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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种子学综合实验实验指导》是配合《种子生物学》、《种子贮藏与加工》、 

《种子检验与质量控制》等课程的课堂教学，结合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 

参考局部兄弟院校的材料编写而成的。

本实验指导的内容主要涉及到种子扦样和分样技术、种子净度分析、 

种子千粒重和容重的测定、种子发芽试验方法、种子活力和生活力的测 

定、种子水分的测定、种和品种的鉴定方法、 ISTA小麦和大麦种子醇溶  

蛋白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鉴定品种的标准程序、种子包衣实验、种子储 

藏与仓库管理、种子健康的测定等实验，根本涵盖了种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实验内容既切合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又具有科学  

性、系统性与综合性。

本实验指导旨在稳固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加深对 

种子生物学、种子贮藏、加工、质量检验等根底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使学生 

正确熟练的掌握种子学实验技术和根本操作，熟悉所用仪器的原理，学会使 

用和维护，通过学生动手操作、观察记忆、分析归纳，学会种子形态、生理 

的测定方法，掌握种子加工和仓库管理技术，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将来从事种子科学研究和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奠定 

良好的专业技术根底。

限于时间和水平，本实验指导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送读者多提珍贵意见，



以便修改和提高。

编者夏秀红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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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种子扦样和分样技术(2学时)
一、实验目的

熟悉各种扦样器和分样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袋装和散装种子批的扦样方法，掌握小容 

器(小包装)种子批的扦样方法。

二、实验要求

掌握种子扦样和分样的原理以及方法。

三、实验原理

扦样是用工具扦取室内检验分析所需样品，而扦取样品的数量与整批种子相比数量又很小。因此扦 

取和分取的样品必须能够代表整批种子的质量，而且样品必须混合均匀，这样通过细致的分析检验才能 

获得一致和正确的结果。

四、实验材料、仪器和试剂



小麦、水稻或玉米等袋装或散装种子批、小包装种子批、各式扦样器、格式分样器、钟鼎分样器、 

分样板、样品瓶、样品袋等。

五、实验方法和步骤

1.了解情况

2.种子批的均匀度 

3.划分种子批

4.扦取初次样品

(1)袋装种子批扦样法首先根据欲检种子袋数确定应扦样袋数，其次均匀设置扦样点，然后从各扦样 

点袋中扦取初次样品。

(2)散装种子批扦样法先按种子堆水平面积分区设点，再按种子堆高度分扦样层，然后由上到下扦取 

初次样品。

(3)小包装种子批扦样法首先将小包装种子批合并成100kg为一个扦样的根本单位，然后确定从每个 

根本单位中取出的数量，并取出作为初次样品。

5.配制混合样品

各袋或各点或各扦样单位扦出的初次样品，经感官粗查，只要质量大体一致就可将它们充分混合而 

组成混合样品。

6.分取送验样品

用分样器或分样板从混合样品中分出规定数量(或略多)的送验样品，在全面检验时有三份送验样 

品：其中一份供净度、发芽测定样品用，可用清洁的纸袋或布袋包装；另一份供水分测定样品用，须用 

密封容器包装；第三份作为品种鉴定用，应尽快于24h内送往检验室。

六、作业和思考题

1.试述各种袋装和散装扦样器的优缺点。 

2.试述扦样的主要步骤及考前须知。

3.试述各种分样器的使用及考前须知。

实验二种子净度分析(3学时)

一、实验目的

种子净度是指种子清洁干净的程度。通过净度测定，了解种子中净种子所占比例，也为测定其他工 

程如生活力、发芽率、千粒重等提供种子。

二、实验要求

识别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杂质，掌握种子净度的分析技术，并练习其他植物种子数目的测定方法和 

