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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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７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先恩、魏建和、黄璐琦、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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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种子检验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中药材种子检验的程序，规定了中药材种子检验扦样、真实性鉴定、净度分析、发芽试

验、水分测定、重量测定、生活力测定及健康度测定的步骤，描述了过程记录等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药材种子生产者、经营管理者和使用者在种子生产、加工、调运、播种、贮藏以及贸

易等所进行的种子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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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５４３．２—１９９５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

ＧＢ／Ｔ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

ＧＢ／Ｔ３５４３．７—１９９５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其他项目检验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种子批　狊犲犲犱犾狅狋

同一种源、同一年度、同一产地、同一采收期内收获的、在规定数量之内的种子群体。

３．２

初次样品　狆狉犻犿犪狉狔狊犪犿狆犾犲

从种子批中抽取出的少量种子样品。

３．３

混合样品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犪犿狆犾犲

从一个种子批中抽取的全部初次样品合并而成的样品。

３．４

送检样品　狊狌犫犿犻狋狋犲犱狊犪犿狆犾犲

送到种子检验机构检验的规定数量样品。

３．５

供试样品　狑狅狉犽犻狀犵狊犪犿狆犾犲

从送检样品中分取的、供某一检验项目之用的样品。

３．６

净种子　狆狌狉犲狊犲犲犱狊

种子单位或构造符合送验物种（包括该物种的全部植物学变种和栽培品种）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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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其他植物种子　狅狋犺犲狉狊犲犲犱狊

除净种子以外的任何植物种类的种子单位。

３．８

杂质　犻狀犲狉狋犿犪狋狋犲狉

除净种子和其他植物种子外的种子单位和所有其他物质和构造。

３．９

种子真实性　犵犲狀狌犻狀犲狀犲狊狊狅犳狊犲犲犱

供检种子与文件记录（如标签等）的物种种子是否相符的特性。

３．１０

发芽率　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

在规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内长成的正常幼苗种子数占供检种子数的百分率。

３．１１

正常幼苗　狀狅狉犿犪犾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在土质良好及适宜水分、温度和光照条件下继续生长发育成为正常植株的幼苗。

３．１２

不正常幼苗　犪犫狀狅狉犿犪犾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在土质良好及适宜水分、温度和光照条件下不能继续生长发育成为正常植株的幼苗。

３．１３

未发芽种子　狌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犲犱狊犲犲犱狊

在适宜的条件下，试验末期仍不能发芽的种子。

３．１４

种子含水量　狊犲犲犱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种子样品按规定程序烘干所失去的重量占供检样品原始重量的百分率。

３．１５

生活力　狊犲犲犱狏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种子发芽的潜在能力或种胚具有的生命力。

３．１６

千粒重　狋犺犲狑犲犻犵犺狋狅犳１０００狊犲犲犱狊

１０００粒净种子的重量，并换算成国家种子质量标准水分条件下的重量。

３．１７

种子健康度　狊犲犲犱犺犲犪犾狋犺

种子样品携带有病虫害（真菌、细菌、病毒以及害虫）种类及数量的百分率。

３．１８

复胚种子单位　犿狌犾狋犻犵犲狉犿狊犲犲犱狌狀犻狋

能够产生１株以上幼苗的种子单位。

４　构成与操作流程图

４．１　构成

中药材种子检验程序包括：扦样、真实性鉴定、净度分析、发芽试验、水分测定、重量测定、生活力测

定及健康度检验等。

其中，种子真实性鉴定、净度分析、发芽试验、水分测定、重量测定为必检项目，其他项目检验属于非

必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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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种子检验流程图

种子检验时应遵循的操作程序见图１。

图１　种子检验程序图

５　扦样

从种子批中随机取得重量适当、有代表性的送检样品。应按照ＧＢ／Ｔ３５４３．２—１９９５规定的方法随

机抽取有代表性的初次样品、混合样品和送检样品。

６　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

６．１　方法与程序

６．１．１　种子形态鉴定

随机从送验样品中数取５０粒种子，２次重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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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目测或借助放大镜、体视镜等对种子大小、形状、颜色、光泽、表面构造及气味等形态特征，逐粒

