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 

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    

项 目 编 号：    DB63JH-120-2023       

制、修订类型：          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起 草 时 间： 2022年12月——2023年8月  

  



2 
 

《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3]98 号《关于

印发 2023年青海省农牧业地方标准制修定项目计划的通知》

和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2]219 号《关于征集 2023 年

农牧业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编写，标准起草立

项编号为：DB63JH-120-2023。 

（二）起草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三）主要起草人 

表 1               主要起草人的表述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陈志国 男 研究员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制定试验方案、起草第

1-4 章及 5.1、5.2 节  

甘淑萍 女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起草 5.4.1、5.4.2 节 

保守智 男 高级农艺师 乐都区种子站 起草 5.8 节 

蔡明孝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数据分析、编制说明第 3

章 

应淑兰 女 农艺师 乐都区农技推广中心 起草 5.8 节 

郭仁世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数据分析、编制说明第 3

章 

马德林 男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起草 5.4.3 节 

张建山 男 农艺师 乌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起草 5.7 节 

邢瑜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引用文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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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 男 助理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起草 5.4.1、5.4.2 节 

王元杰 男 农艺师 乐都区农技推广中心 起草 5.8 节 

俄日格力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起草 5.3、附录 A 

马玉清 女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编制说明第 5-7 章 

祝显萍 女 助理农艺师 乐都区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 起草 5.9 节 

前进 男 农艺师 都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起草 5.5 节 

王成林 男 农艺师 海西州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起草 5.4.6 节 

牟国月 男 农艺师 都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起草 5.6 节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进一步规范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方法，规范记载项目和

标准，保持优良种性，大力推广良种，丰产技术研究利用，

使优良品种能够较长时间的应用于生产，本标准对豌豆品种

观察记载中的术语、定义、生育期、形态特征、抗逆性等方

面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为我省各级农业科研、教学、推广、

农业生产、种子部门从事豌豆育种、品种试验和原（良）种

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豌豆种植情况 

  豌豆是世界性栽培作物之一，是仅次于菜豆之后的第 12

大栽培作物。全世界约有 65 个国家生产干豌豆，其中 50 个

国家同时生产鲜豌豆。豌豆分布区域从热带、亚热带直至北

纬 56º的广大区域内，鲜豌豆的栽培区域扩大到北纬 68º。

豌豆属小杂粮作物，分布范围广，在我国二十多个省、区、

市都有种植。 

豌豆是青海省六大栽培作物之一，也是主要的食用豆类

作物。栽培区域主要集中在海东地区、西宁地区的山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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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州、黄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等地区也有种植，多以干

籽粒品种的栽培为主，菜用豌豆的栽培面积较小。是我省东

部地区主要的豆类作物，具有粮食、蔬菜、饲料、医药和肥

料等多种用途，一般干籽粒含蛋白质 20-30%，比禾谷类作物

高 1-3 倍，而且含有人体不能转化合成的亮氨酸、异亮氨酸、

赖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等氨基酸，含总淀粉

40-50%，含粗脂肪 0.5-2.5%。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钙、磷等

矿质元素和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极高。 

（二）青海省种植豌豆优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青海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生活，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

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深居内

陆，地外青藏高原，属高寒干旱型气候，农作物种植区海拔

在 1700~4000m，年平均气温 2~8℃，年降雨量 350~650mm，

全省除部分河湟谷地可复种外，大部分地区比较冷凉，属一

年一作春作区，亦是冷季豌豆生产区。全省人均耕地面积稀

少。青海农业应立足农牧业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充分

考虑地域气候特点，结合优化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突出高

原优势、青海特色。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豌豆种植区，由于光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有利于光合作用的有机物质积素，是形成高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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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尤其柴达木盆地更为明显。另外，青海部分山旱

地雨热同季与豌豆生长开花结夹期十分吻合，所以也是形成

高产的主要原因。如我省浅山地区的互助蔡家堡乡，1975 年

草原 2 号产量达 4541.5kg/hm2;海北洲的脑山地区浩门农场 

1978 年草原 2 号产量达 7741.2kg/hm2;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