结果计算方法。

三、实验原理

种子净度测定就是将样品中净种子、杂质和其他植物种子区别开来，如何区分是种子净度测定的根 

底。目前国际上有精确法和快速法两种。我国目前以快速法作为国家标准。

四、实验材料和仪器

送验样品一份、检验桌、分样器、分样板、套筛、天平、小碟或小盘、镊子、小刮板、放大镜、木 

盘、小毛刷、电动筛选机、种子净度工作台等。

五、实验方法和步骤

1.送验样品的称重和重型混杂物的检查

(1)将送验样品倒在台秤上称重，得出送验样品重量M。



(2)将送验样品倒在光滑的木盘中，挑出重型混杂物，在天平上称重，得出重型混杂物的重量m, 并将 

重型混杂物分别称出其他植物种子重量m,  杂质重量m₂,m  与m 重量之和应该等于m。

2.试验样品的分取

(1)先将送验样品混匀，再用分样器分取试验样品一份，或半试样两份，试样或半试样的重量见有关 

章节。

(2)用天平称出试样或半试样的重量(按规定留取小数位数)。 

3.试样的筛理与分析

(1)选用筛孔适当的两层套筛，要求小孔筛的孔径小于所分析的种子，而大孔筛的孔径大于所分析的 

种子。使用时将小孔筛套在大孔筛的下面，倒入(半)试样，加盖，置于电动筛选机上或手工筛动两分 

钟。

〔2〕筛理后将各层筛及底盒中的别离物分别倒在净度分析桌上进行分析鉴定，区分出净种子、杂质， 

并分别放入小碟内。

4.各种成分称重

将每份(半)试样的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杂质分别称重，其称量精确度与试样称重相同。其中， 

其他植物种子还应分种类计数。

5.结果计算与处理

(1)核查各成分的重量之和与样品原来的重量之差是否超过5%。

(2)计算净种子的百分率 (P) 、其他植物种子的百分率(0S) 及杂质的百分率 (I): 
先求出第一份(半)试样的P 、0S₁ 、I₁:

P₁=(净种子重量÷各成分重量之和)×100

0S₁= (其他植物种子重量÷各成分重量之和)×100 

I₁= (杂质重量÷各成分重量之和)×100

再用同样方法求出第二份(半)试样的P₂ 、0S₂ 、I₂。

假设为全试样，那么各种组成的百分率应计算到一位小数，假设为半试样，那么各种成分的百分率 

计算到两位小数。

〔3〕求出两份(半〕试样间3种成分的各平均百分率及重复间相应百分率差值，并核对容许差距，见 

《GB/T3543·3-1995》表二。

(4)各重型混杂物样品的最后换算结果的计算：

P₂=P₁×(M-m)/M     0S₂=0S₁×(M-m)/M+ml/M×100     I₂=I₁×(M-m)/M+m₂/M×100

其中P 、0S 、I₁  分别由分析两份〔半〕试样所得的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的各平均百分率，而P₂ 
、0S₂、 I₂ 分别为最后的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及杂质的百分率，m/M×100  
为最后混杂物中其他植物种子的百  分率，m₂/M×100为重型混杂物中杂质的百分率。

〔5〕百分率的修约 假设原百分率取两位小数，那么可经四舍五入保存一位。各成分的百分率相加应 

为100.0%,如为99.9%或100.1%,那么在最大的百分率上加上或减去缺乏或超过之数。如果此修约值大 

于0.1%,那么应该检查计算上有无过失。

6.其他植物种子数目的测定

(1)将取出(半)试样后剩余的送验样品按要求取出相应的数量或全部倒在检验桌上或样品盘内，逐 

数进行检查，找出所有的其他植物种子或指定种的种子并计出每个种的种子数，再加上(半)试样中相 

应的种子数。

(2)结果计算可直接用找出的种子粒数来表示，也可折算为每单位试样重量(通常为每千克)内所含



种子数来表示：

其他植物种子含量(粒数/kg)= 其他植物种子粒数/送验样品的重量 (g)×100

六、实验结果和数据处理

填写净度分析的结果报告单

净度分析的最后结果精确到1位小数，如果一种成分的百分率低于0.05%,那么填为微量，如果一 

种成分结果为零，那么须填报“-0.0-”。

附表3-1净度分析结果记载表

重型混杂物检查：M(送验样品)=  (g)m(重型混杂物)=  (g)ml=  (g)m2=  (g)

