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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 2772-1999
                                                                                  代替GB 2772-1981

                      Rules for forest tree seed testing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造林绿化树种种子检验的抽样、净度分析、发芽测定、生活力测定、优良度测定、种子

健康状况测定、含水量测定、重量测定以及X射线测定的原则和方法，还规定了质量检验证书的内容和

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林木种子生产者、经营管理者和使用者在种子采收、调运、播种、贮藏以及国内外贸易

时所进行的种子质量的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7908-1999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 8170-1987 数值修约规则

3 抽样

3.1 目的

    抽样是抽取有代表性的、数量能满足检验需要的样品，其中某个成分存在的概率仅仅取决于该成分

在该种批中出现的水平。

    为使种子检验获得正确结果并具有重演性，必须按照本规程规定的方法，从种批中随机提取具有代

表性的初次样品、混合样品和送检样品。这是因为同它应当代表的种批相比，样品的数量极少，无论检验

工作做得如何准确，检验结果也只能表明供检样品的品质。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送检样品能准确地

代表该批种子的组成成分。同样，检验机构也要使分取的测定样品能代表送检样品。只有这样才能通过

样品的检验评定种批品质。

3.2 定义

3.2.1 种批

    具备下列条件的同一树种的种子：

    a）在一个县范围内采集的；

    b）采种期相同；

    。）加工调制和贮藏方法相同；

    d)种子经过充分混合，使组成种批的各成分均匀一致地随机分布；

    e）不超过规定数量。特大粒种子如核桃、板栗、麻栋、油桐等为10 000 kg；大粒种子如油茶、山杏、

苦糠等为5 000 kg；中粒种子如红松、华山松、樟树、沙枣等为3 500 kg；小粒种子如油松、落叶松、杉木、

刺槐等为1 000 kg；特小粒种子如按、桑、泡桐、木麻黄等为250 kg。重量超过规定5％时需另划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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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2.2 初次样品

    从种批的一个抽样点上取出的少量样品。

3.2.3 混合样品

    从一个种批中抽取的全部大体等量的初次样品合并混合而成的样品。

3.2.4 送检样品

    送交检验机构的样品，可以是整个混合样品，也可以是从中随机分取的一部分，但数量不得少于附

录A表Al规定的最低量（见3.3.3),

3.2.5 测定样品

    从送检样品中分取，供作某项品质测定用的样品。

3.3 种批的抽样程序

3.3.1 原则

3.3-1.1 抽样要由受过抽样训练具有经验的人员担任，按本章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抽样。

3.3.1. 2 抽样人员在抽样前应查看采种登记表和有关堆装和混合的情况。所有容器都必须具备标签并

标记种批号。种批各容器或各部分的排列应便于抽样。

3.3.1.3 抽样时，应当确有证据证明该种批已经充分混拌均匀。如果种批很不均匀，抽样人员能看出袋

间或初次样品间的差异时，应拒绝抽样，直至重新混合均匀后再行抽样。

3.3.1.4 初次样品混合前，须检查每个初次样品的种子真实性，检验在混杂程度、含水量、颜色、光泽、

气味以及其他品质表现方面是否一致。如初次样品间没有很大差别，可以认为该批种子是均匀一致的，

可混合成混合样品。

3.3.1.5 混合样品的大小取决于批量大小。批量愈大，混合样品也愈大。

3.3.1.6 送检样品可按3.4. 2的方法将混合样品缩减到适当的大小而得；如混合样品的大小已适当，

则不必缩减，直接作为送检样品。

3.3.1.7 一个种批抽取一个送检样品，并按附录C（标准的附录）中表C1填写检验申请表。

3.3.2 抽样强度

3.3.2.1 袋装（或大小一致、容量相近的其他容器盛装）的种批，下列抽样强度应视为最低要求：

    5袋以下 每袋都抽，且至少取5个初次样品

    6̂-30袋 抽 5袋，或者每 3袋抽取1袋，这两种抽样强度中以数量大的一个为准

    31-400袋 抽10袋，或者每5袋抽取1袋，这两种抽样强度中以数量大的一个为准

    401袋或以上 抽80袋，或者每7袋抽取1袋，这两种抽样强度中以数量大的一个为准

3.3-2.2 从其他类型的容器，或者从倾卸装人容器时的流动种子中抽取样品时，下列抽样强度应视为

最低要求：

    种批量 应当抽取的初次样品数

    500 kg以下 至少5个初次样品

    501̂3 000 kg 每300 kg一个初次样品，但不少于5个初次样品
    3 001～   20 000 kg 每500 kg一个初次样品，但不少于10个初次样品

    20 000 kg以上 每700 kg一个初次样品，但不少于40个初次样品

3.3.3 送检样品的重量

3.3.3.1 净度测定样品一般至少应含2 500粒纯净种子。送检样品的重量至少应为净度测定样品的

2-3倍，大粒种子重量至少应为1 000 g，特大粒种子至少要有500粒，详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未列

人表Al中的树种，可对比千粒重等情况参照表中相应树种确定。

3.3-3.2 种子健康状况测定用的送检样品重量至少为3. 3. 3. 1规定的送检样品的一半。含水量测定的

送检样品，最低重量为50 g,需要切片的种类为100 g,

3.3-3.3 检验机构收到的送检样品少于规定数量时，应通知送检单位补送。确因种子价格昂贵，送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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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少于规定数量时，检验机构也可以尽可能完成检验，但应在质量检验证书上注明“送检样品重量仅x

X克，不符合规程要求”。

3.3-3.4 送检样品要按种批做好标志，防止混杂。

3.3.4 初次样品的抽取

    初次样品的抽取方法关系着样品的代表性。遵从随机原则，采用正确的抽样技术，可以减少误差，提

高样品的代表性。

    从每个取样的容器中，或从容器的各个部位，或从散装大堆的各个部位扦取重量大体上相等的初次

样品。

    装在容器（包括袋装）中的种批，应在整个种批中随机选定取样的容器。从选定的容器的上、中、下各

部位扦取初次样品，但不一定要求每袋都抽取一个以上部位。种子是散装或在大型容器里的，应随机从

各个部位及深度扦取初次样品。

    对于不易流动的粘滞性种子，可徒手取得初次样品。

    对于装在小型或防湿容器（如铁罐或塑料袋）中的种子，如有可能，应在种子装人容器前或装人容器

时扦样。如没有这样做，则应把足够数量的容器打开或穿孔取得初次样品。然后将扦样后的容器封闭或

将种子装人新的容器。

3.3.5 混合样品的取得

    如果初次样品外观一致，可将其合并混合成混合样品。

3.3.6 送检样品的取得

    用3.4.2中的方法之一，将混合样品缩减至适当样品大小而取得。

3.3.7 送检样品的发送

    送检样品用木箱、布袋等容器密封包装。加工时种翅不易脱落的种子，需用木箱等硬质容器盛装，以

免因种翅脱落增加夹杂物的比例。供含水量测定的和经过干燥含水量很低的送检样品要装在可以密封

的防潮容器内，并尽量排出其中空气。种子健康状况测定用的送检样品应装在玻璃瓶或塑料瓶内。

    送检样品必须填写两份标签，注明树种、检验申请表（见附录c表c1)编号和种批号，一份放人袋

内，另一份挂在袋外。送检样品要尽快连同检验申请表寄送种子检验机构。

3.4 实验室的抽样方法

3.4门 测定样品的最低重量

    各个检验项目测定样品的最低重量在本规程有关章节中做出规定。

3.4.2 测定样品的取得

    测定样品应对送检样品有最大的代表性，测定样品的数量应略多于规定数量。取得测定样品的方法

是将送检样品充分混合并反复对半分取。以下两个方法可以选用：

    a）四分法

    将种子均匀地倒在光滑清洁的桌面上，略成正方形。两手各拿一块分样板，从两侧略微提高地把种

子拨到中间，使种子堆成长方形，再将长方形两端的种子拨到中央，这样重复3-4次，使种子混拌均匀。

将混拌均匀的种子铺成正方形，大粒种子厚度不超过10 cm，中粒种子厚度不超过5 cm，小粒种子厚度

不超过3 cm。用分样板沿对角线把种子分成四个三角形，将对顶的两个三角形的种子装人容器中备用，

取余下的两个对顶三角形的种子再次混合，按前法继续分取，直至取得略多于测定样品所需数量为止。

    b）分样器法

    适用于种粒小的、流动性大的种子。分样前先将送检样品通过分样器，使种子分成重量大约相等的

两份。两份种子重量相差不超过两份种子平均重的5％时，可以认为分样器是正确的，可以使用；如超过

5%，应调整分样器。

    分样时先将送检样品通过分样器三次，使种子充分混合后再分取样品，取其中的一份继续用分样器

分取，直到种子缩减至略多于测定样品的需要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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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样品保存