细致观察，并与标准种子样本、图片及有关资料对照，鉴别送检种子是否与文件记录物种（品种）种子特

征相符。

将种子分为文件记录物种（品种）种子和其他物种（品种）种子，计算两类种子数量。

６．１．２　幼苗鉴别

随机从送验样品中数取１００粒种子，２次重复。

将种子置于适宜发芽床及发芽试验条件下进行培养，加速种子生长，当幼苗生长到适宜评价的发育

阶段时，根据幼苗下胚轴的颜色、茸毛有无，子叶的形态和颜色，真叶的形态、颜色、大小、叶缘缺裂等性

状对全部幼苗进行形态观察与测定，鉴别送检种子幼苗是否与文件记录物种（品种）幼苗形态特征相符。

将幼苗分为文件记录物种（品种）幼苗和其他物种（品种）幼苗，计算两类幼苗数量。

６．２　结果表示与计算

结果用种子真实度表示，即记录物种（品种）种子（苗）数占供试种子（苗）数的百分率。

６．３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鉴定时间、地点、鉴定人、鉴定方法及过程等。

在实验室、培养室所测定的结果应填报种子数、幼苗数或植株数。

７　净度分析

将送检样品分成三种成分：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杂质，并测定各成分的重量百分率。

在种子构造上凡能明确鉴别出属于所分析的物种（已变成菌核、病害孢子团或线虫瘿的除外），即使

是未成熟的、瘦小的、皱缩的、带病的或发过芽的种子都算作净种子。

净度分析操作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的规定。

８　发芽试验

８．１　方法与程序

８．１．１　数取试验样品

从充分混合的净种子中，随机数取４００粒。

通常以１００粒为１次重复，大粒种子（千粒重大于１０００ｇ）可以５０粒、甚至２５粒为１个重复。

复胚种子应作为一个种子单位进行试验，不需分开 （弄破）。

８．１．２　选用发芽床

８．１．２．１　纸床

用作纸床的纸应具有一定的强度、质地好、吸水性强、保水性好、无毒无菌、清洁干净，不含可溶性色

素或其他化学物质，ｐＨ值为６．０～７．５。可用滤纸、吸水纸等作为纸床。纸床包括纸上和纸间两种类型：

ａ）　纸上（ＴＰ）：种子放在一层或多层纸上，种子上不覆盖任何东西；

ｂ）　纸间（ＢＰ）：将种子放在两层纸中间发芽，有以下几种方法：

１）　种子先放在一层纸上，然后用另一层纸松松地盖在种子上；

２）　将种子放在类似手风琴的具有多个褶裥的纸条内，播种后放在发芽器具内，褶裥纸的周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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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条宽阔的纸条包着，防止褶裥纸干燥过快；

３）　把种子均匀摆放在湿润的发芽纸上，再用另一张同样大小的发芽纸覆盖在种子上，然后卷

成纸卷，两端用皮筋扣住，竖放。

８．１．２．２　砂床

用作发芽的砂粒大小均匀，直径为０．０５ｍｍ～０．８０ｍｍ，无毒无菌无种子，ｐＨ值为６．０～７．５。使用

前应进行充分洗涤和高温消毒，发芽用过的砂子，不再重复使用。砂床包括砂上和砂中两种类型：

ａ）　砂上（ＴＳ）：种子压入砂的表层；

ｂ）　砂中（Ｓ）：种子播在一层平整的湿砂上，然后根据种子大小加盖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厚度的松散

砂，或把种子与砂按１∶３的比例混合均匀。

８．１．２．３　土壤

当在纸床上幼苗出现植物中毒症状或对幼苗鉴定结果有疑问时，可采用土壤作为发芽床。用作发

芽床的土壤土质应疏松良好、无大颗粒、不含种子、无毒无菌、持水力强、ｐＨ值为６．０～７．５。使用前，应

经过消毒，不重复使用。

８．２　置床培养

将数取的种子均匀地排在湿润的发芽床上，粒与粒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培养器具上贴上标签，按种子适宜的发芽条件进行培养。发芽期间要经常检查温度、水分和通气

状况。如有发霉的种子应取出冲洗，严重发霉时应更换发芽床。

８．３　测定条件

８．３．１　水分和通气

发芽期间发芽床应始终保持湿润。根据发芽床和种子特性决定发芽床的加水量。如砂床加水为其

饱和含水量的６０％～８０％。纸床吸足水分后，沥去多余水即可。如用土壤作发芽床，加水至手握土粘

成团，再手指轻轻一压就碎为宜。

发芽时应保持种子周围有足够的空气。纸卷床不应卷得过紧，应疏松。用砂床和土壤时，覆盖种子

的砂或土壤不应压得过紧。

８．３．２　温度

发芽应在种子适宜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发芽期间发芽器、发芽箱、发芽室内的温度应保持相对稳定、