净种子
其他植物种 

子
杂质 重量合计 样品原重

重量差值百分 

率

重量(g)第一份  

(半)试样 百分率(%)

重量(g)第二份  

(半)试样 百分率(%)

百分率样间差值

平均百分率

附表3-2其他植物种子测定记载表

其他植物种子种类和数目其他植物种子测定 

试样重量：  g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净度(半)试样I中

净度(半)试样Ⅱ中

剩余局部中

合计

或折成每千克粒数

附表3-3净度分析结果报告单      样品编号

作物名称：              学名：

成分 净种子 其他植物种子 杂质

百分率

其他植物种子名称及数目 

或每千克含量(注明学名)

备注

七、思考题

1.种子净度分析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2.对于种子净度分析的实验数据是如何分析和处理的? 

3.种子净度测定时有何考前须知?

实验三种子水分含量的测定(4学时)

一、实验目的

种子水分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平安贮藏的重要因素，是分级定价的重要指标。在种子收购、调运和贮 

藏期间都需要测定种子水分含量，以保证种子的平安贮藏和运输。本实验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测定种



子水分常用方法的原理、步骤和考前须知。

二、实验要求

了解电烘箱的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低恒温烘干法与高恒温烘干法测定水分的方法及操作技 

术，了解电阻式和电容式速测仪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三、实验材料、仪器和试剂

小麦、大豆、蔬菜等作物的种子、电热恒温鼓风枯燥箱(电烘箱)、电脑水分测定仪、电容式水分 

测定仪、天平、样品盒、温度计、枯燥器、枯燥剂、电动种子粉碎机、广口瓶、坩埚钳、手套、角匙、 

毛笔等。

四、实验方法和步骤

1. 低恒温烘干法(103±2℃烘箱法)

(1)把电烘箱的温度调节到110～115℃进行预热，然后让其保持在103±2℃。

(2)把样品盒置于103±2℃烘箱中约一小时左右，放枯燥器内冷却后用感量1/1000的天平称量，记下 

盒号和重量。

(3)把粉碎机调节到适宜的细度，从送验样品中取出15～25g 种子进行磨碎(禾谷类种子磨碎物至少 

50%通过0.5mm的铜丝筛，而留在1.0mm铜丝筛上的不超过10%;豆类种子需要粗磨，至少有磨碎成分通 

过4.0mm筛孔；棉花种子要进行切片处理；小粒种子不需要磨碎)。

(4)称取试样两份(放于预先烘干的样品盒内称重),每份4.5g～5.0g, 并加盖。

(5)翻开样品盒盖放于盒底，迅速放入电烘箱内(样品盒距温度计水银球2～2.5cm), 待5～10min内 

温度上升至103±2℃时，开始计算时间。

(6)103±2℃烘干8h 后，翻开箱门，戴上手套迅速盖上盒盖(最好在箱内盖好),立即置于枯燥器内 

冷却，经30～45min取出称重，并记录。

(7)结果计算：

水分%=(样品烘前重量-样品烘后重量)/样品烘前重量×100

假设一个样品两次测定之间的容许差距不超过0.2%,那么用两次测定的算术平均数表示，否那么需 

要重新做两次测定。

2. 高恒温烘干法(130～133℃烘箱法)

