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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玉米 =>4 测试的基本含义%玉米 =>4 测试指南制定的依据%玉米 =>4 测试的性状%测试中近

似品种的选择%试验设计%试验田的基本要求及性状的观察与判别等基本方法$分析了目前测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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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 =>4 测试是植物新品种是否授权的重

要依据$ 又是制定是否侵权的法律程序中的重要环

节&通过测试达到新品种所具备的条件的$同时又具

备授权品种的其它条件的将被确认为新品种$ 获得

植物新品种权$并受到保护& 我国于 %88Y 年 %" 月 %
日由国务院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并于 %888 年 Z 月 !& 日正式加入国际植物

新品种保护联盟:>[\];& %888 年 9 月 %9 日发布第

一批品种保护名录$截止 !""Z 年底$农业部植物新

品种保护办公室已受理了来自国内外的品种权申请

!"#& 件$授予品种权 #Z! 件&

% 玉米 =>4 测试的标准

:;: 玉米 <"* 测试的含义

=>4:=16M1,5M,366H >,1/)+O1MF -,P 4M-Q1.1MF;测 试

是指对申请品种权的品种的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

性进行测试&特异性:=16M1,5M,366;是指申请品种权的

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于在申请日以前已知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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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品种$ 即指该品种至少应当有一个特征明显区

别于已知品种$且是在遗传性状上有明显的区别$无

论在属或种间都要在遗传表现型性状上有明显的差

异$ 它是区别申请品种与已有品种差异的主要测试

内容& 一致性:>,1/)+O1MF;是指申请品种权的玉米新

品种经过繁殖$除可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的特征或

者特性一致&即指品种的形态特征%生理特性方面的

一致性%整齐性& 如果有变异株出现$其变异是由遗

传造成的$ 而不是非遗传因素的结果& 稳定性:4M-W
Q1.1MF; 是指申请品种权的玉米新品种经过反复繁殖

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 其相关的特征或者

特性保持相对不变$ 即指性状繁殖几代后仍与原来

保持一致&
:;= 玉米 <"# 测试指南的制定

!"#"! 玉米 $%& 测试指南制定的依据

保护育种者的知识产权$正确处理品种权纠纷$
统一玉米品种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测试与描

述方法$规范玉米品种的观察%评价%鉴定行为是制

定测试指南的基础&
测试指南标准参考了 %88Z 年 >[\] 颁布的玉

米 =>4 测试指南:VD! ‘ 9;范本& 测试性状的选择既

与 >[\] 相协调$又与中国玉米生产和育种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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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以植物形态特征为主#其它性状为辅的原则$
综合考虑了性状的稳定性和易操作性$ 经多轮专家

&包括遗传育种%品种资源%植保%种子%植物学%栽培

等’审改$确定了我国玉米 #$% 测试指南的总体技

术要求$现正报批"
!"#"# 玉米 $%& 测试指南的性状

测试性状!玉米 #$% 测试性状包括必测性状和

补充性状$共 () 个" 必测性状为每个申请品种必须

进行测试%考察的基本性状"必测性状有 "! 个!散粉

期%抽丝期%雄穗侧枝姿态%花丝花青甙显色%花丝花

青甙显色强度%雄穗最高位侧枝以上的主轴长度%雄

穗一级侧枝数目%株高%果穗长%果穗形状%子粒类型

&穗中部*%子粒顶端颜色%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强度"
补充性状共 +, 个! 包括 !+ 个基本形态性状和