3.5.1 种子检验机构收到送检样品后，要按附录E表E1登记，并即进行检验。一时不能检验的样品应

存放在凉爽、通风良好的室内或冰箱中，使种子品质的变化降到最低限度。检验机构对保存的样品发生

的劣变不承担责任。高含水量的种子难以妥善贮藏，应尽快检验。

3.5.2 为了便于复验，送检样品自发证之日起要放在适宜条件下保存四个月，使种子品质的变化降至

最低限度。低含水量的种子样品放人密封的塑料袋中，在3-5℃下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不会变化。供测定

含水量和测定种子健康状况的送检样品，检验后不必保存。

4 净度分析

4.1 目的

    测定供检验样品中纯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夹杂物的重量百分率，据此推断种批的组成。

4.2 定义

4.2.1 净度

    测定样品中纯净种子重量占测定后样品各成分重量总和的百分数。

4.2.2 纯净种子

    a）送检者陈述的种或分析中发现的主要种（包括该种的变种和栽培品种）的种子，是完整的、没有

受伤害的、发育正常的种子；发育不完全的种子和不能识别出的空粒；虽已破口或发芽，但仍具发芽能力

的种子。

    b)带翅的种子中，凡加工时种翅容易脱落的，其纯净种子是指除去种翅的种子；凡加工时种翅不易

脱落的，则不必除去，其纯净种子包括留在种子上的种翅。附录F表F1乔灌木种子示意图可以帮助检

验人员作出判断。

    c）壳斗科的纯净种子是否包括壳斗，取决于各个种的具体情况：壳斗容易脱落的不包括壳斗；难于

脱落的包括壳斗。

    d)复粒种子中至少含有一粒种子的。

4.2.3 其他植物种子

    分类学上与纯净种子不同的其他植物种子。

4.2.4 夹杂物

    a)能明显识别的空粒、腐坏粒、已萌芽因而显然丧失发芽能力的种子；

    b）严重损伤（超过原大小一半）的种子和无种皮的裸粒种子；

    c)叶片、鳞片、苞片、果皮、种翅、壳斗、种子碎片、土块和其他杂质；

    d）昆虫的卵块、成虫、幼虫和蛹。

4.2.5 粘滞性种子

    由于结构或质地上的特点这类种子可分为：

    a)容易相互粘附或容易粘附在其他物体（如包装袋、分样器等）上；

    b）容易被其他植物种子粘附，或容易粘附其他植物种子；

    c）不易被清选、混合或扦样。

    如果全部粘滞性结构（包括粘滞性杂质）占一个样品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就认为该样品是有粘滞性。

例如冷杉属、翠柏属、雪松属、扁柏属、柏木属、柳杉属、杉木属、落叶松属、云杉属、长叶松、刚松、黄杉属、

红杉属、巨杉属、落羽杉属、铁杉属、械属、臭椿属、枪木属、桦木属、鹅耳杨属、梓属、石竹属、按属、水青冈

属、银桦属、女贞属、枫香属、鹅掌揪属、悬铃木属、竹类、杨属、香椿属、丁香属、崖柏属、锻树属、榆属、桦

属等都是粘滞性种子，应用容许差距表2、表 3时，应当使用粘滞性种子栏的容许误差。

    见附录F表F1乔灌木种子示意图。

4.3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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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测定样品分成纯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夹杂物三个组成部分，并测定各部分的重量百分率。样

品中所有植物种子和各种夹杂物，应尽可能加以鉴定。

    样品中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难以区分时，允许只填报其属名，符合4.2.2定义的该属的全部种

子均为纯净种子。

4.4 程序

4.4.， 测定样品

    a)送检样品中混有较大的或多量的夹杂物时，要在样品称重后，分取测定样品前，进行必要的清理

并称重。用经过初步清理后的送检样品分取测定样品进行净度测定。

    b）净度分析用的测定样品的最低量见附录A表A1规定。除种粒大的至少为500粒外，其他树种

通常要求至少含有纯净种子2 500粒。

    c）测定样品可以是按附录A表A1规定重量的一个测定样品（一个全样品），或者至少是这个重量

一半的两个各自独立分取的测定样品（两个“半样品”）。必要时也可以是两个全样品。

    d）为使百分数可以计算到一位小数，样品的总体及其各个组成成分的称量精度要求见表to

                      表 1 净度分析样品的总体及各个组成成分的称量精度

卜价一 #A-4-i d" R43210州
    e)用称量发芽法检验时，不必测定净度，遇有大的杂质，可按a)处理。

4.4.2 分离

    测定样品称重后，按4. 2将其中各种成分分离，分别按4. 4. id)要求的精确度称量，填人附录C表

C2。

4.5 结果计算

4.5.1 全样品的原重减去净度分析后纯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夹杂物的重量和，其差值不得大于原

重的5%，否则需重做。

4.5.2 用两个“半样品”时，每份“半样品”各自将所有成分的重量相加，如果同原重量的差距超过原重

量5%，需再分析两个“半样品”。

4.5.3 分别计算两个“半样品”或两个全样品每个成分的重量占各成分重量之和的百分率（至少保留两

位小数），并根据4. 5. 4,4. 5. 5和4. 5. 6的规定，检查两份全样品、两份“半样品”每个成分分析结果之间

的差异是否超过容许差异。如果各个成分均在容许范围之内，可以计算并在质量检验证书中填报每个成

分重量百分数的平均数。

    任何一个成分的分析结果超过了容许差距，均按以下程序处理：

4.5-3.1 在使用“半样品”的情况下，再分析一对“半样品”（但总共不必多于四对），直至一对“半样品”

各成分的差距均在容许范围之内。将其成分的差异超过容许差距两倍的成对样品舍去不计，根据其余各

对的数据计算各个成分的百分数的平均值。

45.3.2 在使用两份全样品的情况下，再分析一份样品。只要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异未超过容许差距

的两倍，就取这三次分析的平均值填报。除非其中有的结果显然是由于差错而不是随机样品误差引起

的，在这种情况下，将错误的结果舍去不计。

4.5.4 表2用于同一实验室，对同一送检样品的净度分析结果重复间的比较，适用于任何成分。使用时

先按两次分析结果的平均值从栏 1或栏2中找到相应的行，根据种子是否为粘滞性种子和分析的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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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还是全样品，从栏3至栏6之一栏中找出其相应的容许差距。

4.5.5 表3用于来自同一种批的两个不同送检样品的净度分析，两次分析可能是在相同或不同实验室

进行，且当第二次分析结果低于第一次分析结果时使用，适用于任何成分。使用时先按两次分析结果的

平均值从栏 1或栏2中找到相应的行，再根据种子是否为粘滞性种子从栏3或栏4中找出其相应的容

许差距 。

4.5.6 表4适用于来自同一种批的两个不同送检样品的净度分析，两次分析可以在相同或不同实验室

进行，适用于净度分析中任何成分的比较，以确定两个估算值是否一致。使用时先按两次分析结果的平

均值从栏1或栏2中找到相应的行，根据种子是否为粘滞性种子从栏 3或栏4中找出其相应的容许差

距。

              表 2 同实验室同送检样品净度分析容许差距（<5％显著水平的两尾测定）

厂



                                        GB 2772一1999

                                              表 2（完）

布AA                                        }   }    AA3                4               5               63.08             3. 25             2.2             2.33. 31            3. 49             2. 3            2. 53. 52            3. 71             2. 5            2. 63. 69             3.90             2.6             2.83.86              4.07             2.7             2.94.00             '4.23             2.8             3.04. 14             4.37             2.9             3. 14.26              4.50             3.0             3.24. 37             4. 61            3. 1            3.34.47              4. 71            3.2             3.34. 61             4.86             3. 3            3.44. 77             5. 02            3. 4            3. 64.89              5. 16            3. 5            3.7
                    表 3 相同或不同实验室不同送检样品净度分析容许差距

                            （用于两份全样品，1％显著水平的一尾测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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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完）

一
                    表 4 相同或不同实验室不同送检样品净度分析容许差距

                            （用于两份全样品，1％显著水平的两尾测定）

l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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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完）