农场 1973 年草原 3 号产量达 11084.6kg/hm2。 

（三）表型对育种的重要意义 

《诗经·大雅·生民》中写到：“种之黄茂实方实苞，

实种实亵，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告诫人们要挑选“光亮、

肥大、饱满”的种子，才能长出“茁壮、整齐、均匀”的禾

苗，获得硕大的穗子和饱满的果实。《齐民要术》记载:“凡

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

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进一步指出谷物品种在成熟期

以及其他性状方面的差异。大量史料表明，前人在早期农业

生产中就建立了基于性状的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策略，深刻

认识到良种可以将品种的优良特性遗传下去。 

植物表型数据分析与育种息息相关。在生物学和遗传育

种领域，表型是指基因型和环境决定的形状、结构、大小、

颜色等生物物体的外在性状。而表型组则是包含植物农艺性

状以及植株生长、生理状态在内的全部性状特征。随着基因

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物已经完成了其因组测序工

作，但是植物表型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动态变化，导致植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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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方面的研究落后于基因型研究。1911 年，丹麦遗传学家

JOHANNSEN 首次提出了生物学上的表型(Phenotype)概念。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革新是推动整个农业

发展的核心因素。植物表型组学是研究生物个体或群体在特

定条件下所表现出可观察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

是进一步探索基因型一表型－环境内在关联的关键技术，它

能够为基因组功能分析、分子育种以及农业生产精准管理提

供技术支撑。植物表型组学是发展智慧农业的重要技术之一，

对农业生产过程精准管理、智慧育种、助迫研究等有重大意

义。发展智慧农业是“十四五”时期乃至 2035 年我国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智慧农业是指将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

中，促进农业向现代化、智慧化、标准化、绿色化、数据化

发展，使农业生产环节按照需求实现闭环可控，向对人类有

利的最优化方向发展。育种科技的下一步将是基因组学、基

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的多元融合。 

三、研制和起草过程 

（一）成立项目组  

2022 年 12 月，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2﹞

219 号《关于征集 2023 年青海省农牧业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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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通知》要求，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青海

省农作物种子站、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协商，针对我省

玉米、豌豆品种选育和观察记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组

成了玉米和豌豆观察记载标准编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作为第一起草单位，联合青海省农作物种子

站、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和人员参加的两项标准起草工

作，并于 2023 年 1 月开展了该标准的资料收集、汇总和编

制工作。 

（二）开展了试验研究等前期工作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第八条中，

提出了“打好种业翻身仗”的要求。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种

子是基础。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农

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

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

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

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实施新

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尊重科学、严

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

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

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

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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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2021 年 8 大重点任务第 5 条

中要求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加强种质资

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

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

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我省种子部门从 1985 年就开始了种子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先后制定各类作物种子标准 269 项，其中品种标准 195

项，这些品种标准是在以品种观察记载标准为前提的基础上

制定的，它对品种的生物学特性、植物学形态特征及经济性

状等给予了描述，对其栽培技术要点、生产能力、适宜种植

地区进行了说明，品种标准的制定，适用于我省各级农业科

研、教学、农技推广、种子生产、管理、推广等部门对品种

的鉴别、推广、收购和销售。因此，品种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为在生产上更好地发挥优良新品种的高产、优质、高效作用，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根据《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要求，种质资

源的界定并不是看当下该资源是否具有利用价值，作为种质

资源必将有其特定的生物学特性和利用价值（如品种的抗倒

伏性、耐瘠薄、耐盐碱性、抗病虫害性、品质等），这些优

异性状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需求改变

而产生不同的解释。种质资源普查过程中，对种质资源保护

和利用必须同步抓起来。突出重点资源保护，加强珍贵、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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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濒危、特有资源的抢救性收集。因此，对这些资源的评

价过程中就少不了品种标准的制定。所以，品种标准是评价

种质资源生物学特性和推广利用价值的重中之重，必须长期

进行下去。 

（三）标准起草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月，起草人员认真查阅了标准

制定的有关文件，对标准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方式等进

行了深入学习，严格遵循 GB/T1.12009-1《标准化工作导则》

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起草了《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草

案。 

（四）征求意见 

初稿编写完成后，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8 月，起

草组成员内部先后多次对标准文本草案进行的讨论和修改，

并听取和征集了由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和有关农业领域专家意见

和建议，完成了征求意见工作，对征集到的建议通过反复讨

论，全部采纳了提出来的意见，在对标准进行了认真修改后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2023 年 8 月 28 日，受青海省农牧

业标准化委员会委托，组织专家，对该文本进行了预审，对

征集到的建议通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修

改和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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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制订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的

制订符合以下主要原则： 

1. 有针对性地体现该产品质量安全性的特点，符合青

海省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原则； 

2.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原则； 

3. 有利于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原则； 

4. 便于实施监督，保障农业产品安全的原则。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以《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地方标准制定规范》

（DB63/T 1789-2020）系列标准为基础，遵照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技术规范、标准及其规范，以及行业标准的特