一致，温度变幅不应超过±１℃。

当为变温条件时，通常应保持白天高温８ｈ，晚上低温１６ｈ。温度的变化应在１ｈ或更短时间内

完成。

８．３．３　光照

需光种子培养的光照强度为１３．５μｍｏｌ·ｍ
－２·ｓ－１～２２．５μｍｏｌ·ｍ

－２·ｓ－１，如在变温条件下发

芽，光照应在白天８ｈ高温时进行。

８．４　休眠种子处理

８．４．１　种皮硬实种子

种皮不透水，阻碍了种子对水分的吸收，需采取以下方式使种皮透水、透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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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开水烫种：发芽试验前将种子用开水烫种数分钟，再进行发芽；

ｂ）　机械损伤：用工具小心刺破种皮，砂纸摩擦种皮，或用机械碰破种皮；

ｃ）　浓硫酸浸泡法：用９８％的浓硫酸浸没种子，一段时间后（依品种而定），将种子捞出，立即用大

量的水冲洗干净。

８．４．２　胚休眠种子

种子收获时胚形态未分化完全或种胚处于休眠状况，种子不能正常萌发，需采用以下方法打破种子

休眠，促进种胚后熟。

ａ）　低温处理：把种子放在湿润的发芽床上（最好是砂床），在较低的恒温条件下（５℃左右）或变温

条件下（通常５℃～１０℃）处理一定时间后，取出种子在规定温度条件下进行发芽。

ｂ）　高低变温处理：将种子放在湿润的发芽床上（最好是砂床）进行变温处理。温度处理分为两个

阶段，种子先放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形态后熟，待胚发育完全后，转到较低的温度条件下

（５℃～１０℃）进行生理后熟一段时间后，取出在规定温度下进行发芽。

８．５　幼苗鉴定

８．５．１　鉴定时间与方法

鉴定要在幼苗主要构造已发育到一定时期进行。根据种的不同，试验中绝大部分幼苗应达到：子叶

从种皮中伸出、初生叶展开或叶片从胚芽鞘中伸出。

在计数过程中，发育良好的正常幼苗应从发芽床中拣出计数，对可疑的或损伤、畸形或不均衡的幼

苗，通常放到末次计数。严重腐烂的幼苗或发霉的种子应随时从发芽床中去除，并计数。

复胚种子以单粒种子为一个种子单位，用至少产生一个正常幼苗的种子单位百分率表示。当送验

者提出要求时，也可测定１００个种子单位所产生的正常幼苗数，或产生一株、两株及两株以上正常幼苗

的种子单位数。

８．５．２　正常幼苗

正常幼苗应符合下列类型之一：

ａ）　完整幼苗：幼苗具有发育良好的根系（包括初生根、次生根及根毛）、胚轴，形态完整的子叶和

芽，并且生长良好、完全、匀称和健康。

ｂ）　带有轻微缺陷的幼苗：幼苗的主要构造出现某种轻微缺陷，如初生根局部损伤，胚轴有轻度的

损伤或裂痕，子叶局部损伤或初生叶边缘缺损、坏死等，但仍能正常良好地发育成完整幼苗。

ｃ）　次生感染的幼苗：幼苗完全符合完整幼苗和带有轻微缺陷幼苗的要求，但已受非种子自身来源

的微生物感染发病和腐烂的幼苗。

８．５．３　不正常幼苗

不正常幼苗应符合下列类型之一。

ａ）　受损伤的幼苗：幼苗的构造残缺不全或受到严重损伤，不能均衡正常发育者。如幼苗没有初生

根，胚轴、子叶、初生叶及芽缺失、破裂、缩缢、腐烂。

ｂ）　畸形的幼苗：幼苗主要构造畸形，发育不平衡或生长瘦弱。如初生根短粗、肿胀、纤细，子叶及

初生叶肿胀卷曲、畸形、变色、坏死，胚轴深度开裂、严重扭曲或弯曲、纤细，子叶出现后幼苗无

法进一步发育。

ｃ）　腐坏的幼苗：幼苗的主要构造染病或腐烂严重，以至阻碍幼苗的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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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重新试验