一
4.5.7 计算方法

4.5.7.1 测定样品的净度用式（(1）计算：

                    ‘，／n／、 纯净种子重
                    净度（o ) - L4- v& S1. T -r, 1 -I:#浅 . .者宏 Y M"  1 :.* 4,. AA. -}r, X 100 ·····。······⋯⋯（1）
                    ,7r /X , ／一纯净种子重＋其他植物种子重＋夹杂物重／“‘“

4.5-7.2 送检样品先行清理的净度用式（2)、式（3)计算：

                    、二‘、口‘＊，。／、 送检样品除去大型杂质后的重量、，，八八
                    送检样品净度（00)-x31-1THH粤击J岁     AN/%i/""J--EL Am X100}a- J,li J.7W [Y +r} ·········⋯⋯（2）
                    X1'I}-'IT HH }T /X } ／一 送检样品重

                            净度（％）二送检样品净度X测定样品净度 ························⋯⋯（3）

4.5-7.3 其他植物种子的重量百分数和夹杂物的重量百分数的计算方法与纯净种子重量百分数（即净

度）的计算方法相同。

4.6 结果报告

    净度分析中各个成分应计算到两位小数，在质量检验证书上填写时按GB/T 8170修约到一位小

数。成分少于0. 05％的填报为“微量”，若成分为零时用“-0.0-”表示。测定样品各成分总和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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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总和是99.9％和100.1％时，可从百分率的最大值（通常是纯净种子部分）中加减0.1 ，如修约

值超过0.1%，应核查计算有无差错。

5 发芽测定

5.1 目的

    在室内标准条件下测定种批的最大发芽潜力，使测定结果能在最接近于随机样本变异的范围内重

现，据此比较不同种批的品质并估计田间播种价值。

5.2 定义

5.2.1 发芽

    室内测定一粒种子发芽，是指幼苗出现并生长到某个阶段，其基本结构的状况表明它是否能在正常

的田间条件下进一步长成一株合格苗木。

5.2.2 发芽率

    质量检验证书上填报的发芽率，是在附录B表B1规定的条件下及其规定的期限内生成正常幼苗

的种子粒数占供检种子总数的百分比。

5.2.3 幼苗基本结构

    对于幼苗继续生长成为合格苗木必不可少的结构。随所检树种而不同，组成幼苗的是以下某些基本

结构的特定组合：根系、胚轴、子叶、初生叶、顶芽以及禾本科、棕桐科的芽鞘。

5.2.4 正常幼苗

    表现出具有潜力，能在土质良好，水分、温度、光照适宜的条件下继续生长成为合格苗木的幼苗。符

合下列类型之一的可以划为正常幼苗：

    a)完整幼苗：该树种应有的基本结构全都完整、匀称、健康、生长良好；

    b）带轻微缺陷的幼苗：该树种应有的基本结构出现某些轻微缺陷的幼苗，但其他方面正常，生长均

衡，与同次测定中完整幼苗的其他方面不相上下；

    c）受到次生性感染的幼苗：显然本该属于上述a）类或b)类但受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幼苗，条件是该

粒种子不是感染源。

5.2.5 不正常幼苗

    表现出没有潜力，在土质良好，水分、温度、光照适宜的条件下不能长成合格苗木的幼苗。不正常幼

苗有三种类型：

    a）损伤苗：任何基本结构缺失，或损伤严重无法恢复正常，不能指望均衡生长的幼苗；

    b)畸形苗或不匀称苗：生长屏弱或生理紊乱，或基本结构畸形或失衡的幼苗；

    c）腐坏苗：由于原发性感染（即该粒种子就是感染源），该树种的任何基本结构染病或腐坏，停止正

常生长的幼苗。

    例如，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幼苗为不正常幼苗：

    a)初生根：生长停滞、粗短、缺失、断折、自顶端开裂、缀缩、纤细、束缚在种皮中、呈负向地性、玻璃

状、因原发性感染而腐坏、禾木科植物种子无种子根或仅有一条屏弱的种子根；

    b)下胚轴、上胚轴和中胚轴：粗短、深度横裂或断折、完全纵裂、缺失、ft缩、极度扭曲、弯曲向下、呈

环状或螺旋状、纤细、玻璃状、因原发性感染而腐坏；

    c）子叶（下述缺陷所占面积超过子叶面积的一半者为不正常，只占一半或不足一半者为正常，称为

"50％规则”。但只要损伤或腐坏出现在子叶同幼苗中轴的联结点上或者茎尖附近，该幼苗就属于不正常

幼苗，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50％规则。）：肿胀或卷曲、畸形、断折或有其他损伤、断离或缺失、变色、坏

死、玻璃状、因原发性感染而腐坏；

    d)初生叶：畸形、损伤、缺失、变色、坏死、外形正常但小于正常大小的四分之一、因原发性感染而腐

坏 ；

    e）顶芽及其周围的组织：畸形、损伤、缺失、因原发性感染而腐坏（如果顶芽有缺陷或者缺失，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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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出一个或两个侧芽，该幼苗仍为不正常幼苗）；

    f)芽鞘和第一片叶（禾本科、棕搁科）

    芽鞘：畸形、损伤、缺失、顶端损伤或缺失、极度向下弯曲、呈环状或螺旋状、严重扭曲，从顶端向下开

裂长度超过全长的三分之一，基部开裂或有其他损伤。

    第一片叶：伸展长度不及芽鞘的一半、缺失、撕裂或呈其他畸形；

    9）幼苗整体：畸形、断裂、子叶先出、二苗融合、胚乳环圈不落、黄化或白化、纤细、玻璃状、因原发性

感染而腐坏。

5.2.6 多苗种子单位

    能够产生多株幼苗的种子单位。有以下几种类型：

    a）种子单位内含的真种子多于一粒，例如袖木（Tectona grandis）的坚果和棣树（Melia azedarach )

的核果 ；

    b)真种子内含的胚多于一枚。有些种这是正常现象（多胚现象），有些种则是偶尔出现（孪生现象）。

如果是孪生胚，通常是其中一株幼苗弱小纤细，但偶尔也会是两株幼苗都接近正常大小；

    。）融合胚：偶尔会从一粒种子中生出两株融合在一起的幼苗。

5.2.7 未萌发粒

    在附录B表B1给定的测定条件下测定期结束时仍未发芽的种子。可以区分成几个类型：

    a)硬粒：在测定条件下未能吸水而在测定期末仍然坚硬的种子。一种休眠形态，常见于豆科，也能

出现于其他某些科；

    b)新鲜粒：在测定条件下能够吸水但发芽进程受阻，外形依旧良好，坚实硬朗，仍然具有生出正常

幼苗潜力的种子；

    。）死亡粒：测定期末既非硬粒，又非新鲜粒，又未萌出幼苗任何结构的种子，通常包被物极软、变

色、发霉且毫无生出幼苗的征兆；

    d)其他类型：根据送检单位的要求，未萌发粒还可细分为以下几类，它们在测定样品中所占的百分

数可填人质量检验证书的备注栏：

    空粒— 完全空瘪或仅含某种残遗组织的种子；

    涩粒— 杉木、柳杉胚珠受精后败育，内含物为紫黑色单宁类物质的种子；

    无胚粒— 种子内有新鲜胚乳或配子体组织，但其中既无胚腔，也没有胚；

    虫害粒— 内有昆虫的幼虫或虫粪或有其他迹象表明受到过昆虫侵害，影响发芽能力的种子。

5.3 发芽床

5. 3.1 纸床

    用作发芽床的纸应是疏松、通气、无毒、无菌、容易向种子不断提供水分的滤纸或其他类型的纸，或

者是洁净无毒的纱布、脱脂棉。种子排放在床面。为了向种子提供足够的水分，可以用多层的纸，也可以

在纸下加垫纱布或脱脂棉。作床材料的pH值应在6.0-7. 5范围内。

    发芽测定用纸应在干燥凉爽的室内存放并适当包装，避免污损破伤，必要时使用前应当灭菌，消除

存放期中可能感染的霉菌。

5.3.2 沙床

    作床的沙应当颗粒均匀一致，能通过直径为0. 8 mm的筛孔，而截留在孔眼直径为0. 05 mm的筛

子上。沙必须无菌无毒，不含任何种子。沙的pH值应在6.0-7.5范围内。沙不能重复使用。

5.3.3 土床

    只有在纸床、沙床上发芽的幼苗出现植物毒性症状，或者对纸床上的幼苗的鉴定发生怀疑时，才可

以使用质地疏松、结构良好、不会板结的壤土作床，使用时不能挤压。质地紧密的土壤应适当混加蛙石或

沙。土中不能棍有任．何种子。土的pH值应在6. 0̂-7. 5之间。土不能重复使用。

5.4 发芽设备

5.4门 发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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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纸床的带盖的、内具有孔隔板的透明发芽容器。盒的长度和宽度应能容纳四次或至少两次重复

的种粒。盒高应略大于受检树种正常幼苗的高度。发芽床铺放在具有孔眼的隔板上。隔板同盒底之间

的空间用于存水，使盒内的相对湿度尽可能接近100%.