"! 个选择测试性状" 补充性状是在必测性状不能区

别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时$ 仍需进一步测试而选用

的性状"
基本形态性状!第一叶鞘花青甙显色%第一叶尖

端形状%叶片边缘颜色%上位穗上叶与茎秆角度%上

位穗上叶姿态%茎&之’字型程度%茎支持根花青甙显

色%雄穗颖片基部花青甙显色%颖片除基部外花青甙

显色%花药花青甙显色-新鲜花药*%雄穗小穗密度%
雄穗主轴与分枝的角度&基部 " . ! 处*%雄穗最低位

侧枝以上的主轴长度%雄穗中部侧枝长度%全株叶片

数%叶长-上位穗上叶*%叶宽%叶色%叶缘波状程度%
叶鞘花青甙显色-植株中部*%穗位与株高比率%果穗

着生姿态%穗柄长度%果穗!苞叶覆盖程度%果穗直

径%穗行数%子粒排列形式%每行粒数%子粒背面颜

色%糊粉层颜色%胚乳色%粒型%子粒大小%穗轴颖片

花青甙显色(
选择测试性状!抗倒伏性-根倒*%抗倒折性-茎倒

伏*%矮花叶病毒病抗性%粗缩病抗性%玉米螟抗性%
大斑病抗性%小斑病抗性%褐斑病抗性%锈病抗性%弯

孢菌叶斑病抗性%茎腐病抗性%丝黑穗病抗性%穗腐

病抗性)
选择对环境影响变化极小$甚至无变化的性状$

且性状的不同级别均匀地分布于申请品种中的性状

为分组性状" 指南中确定抽丝期%花丝花青甙显色%
株高%子粒类型%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 / 个分组性状

作为测试中分组的依据"
!"# 玉米 $%& 测试方法

!"’"! 近似品种的选择

测试中的近似品种在欧盟均由测试机构根据申

请品种的性状描述$ 依据分组性状从品种数据库中

-由在欧盟登记的$受 $012 成员国保护的品种及未

受保护的公开应用发放的品种组成’ 选择几个性状

相近的品种进行比较$ 测试第一年往往对品种不了

解$会选择多个品种$通过一年的种植鉴定观察确认

选择的品种是否准确$如不准确重新选择$第二年测

试时近似品种的数量会减少至 " 3 ! 个品种"
由于我国开展品种保护较晚$ 品种数据库录入

的品种较少$不能满足玉米 #$% 测试中选择近似品

种的要求" 因此$一方面各测试中心%分中心正在不

断收集各地审定% 认定或目前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

玉米品种进行测试性状的鉴定$不断录入数据库中$
逐渐丰富品种数据库*另一方面$目前的测试工作则

采用了由申请人根据亲缘关系提出近似品种$ 经植

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审查专家进行审查$ 以确

定近似品种的方法)
!"’"# 试验田的基本要求

试验田应具有良好的灌排水系统$土质均匀$肥

水管理参照当地生产水平$ 生长季节各项生产管理

条件统一$试验田四周设保护行)
品种间存在一定差异$ 这主要是不同基因型所

决定的$但环境因素会对某些性状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品种生长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生长所必须的

水+肥等条件$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地力%水肥均匀

一致"测试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条件及时施肥%灌溉及

田间管理$使品种基因型得以充分表达$各性状得以

充分显现$确保试验的可靠性"
!"’"’ 试验设计

田间测试必须保证植株能正常生长$ 正常测试

每公顷不超过 +/ ))) 株的定植密度$自交系和单交

种不少于 +) 株$其它杂交种%群体和开放授权品种

不少于 4) 株" 测试试验至少设两次重复$观察试验

和测试试验必须在同一小区进行" 每个测试品种设

相应的近似品种$近似品种与测试品种相邻种植$测

试时间至少为 5 个相同条件的生长周期$ 以鉴定测

试品种的稳定性$ 测试条件应能满足测试品种植株

的正常生长及其对性状的正常测试"通常情况下$测

试应在一个测试点进行$ 除非测试品种的某一重要

性状不能在该测试点正常表达$ 才安排在另一测试

点进行测试"
!"’"( 性状的观测与判别

-"’特异性的判别" 测试品种质量性状有一个性

状或数量性状有二个及二个以上性状与近似品种达

到差异$ 或数量性状有一个性状与近似品种相差二

个及二个以上代码$ 即可判定测试品种与近似品种

具有特异性" 用分子标记-或酶电泳分析’方法测试

特异性$尚无具体方法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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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判别! 观察整个小区的植株"以代