(1)把烘箱的温度调节到140～145℃。

(2)样品盒的准备，样品的磨碎，称取样品等与103±2℃烘箱法相同。

(3)把盛有样品的称量盒的盖子置于盒底，迅速放入烘箱内，此时箱内温度很快下降，在5～10min内 

上升到130℃时，开始计算时间，保持130～133℃,不超过±2℃,烘干1h。ISTA规程烘干时间为：玉 

米4h, 其他禾谷类2h, 其他作物种子1h。

(4)到达时间后取出，将盒盖盖好，迅速放入枯燥器内，经15～20min冷却，然后称重，记下结果。

(5)结果计算方法同上。

3.LDS  系列电脑水分电脑快速测定仪法

(1)测量准备

取出传感器周围的泡沫块，如果不取出那么不能正常测量。

取出手柄(即电池盒),把四节5号干电池装入电池盒内，然后压下电池，装入仪器中。 

将漏斗套在落料筒上。

将仪器放在没有振动的平台上。

将待测量样品进行初步筛选，去掉杂物。



查表选择品种代号，使用时直接查品种代号即可直接测量。 

(2)水分测量

按一下电源开关，仪器自检后显示品种号。

按△或▽键选择测量品种代号。

将测量样品放入落料筒至漏斗下沿口平待用。

将落料筒放于仪器传感器上，左手扶住落料筒，右手轻按落料开关，使样品全部均匀落进测量传感 

器，小数点闪动数次后显示水分值。

在显示水分值时，按一次“确认”键可显示样品重量，这时按一下“品种”键那么可显示待测品种 

温度，再按一次“品种”键可显示干电池的电压值，再按“确认”键那么回到水分显示。

关上落料筒的料门，倒出传感器内的样品，准备下一次的测量。

(3)误差修正

确定修正值：一般应以105℃标准烘箱法测得的水分为标准，与测量值相减，即为修正值。如水分  

仪测量出的水分值为9.6%,而需要显示的实际水分值为10.0%,那么该品种应提高0.4,修正值即为0.4。 

反之那么为负数。

进入修正状态：倒出仪器内的样品，长按住“品种”键不放，待显示数开始闪烁后松开，仪器显示 

屏左下角红色指示灯亮，同时仪器显示出厂时设定的默认修正值为“0.0”,指示仪器已进入修正状态。

修正：按“△”键将修正值提高0.4,然后按“确认”键保存，仪器将闪烁确认修正完成，按“品 

种”键或关机退出修正状态。

(4)定标

制备标准样品：用105℃标准烘箱法制备高、中、低三个标准样品。

进入定标状态：倒出仪器中的样品，长按住“确认”键不放，待显示数开始闪烁时松开，仪器显示 

屏左下角红色指示灯亮，同时显示品种代号，指示仪器已进入定标状态。

选出品种代号：按“▽”或“△”键盘选择品种代号。

注意定标顺序：定标时应按照先低水分，再高水分，最后中间水分的顺序进行。

标定低水分：取低水分的标样放入传感器，等待仪器显示测量结果，将测量结果修改为修正值，然 

后按住“确认”键直至数字开始闪烁后松开，一点定标完成。

标定高水分：倒出样品，不要关机，再取高水分标准样品放入传感器，等待仪器显示测量结果，将 

测量结果修改到标准值，然后按住“确认”键直至数字开始闪烁后松开，二点定标已经完成。

复测标样：复测标准样品，测量误差≤0.5%即表示定标成功，关机退出定标状态。如果误差过大， 

那么需要重新定标。

标定第三点：如果上下水分样品的差距较大，可用中间水分进行第三点定标，方法与定低(或高) 

水分样品相同。

4.PM4115 型电脑水分测定仪(电容式)