5.4.2 直立板发芽盒

    有机玻璃制成的长方形盒，盒高约20 cm。盒内可以垂直嵌人若干块中心距约2 cm的有机玻板。在

玻板顶边之下适当距离处播放一排种子并覆以同玻板等大的湿滤纸。滤纸下端浸人盒底的水中向种子

供水。改变滤纸下端入水的深度可以控制供水量。盖上盒盖可以保持盒内空气湿度。从玻板的反面可

以清晰地观察种子的发芽状况。

5.4.3 带有水箱的发芽装置

    主体是镀锌钢板或不锈钢板制作的水箱，水箱顶板上排放钟形发芽皿。钟形发芽皿的芯带穿过顶板

上的孔眼或窄缝伸人水箱吸水。水温由控温器控制，为发芽环境提供所需的温度。水箱上方悬放冷白荧

光灯管。

5.4.4 发芽箱

    能调控温度、湿度和光照的密闭箱体。好的发芽箱应当具有加热和降温两个系统，隔热性能良好，能

提供发芽所需的光照条件，且能控制湿度，能使箱内的相对湿度接近100％。箱内的隔板承放纸床，直接

排放供检样品。隔板的间距应使同一时间里能够测定尽可能多的样品。不能控制湿度的温箱应当使用

5.4.1描述的发芽盒或5.4. 2描述的直立板发芽盒盛放供检样品。

5,4.5 发芽室

    能调控温度并有光照设备、专供发芽测定使用的房间。整个发芽室的湿度较难控制，一般用发芽盒

或直立板发芽盒向种子提供水分并保持发芽小环境的湿度。

5.5 测定程序

5.5.1 提取测定样品

    测定样品从净度分析所得的、经过充分混拌的纯净种子中按照随机原则提取。可以用四分法将纯净

种子区分成4份，从每份中随机数取25粒组成100粒，共取4个 100粒，即为4次重复。也可以用数粒

器提取4次重复。种粒大的，或者怀疑种子带有病菌的，可以将100粒的每个重复以50粒或25粒为一

组，以组为单位在发芽床上排放，由这样的2个组或4个组组成 1次重复，使种粒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无论是人工数取还是用数粒器提取样品，都必须避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种子作任何选择。

    附录B表BI规定采用称量发芽测定法的树种，或因种粒特小决定采用称量发芽测定法的其他树

种，用符合第 3章规定的程序从送检样品中提取测定样品，共取4个重复。每个重复的重量见附录B表

Bl。

5.5.2 测定样品的预处理

    对测定样品作预处理的目的是解除休眠。预处理的方法已分树种列在附录B表B1的备注栏。也可

以采用其他有效的预处理方法，但必须在质量检验证书中注明。如果不能肯定某种预处理方法是否有

效，可以在 5. 5. 1规定的4个重复之外，再取4个重复作另一份测定样品，或再取8个重复作为另外两

份测定样品，用不同的方法作预处理，同时作发芽测定，以其中最好的结果作为该次测定的结果填报，并

注明所用的预处理方法。

    附录B表Bl所列的测定时间不包括预处理时间。带翅的种子可以去翅，但不能伤及种子。

5.5.3 置床和管理

5.5.3.1 种粒在发芽床上应保持一定距离，避免病菌蔓延、根系缠绕，也便于点数。

5.5-3.2 采用沙床（土床）时，需光种子压人沙（土）的表层，忌光种子播在疏松而平整的沙（土）之上，再

均匀疏松地加盖厚度为10.20 mm的沙（土）。

5.5.3.3 发芽容器和直立板发芽盒中的直立板应当编号。特别是要由几个容器或几块直立板组成一次

重复的，必须在置床时通过编号确定由哪几个容器或哪几块板组成哪一次重复，绝不允许为了通过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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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而任意组合。

5.5-3.4 经常检查测定样品及其水分、通气、温度、光照条件。检查的间隔时间由检验机构根据树种特

性和样品状况等自行确定。轻微发霉的种粒可以拣出用清水冲洗后放回原发芽床。发霉种粒较多的要

及时更换发芽床或发芽容器。

5.5.4 测定条件

5.5-4.1 水

    发芽床的用水不应含有杂质。水的pH值应在6. 0-7. 5之间。如果当地的水质不符合要求，可以使

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发芽床应始终保持湿润，不断地向种子提供所需的水分。但供水过量也会影响种子的通气。对种子

的供水量取决于受检树种的特性、发芽床的性质以及发芽盒的种类（(5. 4. 1,5. 4. 2和5.4-3)，由检验机

构根据经验确定。各重复间的供水量应当一致。

5.5-4.2 通气

    置床的种子要保持通气良好，但不能使发芽床过度失水而影响萌发。

5.5-4.3 温度

    附录B表Bl所列的温度是指发芽床上种子所处水平层次的温度，因设备性能而产生的温度变化

不能超过士I 'C。为发芽种子提供光照时不能使温度发生波动。

    附录B表Bl列出带有幅度的温度指的是变温，每24 h内应有16h保持较低的那个温度，其余8h

保持较高的那个温度。温度的转换最好在3h内逐渐完成，休眠性种子可以在1h内完成。周末或节假

日不能按要求转换温度时，应使发芽环境保持在较低的那个温度水平上。

    附录B表Bl中有的树种列有几种温度，它们的排列顺序并不表示其优劣，可以根据检验工作的方

便选用。质量检验证书中应当注明实际采用的温度。

5.5.4.4 光

    除非确已证实某个树种的发芽会受到光抑制，否则发芽测定中的每个 24 h都应当给予8h的光

照，使幼苗长势良好，不容易遭受微生物侵害，也便于评定。施加的光指的是不含或极少含远红光的冷白

色荧光。提供的光应均匀一致地使种子表面接受750̂-1 250 lx的照度。对于变温发芽的树种，是在给

予高温的那个8h内提供光照。

5.5.5 测定的持续时间

5.5-5.1 各树种发芽测定的持续时间在附录B表Bl中以末次记数的天数表示，自置床之日起算，不

包括预处理的时间。

55.5.2 如果测定样品在规定时间里发芽的种粒不多，可以适当延长测定时间。延长的时间最多不应

超过规定时间的二分之一。如果在规定的结束时间之前样品已经充分发芽，且后期连续三天每天的发芽

粒数不超过各重复供试种子粒数的1%，则该次测定可以提前结束。无论是延长还是提前结束，测定的

实际天数应在质量检验证书中注明。

    附录B表Bl中有些树种列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温度。如果选用的是较低的温度，初次计数可以适当

推迟。如果使用的是沙床且测定持续时间不足 10天，也可以不作初次计数。初次计数是使检验人员对

供检样品的质量状况可以较早地作出估计，所记数值并不要求填报。

55.5.3 中期计数的次数由检验机构自行确定，除有特殊要求外，通常不宜过多，尽量减少对尚未充分

生长的幼苗造成伤害。

5.5.6 观察、评定和记载

5.5-6.1 发芽测定的情况要定期观察记载。观察记载的间隔时间由检验机构根据树种和样品情况自行

确定，但初次计数（除5.5.3.2所述的沙床以外）和末次计数必须有记载。

5.5.6.2 生长到一定阶段，必要的基本结构都已展现的每株幼苗都必须根据5. 2.4和5.2.5进行评

定，并在记数后从发芽床上拣出。严重腐坏的幼苗也应拣出，以免造成次生性感染。呈现其他缺陷的不

正常幼苗则应保留在发芽床上直至末次计数。拣出的幼苗数同发芽床上剩余的种粒数应当等于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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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时的剩余种粒数。拣出幼苗时要防止影响正在发芽生长的幼苗。