点进行编制。 

该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以下规范性文件和资料： 

GB/T 3543.1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总则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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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性状数字化记载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在“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

展规划”中将“智慧种业”列在“智慧农业”领域十大攻关

任务之首，明确了构建数字化育种平台，探索基因型到表型

的“智能育种技术体系”，加快“经验育种”向“精确育种”

转变的攻关目标。因此，采用数字化对植物性状进行描述，

并通过相关软件进行分析，可以较好地提高品种选育和种质

资源创新利用水平，使育种水平上新的台阶。 

（二）对豌豆品种种植区域和品种熟性进行了规范 

原有标准在品种熟性上没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因此，在

品种熟性划分上仅靠育种人员的随意确定，从而造成品种熟

性不一致，影响了品种种植区域和品种试验中对品种的科学

评价和推广价值。从 2020 年开始，我们对近 20 年来我省不

同生态类型区豌豆种植和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完成了我省豌

豆生态类型区的划分和品种熟性划分标准，为今后更好的开

展农作物品种选育、引进利用和充分发挥优良新品种的增产

和利用潜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范由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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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站、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起草，这些单位及起草人一

直从事豌豆品种选育、试验研究、良种推广和大田生产等方

面的工作，在规范起草过程中，编写组人员对每一个技术参

数都进行了试验与验证，在该规范起草的后期，主要编写人

员还将标准草案广泛征求育种部门和省内其他种子、推广、

销售企业的意见，共征求到 10 条建议，其中采纳 10 条（起

草组讨论稿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1）。2023 年 8 月 28 日，

受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托，组织专家，对该文本进

行了预审，共征求到 13 条建议，其中采纳 12 条。因此，该

规范起草过程中，各项技术参数和标准文本不存在重大意见

分歧（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2）。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是重中之重 

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统一规范的豌豆种

子生产、加工技术标准，有助于提高豌豆产品质量，提高豌

豆种植效益和农民种植豌豆的积极性。 

（二）做好后续研究工作 

进一步研究品种的特征特性、生产能力及推广利用价值，

研究品种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及适应能力。做好不同地区的栽

培技术推广，以保证该标准能够在生产中持续发挥作用。 

（三）及时掌握标准实施动态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广标准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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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做好标准的完善工作，及时发现推广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对于出现的风险性问题及时修订，使标准更具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编写小组 

202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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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起草组讨论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 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DB63JH-120-2023） 

序号 标准的章、条编号 修改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原来两个，增加 GB/T 3543.1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采纳 

2 5 

建议以及条标题为生育期、生育阶段及积温、熟

性、形态特征、经济性状、抗逆性、抗病性、抗

虫性等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3 5 增加熟性条，增加附录 A 熟性划分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4 5.1 生育期记载标准用表格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5 5.3.2.7 计算百分率公式在符号后面加上（%）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6 5.3.7 “经济性状”改为一级条标题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7 5.3.8 “抗逆性”改为一级条标题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采纳 

8 5.3.9 “抗病性”改为一级条标题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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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3.10 “抗虫性”改为一级条标题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10 文本 文本中的单位尽可能用字母表示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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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预审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豌豆品种观察记载标准 

承办人：陈志国联系电话：13007793142          时间：2023 年 8 月 28 日 

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1 删除“术语和定义”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毛小锋 
采纳 

2 1 
“品种类型”改为“品种名

称”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毛小锋 
采纳 

3 5.1 
现蕾期和开花期应该以花

蕾为主要观察指标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4 5.2 
删除各生育阶段中的“期间
日平均气温≥0℃”文字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5 5.4 
颜色指标中的“淡绿色”改
为“浅绿色”，“暗绿色”改
为“深绿色”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 

采纳 

6 5.4.3.9 
具体记载为浅绿、绿、深绿

等三种类型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郭青云 
采纳 

7 5.4 

参照有关豌豆 DUS 测定项

目对一些没有分类型的项

目进行分类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毛小锋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8 5.4.4.5 
改为“叶腋单生和数朵排
列”两种类型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王维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9 5.6.5 上升到 1 级条标题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10 5.7 

病害书写顺序改为根腐病、

白粉病、褐斑病、霜霉病、

病毒病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郭

青云 
采纳 

11 5.8 虫害名称中删“豌豆”二字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郭

青云 
采纳 

12 5.7、5.8 
查有没有新的病害、虫害分

级标准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郭

青云 

经查询，未发现

有有关的新分级

标准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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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录 A 
表格中将“全生育期”内容

放在前面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