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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技术规程

为了规范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程序和方法，制定本规程。

1 总则

1.1 现场鉴定的目的是对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

间出苗、植株生长、产量和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和）损失程度存

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田间现场技术鉴定。

1.2 现场鉴定应遵循公正、公平、科学、求实的原则。

1.3 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

组织实施，并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

1.4 参加现场鉴定的专家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

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 5年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中应有 1名为纠纷所涉作物的品种选育专家。如

果该专家是纠纷所涉品种的选育人，则其资格不受以上条件的限制。

2 现场鉴定时期和鉴定类型

2.1 鉴定时期

现场鉴定应在作物的品种特征特性表现最充分、最适宜鉴定的时期进行。如需鉴定现场的作

物生长期已错过该作物典型性状表现期，或从技术上已无法鉴别所涉及质量纠纷起因，或需鉴定

的现场已不具备鉴定条件，则不得进行现场鉴定。

2.2 鉴定类型

需要进行现场鉴定的质量纠纷类型主要包括因气候因素、栽培管理、病虫危害、品种适应性、

假种子、劣种子、虚假宣传等产生的纠纷。

3 现场鉴定程序

3.1 核查情况

鉴定专家进行现场鉴定时，应向当事人了解有关情况，鉴定申请人应真实提供与现场鉴定有

关的材料和证明，主要包括质量纠纷所涉及的种子使用者姓名、种子数量与包装标签标示、种子

销售凭证、种植地点、种植面积、栽培管理措施、地块前作等情况。

3.2 调查田间现场

现场鉴定时应按照品种审定公告、品种说明书和田间实际情况，确定本品种典型植株和判定

标准，确定植株发育正常性状与不正常性状之间的差异，并观察在地段间、垅间、同一垅内是否

存在差异，并重点比较相邻地块同一作物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种子来源、同一品种同一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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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植株生长状况，比较同一品种同一来源的种子在不同农户间、不同地势地块间、不同播种

时期间的生长表现。

3.3 鉴定纠纷原因

在按照3.1和 3.2中的要求考虑有关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作物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状况、

当事人对种子处理、该批种子室内鉴定及前控结果、鉴定地块地力水平等因素。在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种子法规、标准，依据相关的专业知识，本着科学、公正、公平的原

则，对产生纠纷的原因作出鉴定。如果是因假种子、劣种子等种子质量问题产生的纠纷，则应按

照 3.4的要求进行鉴定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鉴定；如果是因气候因素、栽培管理、病虫危害、

品种适应性、虚假宣传等非种子质量原因产生的纠纷，则应在 3.6的鉴定结论中明确分析造成损

失的原因。

3.4 鉴定品种真实性和种子纯度

在纠纷所涉的田间现场实地检查不少于 100个穗或植株，根据品种的田间特征特性与品种描

述的特征特性，进行品种真实性鉴定。按纠纷所涉面积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地块（1000亩以上 5~7

个地块、1000亩以下 3~5个地块），每地块随机确定 3~5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顺垅数取 200株，

按照 DB/T499-2009《农作物种子纯度种植鉴定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鉴定出本品种株数、异品种

株数，计算出种子纯度。

3.5 测算损失程度

在按照 3.3要求鉴定纠纷原因的基础上，如果反映的纠纷涉及经济性状，且当事人提出损失

程度鉴定申请的，则应测算产量损失程度。在反映质量纠纷的田间现场，确定高、中、低三类产

量水平地块并分类随机各抽取一个地块进行产量测定，产量采用理论测产的方法确定。产量损失

程度按照质量纠纷田间现场所在乡镇前三年同种作物的平均单产减去理论产量单产确定；无前三

年统计资料的，可以参照当地当年同种作物的平均单产确定。

3.6 制作现场鉴定书

专家鉴定组根据鉴定结果制作现场鉴定书。现场鉴定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鉴定申请人名称、

地址、受理鉴定日期等基本情况；鉴定的目的、要求；有关的调查材料；对鉴定方法、依据、过

程的说明；鉴定结论；鉴定组成员名单；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 技术术语

4.1 品种

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改良，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

群体。

4.2 特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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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4.3 品种真实性

供检品种与文件记录（如公告、品种描述、种子标签等）是否相符。

4.4 品种纯度

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典型一致的纯度，用本品种总株数占供检本作物总株数的百分率表示。

4.5 前控

当种子批用于繁殖生产下一代种子时，该批种子的小区种植鉴定对下一代种子来说就是前控。

4.6 株

由一粒种子发育而成的植株,包括分蘖、分枝。

4.7 田间现场鉴定

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

物产量、产品收入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

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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