5.5.6.3 一个多苗种子单位常能生出两株或几株幼苗，无论其中有几株符合5. 2.4的定义，都记为一

株正常幼苗。根据要求，也可以统计并填报100个多苗种子单位生出的正常幼苗总数，或者分别统计并

填报生出了一株、两株或更多正常幼苗的多苗种子数。

5.5-6.4 测定结束时根据5.2.7给出的定义区分未发芽粒。新鲜粒的鉴定可以采用四哇染色法、切开

法、离体胚发芽法或X射线衬比法。无法判定是新鲜粒还是死亡粒的一律记为死亡粒。已经生出了幼苗

的某些部位（例如根尖），即使在评定时确已腐坏，也不记为死亡种子而记为不正常幼苗。根据要求需要

对属于5. 2. 7d）的未发芽粒分类记数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a）发芽测定之前：

    — 测定样品的各个重复先作X射线检验；

    — 另取四份重复用切开法检验。

    b）发芽测定之后：

      — 切开法 ；

    — 四哇染色法或靛蓝染色法。

5.6 测定结果的计算

5.6.1 发芽测定结束时按5. 2. 2计算发芽率，同时按5.2.5计算不正常幼苗以及按5.2. 7中a),b),c)

计算硬粒、新鲜粒和死亡粒的百分数。根据要求，还可以计算空粒、涩粒、无胚粒和虫害粒(5. 2. 7. d) )的

百分数。

5.6.2 5.6.1所列的各种百分数乃是100粒种子4个重复的平均数。以50粒为一组的，应在计算前按

原编号（见5.5-3-3)组合成4个重复。计算结果按GB/T 8170修约至整数。正常幼苗百分数、不正常幼

苗百分数和未发芽粒百分数之和必须等于1000

5.6.3 按表5. 1检查重复间发芽百分数的差异是否为随机误差。如果各重复发芽百分数的最大值同最

小值的差距没有超过表5的容许范围，就用各重复发芽百分率的平均数作为该次测定的发芽率。

                                    表 5 发芽测定容许差距

一万
5.6.4 称量发芽测定法的测定结果用单位重量样品中的正常幼苗数表示，单位为株／克。计算时，利用

表6检查重复间的差异是否为随机误差。先计算4个重复正常幼苗的总数，在表6第1栏找出该总数所

在范围，并在第2栏中查到最大容许差距。如果4个重复中正常幼苗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等于或小

于最大容许差距，该次测定可靠，以4个重复单位重量的正常幼苗数的平均数作为测定结果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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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称量发芽测定容许差距

一
5.7 重新测定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布置测定。重新测定仍按5.6的规定计算结果并检查误差。

    a）怀疑是休眠干扰测定结果时，可以仍按附录B表B1的发芽条件，但选用一种或几种解除休眠的

方法重新布置一次或同时布置几次测定，将其中最好的结果作为测定结果填报，并注明所用方法。

    b）由于病毒或真菌、细菌蔓延干扰测定结果时，可以使用沙床或土床重新布置一次或同时布置几

次测定。必要时还可加大种粒间的距离。将所得的最好结果作为测定结果填报，并注明所用方法。

    c）难于评定的幼苗数量较多而干扰测定结果时，可以仍按附录B表B1的发芽条件，用沙床或土床

重新布置一次或同时布置几次测定。将所得的最好结果作为测定结果填报，并注明所用方法。

    d）由于测定条件、幼苗评定或计数显然有误时，应当按原用方法重新测定，并填报重新测定的结

果。

    e)由于其他不明因素使得各重复间的最大差距超过表5规定的容许误差时，应当提取测定样品用

原定方法重新测定。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测定结果一致，即两次测定结果之差不超过表7规定的最大

容许差距，则以两次测定的平均数作为测定结果填报。如果两次测定结果不一致，即它们的差异超过表

7规定的最大容许差距，应当仍用同样的测定方法布置第三次测定。以三次测定中相互一致的两次的平

均数作为测定结果填报。

                                  表 7 重新发芽测定容许差距

198̂9995̂9791̂9485̂-90一一1                277̂84          17̂2460̂-76         25̂-4151.59          42̂-50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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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活力测定

6.1 目的

    种子生活力测定的目的是：

    a）快速估测种子样品的生活力，特别是休眠种子样品的生活力；

    b)某些样品在发芽测定结束时剩有较多的休眠种子未能萌发，此时可以逐粒测定这些种子的生活

力，也可以再取一份样品测定样品的生活力。

6.2 定义

    种子生活力是用染色法测得的种子潜在的发芽能力。

6.3 应用范围

    本测定适用于附录B表B2给出方法的树种。

6.4 原理

6.4.1 四哇测定原理

    应用2,3,5一三苯基氯化（或澳化）四哇(2,3,5-triphenyl tetrazolium chloride or bromide）的无色溶

液作为指示剂，以显示活细胞中所发生的还原过程。这种指示剂被种子吸收，在种子组织内与活细胞的

还原过程起反应，从脱氢酶接受氢。在活细胞中，2,3,5一三苯基抓化四哇经氢化作用，生成一种红色而稳

定的不扩散物质，即三苯基甲膳(triphenyl formazan)。这样就能识别出种子中红色的有生命部分和不

染色的死亡部分。除完全染色的有生活力种子和完全不染色的无生活力种子外，还会出现一些部分染色

的种子。在这些部分染色种子的不同部位能看到其中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坏死组织，它们在胚和（或）胚乳

（配子体）组织中所处的部位和大小（不一定是颜色的深浅），决定着这些种子是有生活力还是无生活力。

不过同组织的健全程度相关联的颜色差异仍然被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主要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

有助于识别出健全、衰弱或死亡组织并确定其位置。

6.4.2 靛蓝测定原理

    靛蓝（indigo carmine）为蓝色粉末，分子式为C16H8N202(SO,)2Nazo靛蓝能透过死细胞组织使其染
上颜色。因此，染上颜色的种子是无生活力的。根据胚染色的部位和比例大小来判断种子有无生活力。

6.5 试剂

6.5.1 使用氛化（或嗅化）四哇的水溶液，浓度随树种而略有不同，见表B2中的规定。如果所使用蒸馏

水的pH值不在6. 5-7. 5范围之内，可将四哇溶于缓冲溶液。缓冲溶液的配制方法如下：

    溶液a— 在1 000 mL水中溶解9. 078 g磷酸二氢钾（KH2P0,) ;

    溶液b— 在1 000 ml,水中溶解11. 876 g磷酸氢二钠（Na2HP04 . 2H20)，或9. 472 g磷酸氢二钠

(Na2HP04)。

    取溶液a2份和溶液b3份混合，配成缓冲溶液。

    在该缓冲溶液里溶解准确数量的四哇盐，以获得正确的浓度。例如，每100 mL缓冲溶液中溶人1g

四哇盐即得1％浓度的溶液。最好随配随用。剩余的溶液可在短期内贮于低温1-5℃的黑暗条件下。

6.5.2 靛蓝用蒸馏水配成浓度为0.050x̂'0.1％的溶液，如发现溶液有沉淀，可适当加量，最好随配随

用，不宜存放过久。

6.6 测定样品

    从净度测定后的纯净种子中随机数取100粒种子作为一个重复，共取4个重复。或单用发芽测定结

束的未萌发粒（见5.2.7),

6.7 种子预处理

6.了门 去除种皮

    为了软化种皮，便于剥取种仁，要对种子进行预处理。较易剥掉种皮的种子，可用始温30̂-45̀C的

水浸种 24̂-48 h，每日换水，如杉木、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黄山松、米老排、安息香、黄连木、杜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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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粒的种子如肯氏相思、楹树、南洋楹、银合欢等可用始温80̂ -85℃水浸种，搅拌并在自然冷却中浸种