码为分析单元"计算变异率!每个重复内至少应观察

’( 个单株$不包括自交系中的杂交株和杂交种中明

显的亲本自交苗&! 评估自交系和单交种的一致性"
采用 ")的群体标准和 *+)的接受概率! 如果一个

样本为 ’( 株"最多允许有 " 个非典型植株!此外"对

亲本自交系中明显的异型杂交株和单交种中明显的

亲本自交苗也采用相同的群体标准和接受概率 $如
植株高度#果穗大小或生育期"以及分子标记或酶电

泳分析所证明的明显差异等&! 评估三交种#双交种#
群体和开放授粉品种的一致性时" 品种内的变异程

度不得超过已知类型品种的变异程度! 对不能进行

个体测试的性状"不进行一致性鉴定!
$"&稳定性的判别! 观察植株至少为 +( 株! 测试

品种同一性状在两个相同生长季节的表现在同一代

码内" 或第二次测试的变异度与第一次测试的变异

度无显著变化"则表示该品种在此性状上是稳定的"
否则为不稳定! 以连续两个生长周期的测试结果评

价申请品种的稳定性"采用 *+)的接受概率!

% 玉米 ,-. 测试中存在的问题

$!&指南中选用的标准品种较多约 +( 余个"在

测试品种较少的情况下不经济"费工#费时!因此"在

测试工作中应注意收集集多种性状于一身的品种用

作标准品种"以尽量减少标准品种的数量!
$%&某些标准品种不标准"或标准品种经多年多

点连续自交后"因生态类型不同"导致性状与原始

品种有差异"不能真正起到标准品种的作用! 因此"
由同一机构统一供种"是保证标准品种统一的重要

措施!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类型复杂"因此要

找到一套适应所有生态区的标准品种比较困难"现

行的这套标准品种中有的在某些生态区不能正常成

熟"有的在不同生态区表现的性状与标准不同"不能

有效地起到标准品种的作用!因此"今后应针对不同

生态区筛选出各自的标准品种" 而非所有生态区共

用一套标准品种!
$’&在评价品种的一致性时"要充分考虑到受病

害#地力等环境条件影响而造成的性状的不一致"如

丝黑穗病#病毒病等造成的株高#叶色#株型等差异!
测试人员能够正确区分病株与正常株" 做出正确的

一致性评价!

$+&特异性鉴定是 ,-. 测试的核心技术"是能否

授予品种权的必要条件! 而近似品种的选择理论上

是血缘最相近似的品种" 一般育种者都会选具有一

个共同亲本的两个单交种互为近似品种" 尽管其另

一个亲本差异明显" 这两个杂交种间的差异往往仍

不显著"因而利用 ,/0 指纹图谱技术"可以鉴别表

型上难以鉴别的品种"有利于实现鉴定的简单化#自

动化!同时也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审理侵权纠纷案件!

" 对策和建议

$!&尽快建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技术体

系!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丰

富经验" 结合我国玉米 ,-. 测试中遇到的问题"尽

快建立和完善基于植物形态特征测试的主导技术和

对基因型测试的辅助技术体系!
$%&尽快开展 ,-. 测试技术的课题方面的研究

及测试人员培训工作! ,-. 测试尽管是一项不复杂

的技术工作" 但也需要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对一些数

量性状等测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试验研究" 找出较

为科学的判断依据!现有测试人员的水平不一致"同

一品种测试的数据就有可能不一致" 急需对测试人

员进行定期培训"特别是生育期间的岗位培训"提高

测试水平!
$"&尽快建立我国已知品种数据库"确保审批机

关授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加快基因型测试的辅助

技术研究$对我国特有的宝贵资源品种构建 ,/0 指

纹图谱和形态学特征数据库" 以有效保护民族种业

的发展"使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健康#稳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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