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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上最大的威胁之一是播下的种子没有生产潜力，不能使栽培的品种获得丰收。
开展种子检验工作不仅是为了在播种前评定种子质量的优劣，杜绝使用伪劣种子播种，而且是为种子
生产者、加工者、仓库管理员、种子经营者、农民、认证机构和政府种子管理部门提供种子质量信息
，管理好、用好种子，使农业获得高产、优质和高效的收成。
　　本教材是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院建设种子生产与经营重点专业工学结合课程开发项目
。
由行业、企业、学校三方技术专家从种子检验员职业岗位分析入手，根据国家行业标准与企业具体操
作典型工作任务相结合确定教学内容。
按照职业岗位工作过程，从业职业能力、资格要求，设计制定课程标准。
在此基础上组织学校、行业、企业专家共同编写而成。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以检验员工作任务为导向，教学内容与从业岗位技术一致。
　　2.按照国家农业部行业标准、种子检验员证书要求以及企业对检验员职业岗位的具体要求编排教
学内容，实用性强。
突出工作过程技术操作和经验性知识积累。
　　3.教材与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相配套，通过校内基本知识学习后，在企业由企业专家指导完成
顶岗工作作业，并定期考核评价。
教材即用于教学，又是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技术手册。
　　4.适用于种植类高职、中职层次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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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内容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种子质量检测基础知识，包括绪论（种子的含义、分类、种子
检验发展史）；种子形态构造与化学成分；农作物种子的形成和发育；种子休眠生理；种子萌发生理
；种子活力、劣变及寿命；种子检验技术基本知识。
第二部分是种子质量检测技术，包括种子田间检验技术；种子扦样检验技术；种子室内检验技术（水
分测定、净度分析、种子千粒重测定、种子发芽试验、品种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种子活力检测、
种子生活力检测、种子健康测定、小区种植鉴定）共12章。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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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种子的含义　　植物学上的种子是指由胚珠发育而成的繁殖器官，包括种
皮、胚乳和胚三部分。
种子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既是上一代的结束，又是下一代的开始，是植物有性繁殖的最高形式，同时
种子也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由于一些真正的种子与其果实或其他附属物连接紧密，从形态上难以区分，植物学上也通常使用包括
果实，有时甚至包括果实及其附属物在内的广义的种子概念。
如：包括果实的有：小麦、玉米、高粱、芹菜、胡萝卜、茴香、甜菜、菠菜、莴苣等，包括果实及其
附属物的有：水稻、燕麦、甜菜、菠菜等。
　　农业生产上种子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一切可以被用作播种材料的植物器官。
即农业生产上可作为播种和繁殖的材料，不仅包括植物学上的广义种子，而且还包括一些作为无性繁
殖材料的营养器官，如甘薯、山药的块根、马铃薯、菊芋的块茎、葱、蒜、百合的鳞茎、连藕、姜、
草莓的地下根茎、荸荠、慈姑、芋的地下球茎以及一些植物的枝、芽、苗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组织培养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种子也开始在农业上使用。
　　《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对种子作了定义，“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
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农作物种子具体地讲包括粮、麻、茶、糖、菜、烟、果、药、花卉、牧草、绿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
、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繁殖材料。
可见，法律上的概念十分广泛，但是被列入《种子法》所调整的只是商品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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