24-72 h，每日换水。种皮致密坚硬的种子，如孔雀豆、台湾相思、黑荆树、黑格、白格、漆树和滑桃树等，

可用98％的浓硫酸浸种20-180 min，充分冲洗，再用水浸种24̂ 48 h，每日换水。

6.7.2 刺伤种皮

    豆科的许多树种，如刺槐属，种子具有不透性种皮，可在胚根附近刺伤种皮或削去部分种皮，但不要

伤胚。

6.7.3 切除部分种子

    a）横切

    为使四哇溶液均匀浸透，如女贞属，可以在浸种后在胚根相反的较宽一端将种子切去三分之一。

    b）纵切

    许多树种，如松属和白蜡属的种子可以纵切后染色。即在浸种后，平行于胚的纵轴纵向剖切，但不能

穿过胚。白蜡属的种子可以在两边各切一刀，但不要伤胚。

    “）取“胚方”
    大粒种子如板栗、锥栗、核桃、银杏等可取“胚方”染色。取“胚方”是指经过浸种的种子，切取大约

1 cm，包括胚根、胚轴和部分子叶（或胚乳）的方块。

6.8 方法

6.8.1 四哇染色法

6.8.1．1 程序

    胚和胚乳均需进行染色鉴定。预处理时发现的空粒、腐烂粒和病虫害粒，记人附录C表C4中，属无

生活力种子。剥种仁要细心，勿使胚损伤。剥出的种仁先放人盛有清水或垫有湿纱布或湿滤纸的器皿中，

待全部剥完后再一起放人四哇溶液中，使溶液淹没种仁，上浮者要压沉。置黑暗处，保持30̂ 350C，染色

时间因树种和条件而异（见附录B表B2)。染色结束后，沥去溶液，用清水冲洗，将种仁摆在铺有湿滤纸

的发芽皿中，保持湿润，以备鉴定。

6.8.1.2 鉴定

    a)原则

    根据染色的部位、染色面积的大小和同组织健壮程度有关的染色程度，逐粒判断种子的生活力。通

过鉴定，将种子评为有生活力和无生活力两类，见附录B表B3,

    b)染色后种子的处理

    有些树种的种子染色之后，鉴定之前需要进一步处理，例如切开营养组织，或者切去一层营养组织，

使胚的主要构造和活的营养组织明显暴露出来，以便观察。

6.8.2 靛蓝染色法

6.8.2.1 程序

    胚和胚乳最好一起进行染色鉴定，剥取时要小心，勿使损伤。预处理时发现的空粒、腐烂粒和病虫害

粒记人附录C表C4中。剥出的种仁先放人盛有清水或垫有湿沙布的器皿中。全部剥完后再放人靛蓝溶

液，使溶液淹没胚，上浮者要压沉。染色时间因树种、温度而异（见附录B表B2，表B2规定的温度在

30一35'C）。

6.8-2.2 鉴定

    a)原则

    根据染色部位和比例大小来判断种子生活力。通过鉴定，将测定种子评为有生活力和无生活力两

类，见附录B表Boo

    b）染色后种子的处理见6.8-1.2b).

6.9 结果计算和表示

    测定结果以有生活力种子的百分率表示，分别计算各个重复的百分率，重复间最大容许差距与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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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相同（见表5)。如果各重复中最大值与最小值没有超过容许误差范围，就用各重复的平均数作为该

次测定的生活力。如果各个重复间的最大差距超过表5规定的容许误差，与发芽测定同样处理（见

5. 7e) )。计算结果按GB/T 8170修约至整数，在质量检验证书上填报。

7 优良度测定

7.1 目的

    为在收购种子时根据种子外观和内部状况尽快鉴定出种子质量以确定其使用价值和价格。

7。2 定义

7.2.1 优良种子

    具有下述感官表现的种子：种粒饱满，胚和胚乳发育正常，呈该树种新鲜种子特有的颜色、弹性和气

味。

7.2.2 劣质种子

    具有下述感官表现的种子：种仁萎缩或干瘪，失去该树种新鲜种子特有的颜色、弹性和气味，或被虫

蛀，或有霉坏症状，或有异味，或已霉烂。

7.3 测定用工具

    解剖刀，解剖剪，镊子，锤子，放大镜，玻杯，铝盒，载玻片等。

了.4 测定样品

    根据第3章的规定从种批抽样，取得送检样品。从经过充分混合的送检样品中随机数取 100粒（种

粒大的取50粒或25粒），作为一个重复，共取4个重复。种皮坚硬难于剖切的，可在测定前浸种，使种皮

软化。

7．5 方法

    采用解剖法。

    先观察供测种子的外部情况，然后分别逐粒剖开，观察种子内部情况。根据7.2.1和7.2. 2所列定

义区分优良种子与劣质种子。附录B表B5给出了130个树种优良种子的鉴别特征。表B5未列出的树

种可以参照近似种或根据检验机构的经验判断，但应在检验证书中注明“所检树种未列入GB 2772-

1999"。各个重复的优良种子、劣质种子以及剖切时发现的空粒、涩粒、无胚粒、腐烂粒和虫害粒的数量记

人附录C表C5中。空粒、涩粒、无胚粒和虫害粒的定义见5. 2. 7. d) o

了．6 计算结果

    测定结果以优良种子的百分率表示，分别计算各个重复的百分率，并按表5检查各次重复间的差距

是否为随机误差，如果各重复中最大与最小值之差没有超过容许差距范围，就用各重复的平均数作为该

种批的优良度。平均数带有的小数按GB/T 8170修约为整数。

    如果各重复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超过表5所列的容许范围，应按 5. 7e)的规定重新测定并计算

结果。

7．了 结果报告

    预处理情况和计算结果填在质量检验证书上。

8 种子健康状况测定

8"1 目的

    测定种子样品的健康状况，为评估种子质量提供依据，从而提出对种子的处理意见。

8.2 定义

8.2.1 种子健康状况：种子健康状况主要是指是否携带病原菌，如真菌、细菌、病毒，以及害虫。

8.2.2 培养：将种子保持在有利于病原体发育或病症发展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培养。

8.3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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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测定样品中是否存在送检人指明的病原体和害虫，按所用方法允许的程度尽可能准确地估测

样品中受感染的种子数。

    种批如经过处理，可能会影响测定。凡经过处理的，要求送检人说明处理方式和所用化学药品。

8.4 程序

8.4．1 直观检查：将测定样品放在白纸、白瓷盘或玻璃板上，挑出菌核、霉粒、虫痪、活虫及病虫伤害的

种子，分别计算病虫害感染度。如挑出的菌核、虫痪、活虫数量多时，应分别统计。

8.4.2 种子中隐蔽害虫的检查：在送检样品中，随机抽取测定样品200粒或100粒，选用下列方法进行

测定。

    a）剖开法 切开种子检查；

    b）染色法 用高锰酸钾等化学药品染色检查；

    。）比重法 利用饱和食盐水或其他药液的浮力检查（适用于豆科等比重较大的种子，如刺槐，浮在

上面的种粒多为受虫害的，结合剖开法即可确定虫害粒数）；

    d) X射线透视检查。

8.4.3 如需测定种子病害原因或携带的病原体，可用适当倍数的显微镜直接检查。有条件的，可进行洗

涤检查和分离培养检查。

8.5 结果计算和表示

8.5.1 病害感染度计算

                            ＊＊，，＊，。／、 霉粒数十病害粒数、／，、
                              病害感染度（％）＝二滋分兰云 }r4}- ""X100 ·········“·······⋯⋯（4）
                            iri口ar+ ac LX- I ‘一 测定样品粒数

8.5.2 虫害感染度计算

                              二＊，、＊，n／、 虫害粒数                              虫害感染度（％）＝赢舟景 '4J.)     and i-̀e JAL CY釜Z; X100 ··················⋯⋯（5）
                              肖口:w} ’一测定样品粒数／、‘“

8.5.3 送检样品病、虫害感染度是式（4)和式（5)两者之和。
8.6 结果报告

    将测定结果填人质量检验证书上，并提出处理意见。凡能识别的病、虫，应记载其种类；不能识别的

必要时送有关部门鉴定。

9 含水t测定

9.1 目的

    使用适合于常规检验的方法测定种子的水分含量。

9.2 定义

    样品的含水量是指采用本标准的方法将种子样品烘干所失去的重量，用这个重量占样品原始重量

的百分率表示。

9．3 原则

    测定方法应在尽可能多地除去水分的同时，减少样品的氧化、分解或其他挥发性物质的损失。

9.4 仪器

    a）恒温烘箱及其附件（包括样品盒和干燥器）；

    b）分析天平；

    c)筛子。

9．5 程序

9.5.， 注意事项

    供水分测定的送检样品（含水量送检样品重量见3.3.3.2)，必须装在防潮容器中，尽可能排除其中

的空气。测定应在样品接收以后尽快开始。测定时，样品曝露在实验室空气中的时间应减少至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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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需要切片的种子，从接收到的容器中取出样品，直至样品密闭在准备烘干的样品盒内，所经历的

时间不得超过2 min,

9．5．2 称重

    称重以克为单位，保留三位小数。

9.5.3 测定样品

    测定应取两份独立分取的重复样品，根据所用样品盒直径的大小，每份样品重量为：

    直径小于8 cm:4.5 g；直径等于或大于8 cm:10 g.
    在分取测定样品以前，送检样品须按下列方法之一进行充分混合：

    a）用匙在样品罐内搅拌；

    b）将原样品容器的口对准另一个同样大小的空容器口，把种子在两个容器中往返倾倒。每个测定

样品应按检验规程3.4.2所规定方法取得，样品曝露在空气中时间应尽可能地缩短。

9.5.4 切片

    大粒种子（每千克少于5 000粒）以种及皮坚硬的种子（如豆科），每个种粒应当切成小片。粒径等于

或大于15 mm的种子应至少切成4或5片。切片动作要快。

    落人容器中的切片用骨勺迅速搅拌，并从中随机提取大致相当于5粒完整种子重量的测定样品。整

个操作中曝露在空气里的时间不得超过60 min.