(1)直接测定法

①接通电源：按“开关”键翻开电源。

②选择品种：按“选择”键，每按一次，品种编号将增加一个。品种编号12以后会回复到1。

③将样品装入自动料斗：在自动料斗上部套上料斗，倒入样品直至样品从自动料斗中溢出。不要一下子 

倒光，要缓慢均匀倒入。水平移开料斗，刮掉多余样品，使其为平满的一杯。

④安装台座和自动料斗：将自动料斗的台座安装在本测定仪上，使定位槽朝前。对准台座的定位槽，将 

自动料斗安装到台座上。



⑤测定：按“测定”键，小数点闪烁显示。

⑥倒掉样品：将自动料斗的闸门向前拉到关闭，把底部恢复成原样，从测定仪上卸下自动料斗和台座。 

倒掉样品，此时水分值显示保持不变。继续测定时，请从步骤③开始。

⑦花生仁的测定：将料斗套在样品杯上，在5～6秒内均匀投入样品，直到样品从样品杯溢出为止。水 

平移开料斗，刮掉多余样品，使其为平满的一杯。

按几次“选择”键，使品种名称显示为“8 PEAN”花生仁。按”测定“键，小数点闪烁显示。“POUR” 
闪烁后开始倒入样品，“POUR” 消失，小数点闪烁4次后，显示水分值和测定次数。

⑧倒掉样品：此时水分值保持不变。连续测定时，请从步骤③开始。

(2)平均值的显示

按“平均”键后显示平均值：测定次数在2～9次时，会显示“AVE”,测定次数和平均值。,再按“平 

均”键后下一次测定水分时的测定显示次数将从1开始。

〔3〕水分值修正方法

各品种的水分值可在一9.9%+9.9%的范围内进行修正。

①设定为修正值输入模式：请确认电源已经关闭，按“开关“键，在显示型号和其他内容的期间内，连 

续按“选择”键，直至所有显示都消失，出现 “BIAS”、修正值、“%”显示，修正值的初始值为0。

②选择品种：按“选择”键，每按一次“选择”键，品种编号将增加一个。

③修正值输入：增加修正值时，请按“测定”键，每按一次增加0.1%;减少修正值时，请按“平均”键， 

每按一次减少0.1%。

④切断电源：按“开关”键，可以切断电源。

五、实验结果及数据处理

根据实验结果填写下表：

附表6-1种子水分测定标准法记载表

试样加盒重 烘失水分测定方 

法
作物 样品

称重盒 

重(g)
试样(g)

烘前 烘后 g %

1

2
低恒温 

烘干法
平均

1

2
高恒温 

烘干法
平均

附表6-2种子水分电子仪器速测法记载表

测定方法 作物编号 1 2 3 平均

PM4115型

LDS型

六、思考题

1.试述测定种子水分各种方法的原理和步骤。 

2.试述烘干法种子水分测定时有何考前须知。



实验四种子发芽试验(4学时) 
第一局部种子发芽习性和幼苗主要构造观察

一、实验目的

了解种子发芽的子叶出土型与子叶留土型发芽习性和有关种子种类，了解单子叶幼苗和双子叶幼苗 

的主要构造。

二、实验要求

掌握主要作物幼苗的主要构造。

三、实验材料和仪器

洋葱、小麦、玉米、甘蓝、菜豆、豌豆等不同作物的种子、光照发芽箱、智能人工气候箱、发芽盒、 

消毒砂、发芽纸，镊子，烧杯，滴灌等。

四 、实验方法和步骤

(1)将上述6种种子，分别播入砂床，按规程规定的发芽条件，光下培养幼苗至幼苗主要构造发育出 

现。

(2)观察记载：

①洋葱幼苗属子叶出土型的单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初生根、不定根、芽、子叶带膝。

②小麦幼苗属子叶留土型的单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种子根(通常3条)、胚芽鞘、初生叶等。

③玉米幼苗属子叶留土型的单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初生根、次生根、不定根、中胚轴、芽鞘、 

初生叶。

④甘蓝幼苗属子叶出土型双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初生根、下胚轴、子叶、顶芽等。

⑤菜豆幼苗属子叶出土型双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初生根、次生根、下胚轴、子叶、上胚轴、 