当试验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重新试验。

ａ）　由于微生物污染而使试验结果不可靠时，可采用砂床或土壤进行重新试验。如有必要，应增加

种子之间的距离。

ｂ）　当正确鉴定幼苗数有困难时，可采用一种或几种方法在砂床或土壤上进行重新试验。

ｃ）　当发现试验条件、幼苗鉴定或计数有差错时，应采用同样方法进行重新试验。

ｄ）　当１００粒种子重复间的差距超过最大容许差距时（见ＧＢ／Ｔ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的表３和表５），应

采用同样的方法重新试验。如果第二次结果与第一次结果相一致，即其差异不超过同一或不

同实验室来自相同或不同送验样品间发芽试验容许差距（见 ＧＢ／Ｔ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的表４和

表６），则将两次试验的平均数填报在结果报告单上。如果第二次结果与第一次结果不相符

合，其差异超过同一或不同实验室来自相同或不同送验样品间发芽试验容许差距，则采用同样

的方法进行第三次试验，填报符合要求的结果平均数。

８．７　结果表示与计算

试验结果以发芽率表示，即发芽种子数占供试种子数百分率。当一个试验的４次重复（每个重复以

１００粒计，相邻的副重复合并成１００粒的重复）发芽率都在最大容许差距内，则其平均数表示发芽率。

不正常幼苗、硬实、新鲜不发芽种子和死种子的百分率按四次重复平均数计算。正常幼苗、不正常幼苗

和未发芽种子百分率的总和应为１００，平均数百分率修约到最近似的整数，修约０．５进入最大值中。

８．８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试验时间、地点、操作人、休眠种子处理方法、试验采用的发芽床和发芽温度、试验持续时间等。

填报发芽试验结果时，应填报正常幼苗、不正常幼苗、硬实及新鲜不发芽种子和死种子的百分率。

假如其中任何一项结果为零，则将符号“０”填入该格中。

９　水分测定

９．１　方法与程序

９．１．１　样品准备

用带盖的耐高温样品盒进行水分测定，测定时应取两次重复的独立样品。

取种子样品时应做到：

ａ）　样品盒直径小于８ｃｍ时，种子样品重量为４ｇ～５ｇ；

ｂ）　样品盒直径大于或等于８ｃｍ时，种子样品重量应取１０ｇ左右。

称重的精确度为０．００１ｇ，称重时样品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不应超过２ｍｉｎ。

９．１．２　样品处理

大粒种子在烘干前应磨碎，磨碎的种子至少有５０％的磨碎物通过０．５ｍｍ筛孔的金属丝筛；较大粒

种子或皮坚硬的种子应切成小片。

９．１．３　低恒温烘干法

应在相对湿度小于７０％的实验室内进行。应使试验样品在样品盒的分布不超过０．３ｇ／ｃｍ
２。取样

时勿直接用手触摸种子，而应用勺或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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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样品盒预先烘干至恒重、冷却、称重，并记下盒号。取试样两份（磨碎种子应从不同部位取得），

每份种子重量符合９．１．１的要求。将试样放入预先烘干的样品盒内，再称重（精确至０．００１ｇ）。打开烘

箱预热至１１０℃～１１５℃，将样品码平放在烘箱内的上层，样品盒距温度计的水银球约２．５ｃｍ处，迅速

关闭烘箱门，使箱温在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内回至（１０３±２）℃时开始计算时间，将样品烘至恒重为止。用坩

埚钳或戴上手套在烘箱内盖好盒盖，取出后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３０ｍｉｎ～４５ｍｉｎ后称重。

９．１．４　高恒温烘干法

程序与低恒温烘干法相同。将烘箱预热至１４０℃～１４５℃，打开烘箱门放入样品盒，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后待烘箱温度保持１３０℃～１３３℃开始计数，样品烘干时间为１ｈ～３ｈ。

９．２　容许差距

若一个样品的两次测定值之间的差距不超过０．２％，其结果可用两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数表示，否

