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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 

良种繁育与推广保障服务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基地的选

址、规划布局、田间工程、设施设备、人员配置，以及基地生产过程中的良种质

量控制、环保、能源等管理要求，都直接影响农业良种繁育与推广服务。根据前

期查新相关标准，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中，只有单一作物的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的标准，如玉米、油菜、马铃薯等。我国地缘辽阔，农产品品种丰富，

很难做到每一种作物都有标准可依，而事实上，现在农业新品种推出的速度也非

常快，因此，制定一个通用的基础标准，使种植业良种在没有具体作物种类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标准的情况下，可以依照本标准进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提出《农业良种繁育与推广 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及评价指南》

的研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目前无标可依的现状，规范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的有力保障措施。 

2  编制原则和依据编制原则和依据编制原则和依据编制原则和依据 

2.1编制原则编制原则编制原则编制原则 

科学合理。标准条款的技术指标严格按照调研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目前国

内大多数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的水平，并对可能出现的新技术新方法的保留兼容

性。 

适用广泛。本标准在把握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的共性基础上，提炼出通

用基础要求，作为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及评价的综合指南，使标准具有广泛

适用性。 

2.2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 

� 2016年中央 1号文件； 

�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 

�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3  编制过程编制过程编制过程编制过程 

3.1任务来源任务来源任务来源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2015 年国家标准制定项目，立项编号为

20154150-T-424。 

本标准由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共同起草。 

3.2工作过程工作过程工作过程工作过程 

标准前期研究。2014 年 11 月，国家标准委公益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

准化项目”的专题 2-4《农业良种繁育和推广服务专项标准前期研究》项目启动，

由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主持承担，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辽

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等单位参加。 

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研制《农业良种繁育与推广服务 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及评价指南》国家标准草案。首先在辽宁省内开展良种繁育基地调研，沈阳华

美畜禽有限公司、辽宁朝阳天宁农业有限公司、盘锦国家优质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等，调研育种基地建设情况，得到了设备设施情况，技术保障服务，以及组织架

构模式等数据。 

然后，开展省外调研，考察了安徽丰乐种业水稻公司，针对丰乐在良种繁育

与推广服务过程中相关的保障措施进行了重点考察。2015 年 1 月，赴海南南繁

基地进行调研，继续细化标准条款。2015年 3月，赴云南会议研讨并实地调研。

与会专家来自于云南省种子管理站、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等专家，对标

准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会后，又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进行实

地调研，详细了解育种基地建设情况。 

标准立项。根据前期研究结果，项目组向国标委提出种植业良种繁育的基地



建设和评价的通用基础标准的申请，2015年 10月国标委立项。 

标准研制。标准立项后，迅速成立以原标准前期研究组成员为主要人员的起

草组，同时，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制定计划。根据 2016年中央 1号文件“加快推进

海南、甘肃、四川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首先确定

了以甘肃、四川、海南为主的调研计划，于 2016年 10月赴甘肃玉米育种基地实

地调研，基地有：甘肃武威陇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金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张掖临泽县种子站，并考察了临泽县农业产业园区的 2家育种公司，即裕晟种

业和三北种业，掌握了甘肃育种基地的基本建设方法，同时，各个基地的专家对

起草组的标准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2016年 11月赴海南考察南繁基地建设情

况，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部分条款，尤其是补充了之前标准缺乏“检验检疫”

的条款。2017 年 4 月赴四川基地调研，主要考察四川省种子站提供的邛崃市国

家级良种繁育基地——邛崃高端种业示范园区和四川嘉禾种子有限公司。 

在国家级良种繁育基地调研的同时，按照全国不同地域，项目组成员分别调

研了湖北省国营张集农场千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广东开平市农作物良种繁育与

推广基地，以及省内具有特色种植业品种的辽宁朝阳优质杂粮良种繁育基地、开

原市大豆良种繁育基地、营口市大石桥市水稻良种场。 

根据调研反馈，起草组经过 5次重要修改，和多次局部改动，形成工作组讨

论稿，并于 2017年 6月 8日在北京召开标准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文本

展开讨论，根据本次会议各个专家的意见，起草组于 2017年 6月 25日完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4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主要技术指标主要技术指标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参数参数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试验验证的论述试验验证的论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种植业良种繁育基地是指用于种植业大田生产所用良种的繁育基地，

因此基地的建设与评价指南，具有通用综合性，各条款多为定性要求，作为基地

建设与评价的参考指南。 

本标准主要内容分为基地建设和基地评价两部分。 

基地建设从建设原则、选址条件、规划布局、建设内容和人员配置五个方面

给出具体要求，其中建设内容包含“一般要求、田间道路、灌溉与排水、输配电、

防疫设施、检验设施、种子加工设施设备”几个方面。 



“建设原则”条款从宏观层次给出基地建设应符合的要求，主要是基于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条件，从经济、科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基地建设的

基本原则。 

“选址条件”条款从具体层面提出基地建设选址的要求，基于“根据作物找基

地”的原则，选址条件一方面是不可控的自然条件，如日照、温度等，另一方面

是人为的因素，如交通、隔离条件等。 

“规划布局”条款提出具体基地设计时应遵循的功能分区要求，必须具备的功

能分区有生产区和管理区，其他功能分区应根据具体作物繁育要求设置。条款主

要目的是为保障良种的可靠和纯度。 

“建设内容”条款从经济、适用、安全的角度提出基地建设应配备的基本设施

设备要求。“一般要求”给出总体设计要求，“田间道路”主要提出机耕路和生产路

的具体要求，因全国地形的不同，给出了较大范围的定量要求。“灌溉与排水”

是育种基地主要的基础条件，但在全国范围内，降水量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不同

条件，因此，本条款仅给出了灌溉与排水的基本原则，即节水和因地制宜地保障

良种繁育用水要求。“输配电”是与用水配套设置，其中弱电和网络设施是在目前

有很多基地采用物联网监控的情况下提出，作为推荐性条款，用“宜”。 “种子加

工设施设备”条款考虑到不同作物种子的加工方式不一样，本标准只提出了种子

加工设施设备的一般性要求，即晾晒、烘干、贮存等基本要求。 

“人员配置”条款提出了人员配置的类型和比例构成。在良种繁育的经验总结

中，良种繁育技术人员因素的对繁育结果至关重要，技术指标是根据目前各类作

物基地建设人员配置的基本现状，通过各类作物的比较综合，提出稍高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以提升良种繁育工作的可靠性。 

基地评价从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内容和评价报告四个方面给出了评价

的具体操作要求。 

“评价方法”条款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提出评价应包含的要素。静态数据可测

量、有实物的应按标准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动态数据需查看记录或运行结果以

进行效果评价。 

“评价内容”条款根据评价方法和基地建设项目情况，提出具体查验静态和动

态数据的操作流程。 



“评价报告”条款提出评价结果的形式——评价报告应包含的要素。 

5  与有关现行法律与有关现行法律与有关现行法律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法规和标准的关系法规和标准的关系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标准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以及农业部的规定，参照 GB/T 30600-2014《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NY/T 

2777-2015《 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标准》，根据全国育种基地建设实际情况制

定，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