初生叶和顶芽。

⑥豌豆幼苗属子叶留土型双子叶植物，其幼苗主要构造包括初生根、次生根、子叶、上胚轴、鳞叶、初 

生叶和顶芽。

五、实验结果

绘出主要作物幼苗的构造图。

六、思考题

(1)绘画主要种子幼苗构造形态图，并注明各局部名称。

(2)分析幼苗主要构造对播种后发芽出土和长成正常植株的重要性。

第二局部种子发芽试验方法

一、实验目的

种子是有生命的生产资料，种子发芽力的上下是决定种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正确测定种 

子发芽力是一项重要的应用技术。本实验旨在让学生掌握标准发芽试验方法。

二、实验要求

掌握主要禾谷类和单子叶植物种子小麦、玉米等种子的标准发芽技术规定、发芽方法、幼苗鉴定标准和 

结果计算方法，掌握主要豆类和蔬菜种子的发芽技术规定、发芽方法、幼苗鉴定标准和结果计算方法。

三、实验原理

水分、温度和空气是种子萌发的必需条件，对于某些作物的种子来说还需要光照或黑暗条件。不同 

作物由于长期系统发育的影响，使得其种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萌发特性，即不同作物萌发所需条件各有 

差异。因此在进行种子发芽试验时，必须根据作物种类、籽粒大小、种子的化学成分以及发芽床的保水 

供水性能等，选择适宜的发芽床，控制与供试种子相适应的发芽条件，以获得能代表种子质量状况的发



芽试验结果。

四、验材料和仪器

小麦、玉米等单子叶植物种子、大豆等双子叶植物种子、发芽盒、培养皿、发芽纸、消毒砂、智能 

人工气候箱等。

五、实验方法和步骤

(1)玉米种子发芽方法玉米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BP.S,20～30℃,25℃,4d,5d)           采用砂床，经消毒， 

调节到适宜的湿度，装入长方形塑料培养皿，厚度2～3cm,然后播入50粒种子，再盖上1.5～2cm湿砂， 

盖好盖子，放入规定温度和光下培养。第四天计数正常幼苗，第七天计数正常幼苗、不正常幼苗和死种 

子数。

注：玉米属于子叶留土型发芽的单子叶植物。幼苗鉴定标准属于 (ISTA,  幼苗鉴定手册A1.2,A3.2 

组)。

①正常幼苗条件(幼苗的全部主要构造均应正常):

根系初生根完整或带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开裂已愈合。假设初生根有缺陷，而次 

生根正常，并有足够的数目。

幼芽中胚轴完整，或带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破裂已愈合、稍有弯曲。

芽鞘完整或带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稍有弯曲、顶端开裂少于三分之一或等于三分 

之一，不别离开。

叶片完整，近芽鞘顶端伸出，至少达一半长度，或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轻微损伤。 

②不正常幼苗(幼苗带有一个或数个主要构造有缺陷，或正常发育受影响):

根系初生根有缺陷或无机能或次生根缺失，如发育不良、停滞、障碍、缺失、破裂、从顶端开裂、 

收缩、纤细、负向生长、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幼芽中胚轴有缺陷，如破裂、形成环状、螺旋形、严重卷曲、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芽鞘有缺陷，如畸形、破裂、顶端损伤、缺失、形成环状或螺旋形、严重卷曲和弯曲、从顶端开 

裂、并通过总长度的三分之一、并与主轴别离、基部开裂、纤细、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叶片有缺陷，叶片不到芽鞘长度的一半，或缺失、弯曲及其他畸形。

幼苗一个或数个主要构造有缺陷，或正常发育受影响，或整株有如下缺陷：畸形、黄化或白化、 

纤细、玻璃状、两株连生在一起、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先长芽鞘、此后长根。

〔2〕小麦种子发芽方法小麦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TP.BP.S,20℃,4d,8d,          预先加热30～35℃,预先