则，重做两次测定。

９．３　结果表示与计算

结果用种子含水量表示，即种子烘后失去的重量占烘前种子重量的百分率，按式（１）计算到小数点

后１位：

犎 ＝
犕２－犕３

犕２－犕１

×１００ …………………………（１）

　　式中：

犎 ———种子含水量，％；

犕１———样品盒和盖的重量，单位为克（ｇ）；

犕２———样品盒和盖及种子的烘前重量，单位为克（ｇ）；

犕３———样品盒和盖及种子的烘后重量，单位为克（ｇ）。

９．４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测定时间、地点、操作人、测定方法和步骤等。

结果填报在检验结果报告单的规定空格中，精确度为０．１％。

１０　重量测定

１０．１　测定方法

有百粒法和千粒法两种方法。

ａ）　百粒法：从试验样品中随机数取种子１００粒，８次重复，分别称重，小数位数与ＧＢ／Ｔ３５４３．３—

１９９５的规定相同。计算８个重复的平均重量、标准差及变异系数，计算公式见式（２）、式（３）：

狊＝
狀（狓

２）－（狓）
２

狀（狀－１）槡 …………………………（２）

　　　　式中：

　　狊———标准差；

　　狓———每个重复的种子重量，单位为克（ｇ）；

　　狀———重复次数。

ＣＶ＝
狊

狓
×１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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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ＣＶ———变异系数；

　　狊 ———标准差；

　　狓 ———１００粒种子的平均重量，单位为克（ｇ）。

种子的变异系数不超过４．０，则可计算测定的结果。如变异系数超过上述限度，则应再测定８个重

复，并计算１６个重复的标准差。凡与平均数之差超过两倍标准差的重复略去不计，其余求平均数。

ｂ）　千粒法：从试验样品中随机数取两份试样，大粒种子每份数５００粒，中小粒种子每份数１０００粒，

分别称重，小数位数与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的规定相同。

如果两份试样的重量相差不超过其平均值的５％，则用两份试样重量的平均值作为该种子的重量。

如果两份试样之差超过允许误差范围时，则应再数取第三份试样称重，直到达到标准为止。

１０．２　结果表示与计算

结果用千粒重表示，即１０００粒种子的重量，单位为克（ｇ），小数位数与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的规定

相同。

用百粒法测定时，取８次或８次以上重复的平均值，再换算成１０００粒种子的平均重量，即为千粒

重（ｇ）。　

用千粒法测定时，取差值最小的两份试样的平均值即为千粒重。如果是大粒种子数取两个５００粒

测定，则两份种子试样的平均值的２倍即为千粒重。

根据实测千粒重和实测水分，按照该药材种子质量国家标准规定的种子水分含量，折算成规定水分

的千粒重。计算方法见式（４）：

犡２＝
犡１－（１－犎１）

１－犎２

…………………………（４）

　　式中：

犡２———该药材国标规定种子含水量的种子千粒重，单位为克（ｇ）；

犡１———种子实测千粒重，单位为克（ｇ）；

犎１———种子实测含水量，％；

犎２———国标规定含水量，％。

１０．３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测定时间、地点、操作人、测定方法和步骤等。

在结果报告单“其他”栏中填报千粒重的测定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１１　生活力测定

１１．１　方法与程序

１１．１．１　数取试验样品

随机数取１００粒净度分析后并充分混合净种子，３次重复。如果是测定发芽末期休眠种子的生活

力，则需用试验末期的休眠种子。

１１．１．２　种子预处理

１１．１．２．１　预措

在预湿前需先除去种子的外部附属物（包括剥去果壳）或在种子非要害部位弄破种皮，如种皮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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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种子，可用９８％的浓硫酸浸种２０ｍｉｎ～１８０ｍｉｎ，充分冲洗，再用水浸种２４ｈ～４８ｈ，每天换水。

１１．１．２．２　预湿

软化种皮，使种子快速、充分吸水。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ａ）　快速水浸预湿：即将种子完全浸没在水中，使其充分吸胀。一般种子用始温３０℃～４５℃的水

