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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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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9557的第8部分。GB/T1955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GB/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
———GB/T19557.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普通小麦;
———GB/T19557.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硬粒小麦;
———GB/T19557.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豆;
———GB/T19557.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白菜;
———GB/T19557.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苎麻;
———GB/T19557.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水稻;
———GB/T19557.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
———GB/T19557.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芥菜;
———GB/T19557.1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百合属;
———GB/T19557.1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猕猴桃属;
———GB/T19557.1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蒜;
———GB/T19557.13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番茄;
———GB/T19557.1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型油菜;
———GB/T19557.1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高粱;
———GB/T19557.1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生;
———GB/T19557.1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辣椒;
———GB/T19557.1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棉花;
———GB/T19557.1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菊花;
———GB/T19557.2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茄子;
———GB/T19557.2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甜瓜;
———GB/T19557.2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豌豆;
———GB/T19557.2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香石竹;
———GB/T19557.2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
———GB/T19557.25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黄瓜;
———GB/T19557.2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苹果;
———GB/T19557.2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瓜;
———GB/T19557.28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马铃薯;
———GB/T19557.29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
———GB/T19557.3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梨;
———GB/T19557.31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麦;
———GB/T19557.3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薯;
———GB/T19557.3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椰菜。
本文件代替 GB/T19557.8—2004《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与

GB/T19557.8—200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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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了1年生枝颜色、叶片宽度、叶片顶点角度(末端除外)、花梗长度、萼片形状、花瓣长度、果
实纵径、果实横径、果实底部形状、果实表皮光泽度、果实浓色区面积、果实表皮覆纹颜色和形

状、果实皮孔数量、果实皮孔大小、果肉质地、果核腹面观察形状、果核底部观察形状、开花起始

时间共18个性状(见表A.1);

b) 删除了树形、新梢长度、新梢节间长度、新梢色泽、芽托大小、嫩叶色泽、叶尖形状、叶柄沟深浅、
叶柄下茸毛、密腺、密腺形状、叶片大小、萼片色泽、花瓣上缘形状、果实硬度、果皮薄厚、鲜食品

质、果核对称性(腹面观,侧径长×宽)、果核最宽的位置、核背状态共20个性状(见2004年版的

表A.1);

c) 更改了树姿、树势、1年生枝花芽有无、1年生枝芽的位置(相对于枝)、叶芽大小、叶片长度、叶
片长宽比、叶片朝上面颜色、叶片朝上面光泽、叶片叶背茸毛密度、叶片边缘齿形、叶柄长度、叶
片腺体数目、叶片腺体着生位置、萼片姿态、花冠大小、花瓣叠离状况、花瓣形状、柱头相对于其

他位置、果实对称性、果实大小、果柄长、果实侧面观察形状、果实顶点形状、果实茎腔深度、果
实茎腔宽度、果实缝合线深浅、果皮基色、果皮盖色、果肉颜色、果肉汁液、果肉与果核黏连度、
果肉纤维、果实最大横径位置、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果核侧面观察形状、果核侧面观对称

性、果核核基部的宽度、果核相对于果实大小、果核光滑度、果实成熟起始时间、盛花期、落叶期

共43个性状(见表A.1,2004年版的表A.1)。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植物新品种测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海龙、张静茹、陆致成、鲁晓峰、邵静、陈如明、巩文红、李志强、刘宁。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4年首次发布为GB/T19557.8—200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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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7年,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我国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为

第39个成员。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是品种的基本属性,DUS测试是授予品种权的重要依

据。为规范种子市场秩序,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时,将DUS测试作为品种审定和登

记的前置条件。
植物新品种DUS测试通常是以植物属或种为单元研制测试指南。由于植物分类广泛,不同植物属

种间表型差异较大,难以构建一个适用于所有品种DUS测试的标准。因此,将GB/T19557分为若干

部分,每个部分规范一种植物的测试性状和要点。GB/T19557拟由33个部分构成。
———GB/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目的在于确定各类植

物测试指南的总体原则,进行测试的总体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以及技术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
———GB/T19557.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普通小麦。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普通小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硬粒小麦。目的在于确定进

行硬粒小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豆。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豆

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白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白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苎麻。目的在于确

定进行苎麻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水稻。目的在于确

定进行水稻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目的在于确定

进行李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芥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芥菜

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百合属。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百合属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猕猴桃属。目的

在于确定进行猕猴桃属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3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番茄。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番茄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型油菜。目的在于确定

进行甘蓝型油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高粱。目的在于确定进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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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生。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花生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辣椒。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辣椒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棉花。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棉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菊花。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菊

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茄子。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茄

子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甜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甜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豌豆。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豌

豆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香石竹。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香石竹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目的在于确定进行玉

米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5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黄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黄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苹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苹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西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8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马铃薯。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马铃薯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9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甘蓝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梨。目的在于确定进行梨测

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1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麦。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薯。目的在于确定进行甘

薯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椰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花椰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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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
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李(PrunusLinn.spp.)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方法和结果判

定一般原则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李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和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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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

NY/T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955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群体测量 groupmeasurement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测量,获得一个群体记录。

3.2
群体目测 groupvisualobservation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目测,获得一个群体记录。

3.3
个体目测 singlevisualobservation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逐个目测,获得一组个体记录。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MG:群体测量。

MS:个体测量。

PQ:假质量性状。

QL:质量性状。

QN:数量性状。

VG:群体目测。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用于统一品种描述所需要的重要性状,除非受环境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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