冷冻5～10℃,3～7d,500×10-GA₃)。

采用纸卷发芽，先将发芽纸巾(36cm×28cm) 预湿、拧干，用两层垫，平铺在工作台上，编号，然  

后播上100粒种子，再覆盖上一层湿纸巾，左边折起2cm宽，卷成松的纸巾卷，垂直竖在透明塑料盒中， 

4次重复，套上透明塑料袋，放入智能人工气候箱20℃发芽。如新收获的有休眠种子，须放在5～10℃ 

条件下预先冷冻处理5d 后，再放在20℃条件下发芽(预先冷冻处理时间不计发芽时间)。至第四天计数  

正常幼苗种子数，第八天计数正常幼苗、不正常幼苗和死种子数。

注：小麦和大麦均为子叶留土型发芽的单子叶植物。幼苗鉴定标准同属于一组(ISTA幼苗鉴定手册 

A1.2,3.3 组。

①正常幼苗(全部主要构造均应正常):

根系至少有两条种子根完整或一条强壮的种子根，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 

幼芽中胚轴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

芽鞘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稍有弯曲、从顶端开裂少于三分之一或等于



三分之一。

叶片完整，从芽鞘顶端长出，至少达其长度的二分之一，或带有如下轻微缺陷：褪色、有坏死斑 

点、稍有损伤。

②不正常幼苗(有一个或数个主要构造不正常，或发育受阻，幼苗有缺陷，如畸形、两株连生在一起、 

黄化或白化、纤细、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等):

根系种子根有缺陷，或无功能，如发育不良、停滞、仅有一条细弱种子根、破裂、收缩、纤细、 

负向生长、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幼芽中胚轴有缺陷，如破裂、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芽鞘有缺陷，如畸形、由植物中毒引起的缩短、变粗、破损、残缺、形成环状、螺旋形、严重弯 

曲、卷曲、从顶端开裂大于其总长的三分之一、基部开裂、纤细、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叶片有缺陷、如长度不到芽鞘的一半、无叶、破裂或其他畸形等。

(3)大豆种子发芽方法大豆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BP.S,20～30℃,25℃,5d,8d,     计 数 )

①正常幼苗(全部主要构造均应正常):

根系初生根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破裂不深且已愈合。如初生根有缺陷， 

但次生根发育良好。

幼芽上胚轴和下胚轴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或无功能组织小于50%,有三片子叶。 

子叶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无功能面积小于50%,有三片子叶。

初生叶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无功能面积小于50%,有三片子叶。

②不正常幼苗(有一个或数个主要构造不正常，或发育受阻，如畸形、破裂、先长子叶后长根、两株苗 

连生在一起等、黄化或白化、纤细、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等):

根系初生根有缺陷，或无功能，如发育不良、停滞、破裂、顶端开裂、收缩、纤细、负向生长、 

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幼芽下胚轴或上胚轴有缺陷，如破裂、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子叶有缺陷、或无功能组织超过50%。

初生叶有缺陷、或无功能组织超过50%。 

顶芽有缺陷或残缺。

(4)水稻种子发芽方法水稻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TP,BP,S,20～30℃,25℃,5d～14d,   新收获的休眠种 

子须预先加热50℃,3d～5d, 或0. 

1mol/LHNO₃浸种24h)。本试验用方形透明塑料培养皿，垫入两层预先 

浸湿的发芽纸，每皿播入100粒种子，4次重复，放入规定温度和光下培养，第五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 

数，第十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第十四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不正常发芽种子数和死种子数。

〔5〕洋葱种子发芽技术方法洋葱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TP,BP,20℃,15℃,6d,12d,      新收获的休眠种子 

须预先冷冻5℃,3d)。

采用9cm玻璃培养皿纸床，将预先浸透的发芽纸两层，垫入培养皿内，数种置床，每皿100粒种子， 

重复四次，20℃条件下发芽。第六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第九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第十二天计数 