浸种２４ｈ～４８ｈ，每天换水。大粒硬皮种子可用始温８０℃～８５℃水浸种，搅拌并在室温下浸

种２４ｈ～７２ｈ。该方法适用于直接浸入水中而不会造成组织破裂损伤的种子。

ｂ）　缓慢润湿：即将种子放在纸上或纸间吸湿，该方法适用于直接浸没在水中容易使种子破裂的种

子（如大粒豆科种子），以及许多陈种子和过分干燥种子。

１１．１．３　染色前的准备

准备方法因种子构造和胚的位置不同而异，如禾谷类种子沿胚纵切，伞形科种子近胚纵切等。丹参

等种子预湿后表面有黏液，可采用硫酸铝钾５ｍｉｎ清除掉。

将已准备好的种子样品放入染色盘中，加入适宜浓度的四唑溶液完全淹没种子，置能控制温度的设

备内避光染色。染色时间因四唑溶液浓度、染色温度、种子种类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异。染色温度最高

不能超过４５℃。染色完全后，倒去四唑溶液，用清水冲洗种子直至冲洗液无色。

１１．１．４　鉴定前处理

为便于观察鉴定和计数，将已染色的种子样品，采用适宜的方法使胚主要构造和活的营养组织明显

暴露出来，如一些豆类沿胚中轴纵切，瓜类剥去种皮和内膜等。

１１．１．５　观察与鉴定

可直接用肉眼或手持放大镜进行观察鉴定，对特别小（千粒重小于０．００３ｇ）的种子最好用１０倍～

１００倍体视显微镜进行观察。

将有生活力与无生活力的种子分开计数。鉴定依据如下：

ａ）　有生活力的种子，符合下列任意一条应列为有生活力种子：

１）　胚和子叶全部均匀染色；

２）　子叶远胚根一端≤１／３不染色，其余部分完全染色；

３）　子叶侧边总面积≤１／３不染色，其余部分完全染色。

ｂ）　无生活力的种子，符合下列任意一条应列为无生活力种子：

１）　胚和子叶完全不染色；

２）　子叶近胚根处不染色；

３）　胚根不染色；

４）　胚和子叶染色不均匀，其上有斑点状不染色；

５）　子叶不染色总面积＞１／２；

６）　胚所染颜色异常，且组织软腐。

１１．２　结果表示与计算

结果用生活力表示，即各个重复中有生活力的种子数占供检种子数的百分率。

重复间最大差距不应超过重复间容许的最大差距的规定，见ＧＢ／Ｔ３５４３．７—１９９５的表２，平均值百

分率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１位。

１１．３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测定时间，地点，操作人，预措、预湿过程，测定方法和步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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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果报告单“其他”栏中填报生活力测定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１２　健康度测定

１２．１　方法与程序

１２．１．１　未培养检验

不采用培养基培养，利用肉眼或借助工具直接检查种子的带病虫害情况，主要方法有：

ａ）　直接检验：送验样品分出一半试样置于白纸、白瓷盘或玻璃板上，用肉眼或１０倍～１５倍的放

大镜挑出菌核、霉粒、虫瘿、活虫及病虫伤害的种子并分别统计，分别计算种子带菌（虫）率；

ｂ）　相对密度检验：将样品倒入清水或不同浓度的盐水中，根据病原物与种子的相对密度的差异，

将带病种子、菌核、菌瘿、杂草种子等与健康种子分开，再对病原物种类及数量进行检验和

统计；

ｃ）　解剖检验：在送检样品中，随机抽取测定样品２００粒或１００粒，徒手切片或用切片机切片，直接

检查，或经过染色制成切片用显微镜检查。

１２．１．２　萌芽检验

试验样品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后，检查种子内外部和幼苗上是否存在病原菌或其症状。常用的方法

有两种：

ａ）　吸水纸法：数取试样４００粒，重复４次，将湿润的吸水纸放入密闭的容器或培养皿中，保持湿

润。种子置床，种子间距约１ｃｍ，放入２０℃～２５℃的保温箱内培养。经过４ｄ～７ｄ培养后取

出，根据种子病菌特征进行鉴定。如果是检查种子内部带菌，种子应用进行表面消毒，即将种

子浸入１％有效氯的次氯酸钠溶液中１０ｍｉｎ，然后置于消毒好的培养皿中培养。

ｂ）　砂床法：去掉砂中杂质并通过１ｍｍ孔径的筛子，将砂粒清洗，高温烘干消毒后，放入培养皿

内，加水湿润，种子排列在砂床内，然后密闭保持高湿，培养温度为２０℃～２５℃，待幼苗顶到

培养皿盖时（经７ｄ～１０ｄ），取出种子进行检查。

１２．１．３　分离培养检验

利用固体或液体培养基分离培养病原物，再进行检验。主要用于发育较慢的致病真菌潜伏在种子

内部的病原，也可用于检验种子外表的病原菌。

ａ）　种子外部带菌检测：从每份样本中随机选取４００粒种子，放入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４０ｍＬ

