小区种植图.

６　播种

６１　播前整地

播前浇足底墒水,精细整地,施肥量统一,田块肥力达到中等水平.

６２　播种时间

在当地小麦适宜播种时期播种.

６３　播种方法

应随机取种、单粒点播,播种深度以３cm~５cm 为宜.播种深度、覆土厚度及震压力度一致.

７　田间管理

田间不补苗、不去杂.其它管理同当地大田栽培管理.宜适度少施肥,使品种的特征特性充分表达即

可,防止倒伏.

８　鉴定

８１　前期准备

鉴定前收集送检品种的特征特性,有关性状见附录 A.

８２　鉴定时期

根据小麦生长的植物学特征特性,鉴定时期可在苗期、孕穗至成熟期(蜡熟期).至少应在成熟期鉴定一次.

８３　鉴定性状

８３１　主要性状包括:

a)　苗期:胚芽鞘颜色、幼苗习性;

b)　孕穗至成熟期:株高、茎秆蜡质、旗叶叶鞘蜡质、旗叶角度、秆色、穗长、小穗着生密度、穗形、芒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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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芒色及芒的长度(有芒品种)、护颖颜色及形状、护颖的茸毛、护颖的喙长.

８３２　次要性状包括:

a)　苗期:幼苗颜色;

b)　孕穗至成熟期:穗蜡质、旗叶长度、旗叶宽度、叶茸毛、穗下节间长度、叶耳颜色、护颖肩形、护颖

脊、穗轴毛;

８３３　小麦品种纯度鉴定性状及描述见附录 A.

８４　鉴定方法

在各个鉴定时期,参照送检样品品种的特征特性,鉴定其植株在特征特性方面一致程度.鉴定时,逐
一观察每个植株的性状表现,以主要性状为主、次要性状为辅,识别作物非典型株.对判定为非典型株的

植株要予以明显标记,通常采用有颜色的绳子或标签固定在植株上.
必要时需进行复查.复查结果与原结果无实质性差异的,记录复查结果;复查结果与原结果差异较大

而难以判定的,应再次鉴定,必要时可通知品种选育者参加,再次鉴定结果作为最终鉴定结果.

８５　鉴定记录

田间鉴定做好原始记录,采用以株为计数单位的方式,如实填写小麦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原始

记载表(见附录B).

９　结果计算和表示

９１　品种纯度鉴定结果以所鉴定的本品种株数占供检本作物植株数的百分率表示.采用公式(２)计算,
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P＝
m－n
m ×１００ (２)

式中:

P ———品种纯度鉴定值;

m ———供检株数,单位为株;

n ———非典型株数,单位为株.

９２　判定小麦杂交种的品种纯度是否达到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合同和标签标注指标的要求,可按照 GB/

T３５４３５的规定,使用容许差距计算,容许差距采用公式(３)计算.

T＝１６５ p×q
N

(３)

式中:

T ———品种纯度容许差距;

p ———品种纯度标注值;

q ———１００－p;

N ———鉴定株数,单位为株.

９３　判定小麦常规种和原种的品种纯度是否达到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合同和标签标注指标的要求,可按

照 GB/T３５４３５的规定,使用淘汰值判定.淘汰值按公式(４)计算.

R＝X ＋１６５ X ＋０８＋１ (４)
式中:

R ———淘汰值(结果舍去所有小数位数,不采用四舍五入或六入);

X ———标准所换算成的非典型株数,单位为株.

１０　结果报告

根据样品品种纯度鉴定值、品种纯度标注值(纯度指标合同约定值)、GB２０４６４、GB４４０４１和容许差

距,对样品的品种纯度做出判定,并填写品种纯度种植鉴定记录表(见附录B).

３



NY/T４４６５—２０２５

附　录　A
(资料性)

小麦品种纯度鉴定性状及描述表

　
小麦品种纯度鉴定性状及描述表见表 A１.

表A１　小麦品种纯度鉴定性状及描述表

鉴定时期 性状 观测时期 描述内容

幼苗期

　∗１胚芽鞘颜色 　发芽期叶刚从胚芽鞘顶露出 　绿色、紫色

　∗２幼苗习性 　分蘖期(越冬前９个或更多分蘖时观测) 　直立、半匍匐、匍匐

　３幼苗颜色 　分蘖期４个~５个分蘖时 　淡绿、绿色、深绿色

孕穗至

成熟期

　∗４茎叶蜡质 　开花始期至灌浆乳熟期观测茎和叶 　无、少、中、多

　５穗蜡质 　开花始期至灌浆乳熟期观测穗 　无、少、中、多

　６旗叶长度 　开花始期至灌浆颖果充满水 　短、中、长

　∗７旗叶角度 　开花末期至灌浆颖果充满水 　直立、平展、下披

　８旗叶宽度 　开花始期至灌浆颖果充满水 　窄、中、宽

　∗９旗叶叶鞘蜡质 　开花始期至灌浆颖果充满水 　无、少、中、多

　１０叶茸毛 　孕穗期旗叶叶鞘张开至开花始期 　无、有

　１１叶耳颜色 　孕穗期旗叶叶鞘张开至开花始期 　白色、紫色

　∗１２株高 　灌浆颖果充满水至蜡熟前期 　特矮、矮、半矮、中、高、特高

　∗１３秆色 　灌浆乳熟后期至蜡熟中期 　黄色、紫色

　∗１４穗长 　灌浆乳熟后期至蜡熟中期 　特短、短、中、长、特长

　１５穗下节间长度 　灌浆乳熟后期至蜡熟中期 　短、中、长

　∗１６小穗着生密度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稀、中、密、特密

　∗１７穗形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纺缍形、长方形、圆锥形、棍棒形、
椭圆形、分枝形

　∗１８芒的类型 　灌浆颖果充满水至乳熟后期 　无芒、有芒、曲芒

　∗１９芒色(有芒品种)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黄、黑、红色

　∗２０芒的长度(有芒品种)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极长、长、中、短、极短

　∗２１护颖颜色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黄色、红色、黑色、紫色

　∗２２护颖的茸毛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少、中、多

　∗２３护颖的形状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长圆、卵圆、椭圆形、近圆形

　２４护颖肩的形状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斜肩、方肩、丘肩

　∗２５护颖喙长度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极长、长、中、短、极短

　２６护颖脊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明显、不明显

　２７穗轴毛 　蜡熟前期至蜡熟后期 　无、有

　　注:∗为主要鉴定性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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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小麦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原始记载表

　
小麦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原始记载表见表B１.

表B１　小麦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原始记载表

种植编号 品种名称

播种时间 鉴定时期

生长状况

鉴

定

结

果

１鉴定株数: 株.

２本品种株数: 株.

３非典型株数: 株,主要特征

.

４有关说明:
鉴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

核

结

果

１ 鉴定株数: 株.

２ 非典型株数: 株.

鉴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鉴

定

结

论

品种纯度标注值: .
品种纯度鉴定值: ,容许差距: ,结论: .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１:可在鉴定结果内描述本品种主要特征.
注２:可在备注内添加样品编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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