正常发芽种子数、不正常发芽种子数和死种子数。

①正常幼苗(全部主要构造均应正常):

根系初生根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

幼芽子叶完整，带有一个向上的膝，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

②不正常幼苗(有一个或几个主要构造不正常，或正常发育受阻或缺陷，如畸形、破碎、两株苗连 

生在一起等、黄化或白化、纤细、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根系初生根有缺陷，如发育缓慢、残缺、停滞、破裂、从顶端开裂、收缩、纤细、负向生长、玻 

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幼芽子叶有缺陷，如缩短、变粗、破裂、收缩、弯曲、形成环状、螺旋状、无膝、纤细、玻璃状、 

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6)辣椒种子发芽方法辣椒种子发芽技术规定 (TP,BP,S,20～30℃,7d,14d,        新收获的休眠种子须 

用0.2%的KNO₃湿润发芽床)。

采用9cm  玻璃培养皿纸床，将两层经0.2%KNO₃浸透的发芽纸垫入培养皿，数种置床，每皿100粒 

种子，四次重复，放入20～30℃变温发芽，第七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第十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 

第十四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不正常发芽种子数和死种子数。

①正常幼苗：

根系初生根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变色或带有枯斑、或有浅度裂缝。

茎轴系统下胚轴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变色或有枯斑、有轻微的损伤或裂缝，或有松散扭曲。

子叶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无功能子叶局部少于50%,或有三片子叶、顶芽完整

幼苗所有主要构造正常。

②不正常幼苗：

根系初生根有缺陷，如生长受阻或残缺、发育不良、破损、从根尖有裂口、萎缩、很纤细、缩陷 

在种皮内、负向生长、水肿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如果初生根有缺陷，即使产生了次生根，仍为 

不正常幼苗。

茎轴系统下胚轴有缺陷，如缩短变粗或缺失、深度破损或有裂缝、裂口穿透胚轴、过度弯曲或形 

成环状、紧度扭曲或形成螺旋状、极度纤细、水肿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子叶有缺陷，已有50%以上的组织没有正常功能，如肿胀性卷曲或畸形、别离或缺失、变色或坏死、 

水肿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顶芽或周围组织有缺陷。

(7)甘蓝种子发芽方法甘蓝种子发芽技术规定〔TP,20～30℃,20℃,5d,10d,        新收获的休眠种子须 

在5℃预先冷冻3～5d, 或用0.2%的KNO₃湿润发芽床)。

采用9cm玻璃培养皿纸床，每皿垫入两层浸湿的发芽纸，数种置床，每皿100粒种子，四次重复， 

放入20～30℃变温或20℃培养，第五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第十天计数正常发芽种子数、不正常发 

芽种子数和死种子数。

①正常幼苗(全部主要构造均应正常):

根系初生根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破裂不深且已愈合。

幼芽下胚轴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如褪色、有坏死斑点、破裂斑点且已愈合、稍有弯曲。

子叶完整或仅有轻微缺陷，无功能组织少于50%,有三片子叶。 

顶芽完整。

②不正常幼苗(有一个或几个主要构造不正常，正常发育受阻，或整个幼苗有缺陷，如畸形、破碎、 

先长子叶后长根、两株连生在一起、黄化或白化、纤细、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根系初生根有缺陷，如发育缓慢、短小、破损、从顶端撕裂、收缩、纤细、卷缩在种皮里、负向 

生长、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即使有次生根存在，也应划分为不正常幼苗。

幼芽下胚轴有缺陷，如缩短、变粗或残缺、深度破裂、中心撕裂、收缩、弯曲、形成环状、严重 

弯曲、形成螺旋状、纤细、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子叶其缺陷已扩散到无功能组织50%以上、如肿胀、卷曲或其他畸形、损伤、别离、残缺、褪色、 

有坏死斑点、玻璃状、由初生感染引起的糜烂。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57145003132006141

https://d.book118.com/957145003132006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