无菌水充分振荡，吸取悬浮液１ｍＬ，以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液，再加入

１ｍＬ无菌水充分震荡悬浮后吸取１００μＬ加到直径为９ｃｍ的 ＰＤＡ平板上，涂匀，每个处理

４次重复。相同操作条件下设无菌水空白对照。２５℃黑暗条件下培养５ｄ后观察记录。计算

孢子负荷量。

ｂ）　种子内部带菌检测：将种子用自来水浸泡１ｈ～２ｈ，将种皮和种仁分开，用５％次氯酸钠

（ＮａＣｌＯ）溶液浸泡种皮５ｍｉｎ，种仁３ｍｉｎ，无菌水冲洗３遍，将同一样本的种皮和种仁分别均

匀摆放在直径为１５ｃｍ的ＰＤＡ平板上，每皿摆放１００个分别来自于１００粒种子的种皮或种仁

组织块，４次重复。２５℃黑暗条件下培养５ｄ～７ｄ后观察记录。统计真菌种类、分离频率和

带菌率。

ｃ）　真菌鉴定：将分离到的真菌分别进行纯化、镜检和转管保存。根据真菌培养后的形态特征和性

状，进行真菌鉴定。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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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结果表示与计算

未培养检验和萌芽检验测定结果以带菌率表示，即供检样品中病粒种子数的百分率或病原体数目

来表示。

分离培养检验测定结果以孢子负荷量和分离频率来表示，孢子负荷量为单位种子的孢子携带量，分

离频率为某一分离物的出现数占分离物总数的百分数。

１２．３　记录与结果报告

记录测定时间、地点、操作人、测定方法和步骤等。

将测定结果填入质量检验证书，凡能识别的病、虫，应记载其种类（学名）；不能识别的必要时送有关

部门鉴定。同时说明所用的测定方法，包括所用的预措方法，并说明用于检查的样品或部分样品的

数量。

１３　容许误差

容许误差是指同一测定项目两次检验结果所容许的最大差距，超过此限度则认为是真实的差异。

容许差距的数值是根据两次检验结果间可能发生而被允许的差距计算出来的。

计算需相互比较两次结果的平均值。从相应的表中第一栏或第二栏查找这个数字，即可找到它们

所对应的容许误差。

ａ）　净度分析的容许误差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的表２、表３、表４和表５；

ｂ）　发芽试验的容许误差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的表１和表２；

ｃ）　生活力测定的容许误差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３．７—１９９５的表２。

１４　结果报告与检验证书

结果报告单应按照本文件检验的结果如实填入，若存在未检验项目，则在相应处填写“未检验”字

样。结果报告单填写的内容见附录Ａ。

填报时所有净度、发芽率、含水量、千粒重计算到小数点后１位（四舍五入）。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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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中药材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

　　中药材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见表Ａ．１。

表犃．１　中药材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

编号：

送验单位：　　　　　　　　　　　　　　　　　　　　　送验者：　　　　联系电话：

样品编号： 种批编号：

药材名称：　　　　　　　　　　植物名：　　　　　　　　　　拉丁名：

本批种子重量（ｋｇ）　　　　　　　　　　　　　　　 送验样品重量（ｇ）：

扦样日期： 扦样（封缄）人 检验结束日期：

净度分析 发芽试验 其他

净种子（ｇ）：　　　　　　　　

废种子（ｇ）：　　　　　　　　

杂质（ｇ）：　　　　　　　　　

净度（％）：　　　　　 　　　

正常幼苗：　　　　　　　　　　

非正常幼苗：　　　　　　　　　

新鲜未出苗种子：　　　　　　　

硬实种子：　　　　　　　　　　

发芽持续天数：　　　　　　　　

发芽率（％）：　　　　　　　　　

生活力（％）：　　　　　　　　

含水量（％）：　　　　　　　　

千粒重（ｇ）：　 　　　　　　　

健康度测定：

真实性检验

种子休眠

处理方法

处理意见

　　检验单位（盖章）：　　　　　　　　　　　　　 检验员：　　　　　　复核员：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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