9.5.5 烘干

9.5.5门 低恒温烘干法

    此法适用于所有的林木种子。按9.5.3和9.5.4取得的测定样品，必须均匀地铺在样品盒里。在盛

入样品之前，称取样品盒连同盒盖的重量。装人样品后称取样品及样品盒（连同盒盖）的重量。将样品盒

迅速置于盖上，放人已经保持在103℃士2℃的烘箱中烘17h士l ho烘箱回升至所需温度时开始计算烘

干时间。达到规定的时间后，迅速盖好样品盒的盖子，并放人干燥器里冷却30̂ 45 min.

    冷却后，称出样品盒连盖及样品的重量。测定时，实验室的空气相对湿度必须低于70％.

9.5-5.2 高恒温烘干法

    其程序与9.5.5.1法规定相同，但烘箱温度须保持130 1330C。样品烘干时间为1-4 h（具体时间

应与9.5-5.1对照后确定）。测定时，对实验室的空气相对湿度没有特别要求。

9.5-5.3 预先烘干

    含水量高于17％的种子，在按9.5-5.1烘干前应当经受预先烘干。称取两个预备样品，每个样品至

少称取25 g士0. 2 mg，放入已称过重量的样品盒内，在70℃的烘箱中预烘2-5 h，使水分降至17％以

下，取出后置于干燥器内冷却，称重。将预烘过的种子切片，称取测定样品，用低恒温烘干法或高恒温烘

干法测定含水量。对于需要切片的种子预先烘干并非强制性要求。

9.5-5.4 使用其他方法测定含水量时，需与低恒温烘千法（9.5.5.1)相对照并在质量检验证书中说明

所用方法。

9.6 结果计算

9．6．1 恒温烘干

    含水量以重量百分率表示，用式（6)计算到一位小数：

                                              ．＿ ＿ A了，一 M
                                    含水量 （％）_ �`一夭于 X 100 ··················⋯⋯（6）
                                  H ,,, -、／．’ M.一M,‘、‘““

式中：M,— 样品盒和盖的重量，g}

      MZ— 样品盒和盖及样品的烘前重量，9；

      M3— 样品盒和盖及样品的烘后重量，g}

9．6.2 预先烘干

    可按式（7)从第一次（预先烘干）和第二次（恒温烘干）所得结果计算样品含水量。式（7)中S1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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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失去的水分，s：是第二次失去的水分，两次均按上法计算，以百分率表示：

                                        。～，，，、 ＿ ．， S, x s
                                    含水量（％）＝51＋ s，一 二气二六牛泛 ”··”····”···“····“···“·（7）                                        ， 。一， 、，U／ 一‘ ·一‘ 100

9．6．3 容许差距

    依据种子大小和原始水分的不同，两个重复间的容许差距范围为0.300-2.50o，见表80

                            表 8 含水量测定两次重复间的容许差距

爪一于书
9．7 结果报告

    含水量测定结果在质量检验证书上填报，精度为0.1％.

10 重f测定

10.1 目的

    测定送验样品每1 000粒种子的重量。

10.2 原则

    从纯净种子中数取一定数量的种子，称重，并计算每1 000粒种子的重量。

10.3 仪器

    可以采用发芽测定使用的数粒器。

10.4 程序

    可以采用整个测定样品（10.4.2)，也可以采用从中分取的若干个重复（(10.4-3).

10-4.1 测定样品

    按本规程第4章，以净度分析后的全部纯净种子作为测定样品。

10-4.2 对整个测定样品计数并称重

    将整个测定样品通过仪器，并读出在数粒器上显示的种子粒数。也可以人工计数。将计数后的测定

样品称重（g>，小数的位数与净度分析（表1)相同。

10-4.3 按重复计数并称重

    用手或数粒器，从测定样品中随机数取8个重复，每个重复100粒，各重复分别称重（s)，小数的位

数与净度分析（表1)相同。

    计算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平均重量如下：

                                        二二 n (Xx2）一（}x)z
                                    方差＝二二：一‘子井盆 ”·“·“·“。“·“···“·”一 （8）
                          ’‘Q      n (n一1)

式中：x— 每个重复的重量，9；

      ”— 重复次数。
                                标准差（S) = ············“····“·······“·····一 （9）

                                  一一一一 S＿＿＿＿                                        变异系数二= x 100 ·············“·············。·⋯⋯（l0）
                                                                                                          x

式中：王— 100粒种子的平均重量。

    种粒大小悬殊的种子和粘滞性种子，变异系数不超过6.0，一般种子的变异系数不超过4.0，就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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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测定结果。如变异系数超过上述限度，则应再数取8个重复，称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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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重复舍弃不计，将剩下的各个重复用于计算。

10.5 结果计算和表示

    按10-4.2数取并称量整个测定样品的重量，根据整个测定样品的粒数和重量换算出1 000粒种子

的重量。

    按10.4.3数取并称量各个重复的重量，将8个或8个以上的各个重复100粒的重量换算成1 000

粒种子的重量（即lox X),

    计算结果的小数位数与表1的规定相同。

10.6 结果报告

    重量测定计算结果填写在质量检验证书上。

11 x射线检验

11.1 目的

    X射线摄影检验的目的是：

    a）以X射线图像可见的形态特征为依据，为区分饱满种子、空瘪种子、虫害种子和机械损伤种子提

供一种无损的快速检测方法；

    b）为饱满种子、空瘪种子、虫害种子和机械损伤种子在样品中所占的比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摄影

图像记录。

11.2 定义

11.2.1 射线图像

    射线图像是位于感光胶片（或相纸）同X射线源之间的物体在感光胶片（或相纸）上所成的像。照相

冲洗技术可以把潜像变成可见图像。

11-2.2 X射线

    X射线是电磁波谱中以光速移动的电磁波，所不同的是波长，X射线的波长只相当于光的波长的

1/10 000̂-1/100 000。高能量的X射线波长较短，比较适合于拍摄大而（或）致密的物体。低能量的X射

线波长较长，适合于拍摄小的物体，例如种子。

11.3 基本原理

    种子放在低能量X射线源和感光胶片（或相纸）之间。种子各种组织吸收的X射线量不同，取决于

它们的厚度和（或）密度。光敏成像乳胶被激活的程度随所接受的辐射量而异，由此造成潜像。冲洗胶片

或相纸，便会形成明暗深浅不同的可见图像。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X射线图像的质量。

    电压（(kV)。千伏乃是X射线管中两个电极之间电位的度量。提高电压会生成波长较短的X射线。

电压影响图像的反差：较低的电压会改善分辨率，较高的电压则降低密度差。

    电流（mA)。毫安乃是对X射线管施加的电流的度量。提高电流会增加一定时间内生成的X射线的

数量。电流影响图像的密度，但不影响图像的反差。电流太高会使图像曝光过度（变黑）。

    曝光时间（s),曝光时间乃是拍摄射线图像时样品接受X射线的时间。调整曝光时间会改变图像密

度。一定的曝光量所需的毫安数同曝光时间成反比。因此曝光量应当用毫安秒（mAs）或毫安分（mAm)

表示。为了保持相同的图像质量，增加曝光时间必须相应地降低电流。例如，5 mA的管电流和20 s的曝

光时间得到100 mAs的曝光量，所生成的图像密度同10 mA曝光10s是一样的。

    焦斑（即电流靶）同胶片表面之间的距离为焦片距(FFD)。加大FFD就会按平方反比定律降低辐射

强度。因此，将FFD加倍（2FFD)，就要将曝光量变成四倍（(4 mAs)，才能在胶片或相纸上得到相同程度

的图像密度。被摄物体同胶片表面的距离称为物片距（OFD). OFD影响图像质量：距离越大，细部越模

糊，因而图像质量越差。如果要求细部清晰，种子可以直接放在胶片表面。不过常规作业中通常都是把

胶片保藏在封套里，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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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衬比剂在物体中的渗透状况不同，为了加强图像的某些特征，采用衬比剂有可能使物体某些部

位比其余部位的射线图像密度大。

11.4 设备

    下列设备为必需设备：

    x射线机；

    胶片或相纸，显影剂，定影剂；

    x射线胶片或相纸；

    胶片暗袋；

    种子托板。

11.5 程序

11.5.1 将胶片或相纸装人暗盒或暗袋，或者使用本身已带包装的胶片或相纸。

11.5.2 射线检验采用4个重复，每个重复 100粒种子，都从纯净种子中随机提取。X射线检验的种子

可以是即将用于发芽测定的种子。

11.5.3 使用托板（也可以不用托板），将种子均匀地排放在胶片或相纸上面。

11-5.4 在胶片或相纸上摆放铅字或不透X射线的其他标记物，以便区分样品。

11.5.5 曝光。为了生成最佳图像，不同的x射线机可能要求各不相同的曝光时间和电压组合。树种不

同组合也不同。为了得到最佳结果，每当使用新的材料或采用新的射线机时，应当就曝光时间、电压和曝

光量先做试验。

11-5.6 冲洗胶片或相纸。相纸通常是用快速显影剂来显影的，这种快速显影剂可以在数秒钟内显出影

像。胶片则必须在暗室显影。

11.6 图像判读

    根据射线图像显示的内部结构将种子归类。

11.6门 饱满粒：具有发芽所需的各种基本组织的种子或果实。

11-6.2 空粒：所含种子组织小于50％的种子或果实。

11-6.3 虫害粒：内含成虫、幼虫、虫粪或有其他迹象表明遭受过虫害足以影响种子发芽能力的种子或

果实。

11.6.4 机械损伤粒：皮壳开裂或破损的饱满粒。

11.7 结果报告

    检验结果以饱满粒、空粒、虫害粒和机械损伤粒的百分率表示，并在质量检验证书“备注”栏填写。填

报形式如下：

    x射线检验结果：

    饱满粒占 ％；

    空粒占 ％；

    虫害粒占 ％；

    机械损伤粒占 ％。

12 质f检验证书

12.1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为签发林木种子质量检验证书制定规则。本标准规定的质量检验证书只能在按照本

规定抽样、检验后，由林业主管部门授权或国家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的检验机构签发。质量检验证书

分为种批质量检验证书和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两类。

12.1.1 种批质量检验证书

    送检样品由授权的检验机构自身或在其监督下，按本标准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从种批中抽取送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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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由授权的检验机构检验后签发的质量检验证书。

12-1.2 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

    授权的检验机构对非自身或未在其监督下，抽取的送检样品检验后签发的质量检验证书。检验机构

只对送检样品的检验负责，不对送检样品的代表性负责。

12门.3 质量检验证书的副本

    除印有醒目的“副本”字样外，形式和内容与所签发的质量检验证书完全相同。

12.2 原则

    如果对下面各条的确切含义存有疑问，应当按照符合下列原则的理解进行解释。

12.2.1 只有按照与所签发的那类质量检验证书相符的规则进行抽样和检验时，才能签发该类质量检

验证书。

12-2.2 签发种批质量检验证书时，该种批每个容器必须封缄，并标有与质量检验证书上相同的标记或

编号，清楚地表明质量检验证书所指的是哪些容器。

12-2.3 一份质量检验证书始终有效，除非后来被同一种批签发的质量检验证书所替代。

12-2.4 对一个种批的任何质量项目，在同一时期内，有效的种批质量检验证书不能多于一份。

12-2.5 质量检验证书可以用中文或中、英两种文字印制。

12.3 签发质量检验证书的条件

12.3.1 质量检验证书只能由检验机构签发，并具备下列条件：

    — 该机构经林业主管部门授权或国家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目前从事这项工作。

    — 被检种是本规程所列的种，未列的种也可以检验，但应在质量检验书上说明：“送检树种是国家

标准GB 2772-1999没有列人的树种，本次检验条件为：

    — 检验是按本标准规定的程序方法进行的。但应送检者要求，采用本标准未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检

验时，检验结果也可填报。

12.3.2 抽样时把一个种批视为一个整体，抽样人员对样品的代表性负责，检验人员对样品的检验结果

负责。

12.3.2.1 种批质量检验证书上填报的结果是指抽样时该种批的整体。

123.2.2 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上填写的结果是指收到时的送检样品。

12-3.3 如果根据种子形态不能确定被检种的种名，质量检验证书中可以填写属名，例如在中文栏填写

“松属的一种”，在学名栏填写“乃nus sp. "，遇有同属种子混杂的情况，可以填写“松属的几个种”和

"Pinus spp.”。

12-3.4 所有日期都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填写：年填四位数，月、日填两位数，年和月、月和日

之间用短横连接，如1995-08-01.

12.4 质量检验证书的格式和内容

12.4.1 质量检验证书中除写送检者和地址外，还应按送检者的陈述写人必要的信息。在种批质量检验

证书中，这种信息是指供检种的中名、学名和产地。在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中，这种信息是指供检种的

中名、学名、产地、种批重、种批编号、容器件数、抽样日期和送检单位对送检样品的编号。

12-4.2 种批质量检验证书正式报告部分需填报：

    一一 抽样和封缄的机构和人员；

    — 种批的正式标记和封缄情况；

    — 种批的重量和容器件数；

    — 抽样日期，

    — 样品收到日期和检验结束日期；

    — 样品重量和样品编号；

    —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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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签发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 签发日期；

    — 签发机构的声明（见附录D表D2种批质量检验证书的背面）。

12-4.3 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需填报：

    — 送检样品编号；

    — 送检样品封缄情况；

    — 送检样品重量；

    — 送检样品收到日期；

    — 检验结束日期；

    — 检验结果；

    — 签发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 签发日期；

    — 签发机构的声明（见附录D表D1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的背面）。

12.4.4 根据送检者的要求，可以签发质量检验证书“副本”。

12.5 检验结果填报

12.5.1 一次抽样只能提交一个送检样品，根据送检者的要求，这个送检样品可按本标准所规定的一种

或几种方法予以测定。某些项目的测定，例如含水量和种子健康状况测定，则要求在同一份混合样品中

分取另外的样品，专门包装送检。

12-5.2 一份送检样品各个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可以合并填报于一份，或分别填报于多份检验证书

上。但填报发芽率、生活力、优良度或x射线测定结果时，应同时填报净度测定结果。

12-5.3 一个检测项目有几种测定方法时，应说明测定方法。

12-5.4 检验结果的填报应当符合本规程有关各章对检验结果计算、表述和填报的规定。未测定的项目

在质量检验证书的相应栏中填写“未测定”或“N”字样。

12-5.5 根据GB 7908对检验结果划分等级。对三级以下种子，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12.6 质量检验证书的效力

12.6.1 不允许同一检验机构在前次抽样后的一个月内对同一种批再次抽样（或监督抽样）、检验并签

发同一类型的检验证书。但如果前次检验后种批经过重新处理则属例外。

12.6.2 如果要求签发不同类型的证书，或证书将由另一检验机构签发，或12-6.1规定的一个月的期

限已经超过，可以签发另一份检验证书，但需注明原检验证书类别、编号和原抽样日期，或对该种批重新

编写标签、重新封缄。如果种批的标记情况未变，就应当声明原证书作废，应以后面这份证书中填写的检

验结果为准。声明的方式可以是：“本种批曾于＿ （年、月、日）抽样，所发的种批证书号为＿ 。该证书
上的检验结果至此作废。”

12-6.3 检验证书应当有签发机构的名称及其地址和签发日期，并经签发机构加盖公章、技术负责人签

名后才能生效。签发的证书不得有增删、修改、涂抹痕迹，否则无效。

12-6.4 抽样时把该种批视为一个整体（并非某一部分）。如果该批种子分别调往不同用种单位，应重新

抽样检验，原检验证书无效。

12.7 结果争议

    如果另一授权检验机构检验结果与原质量检验证书中填报的结果抵触，可由双方共同的上一级授

权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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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种批和样品孟t表

                                                  表 A1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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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1（续）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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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l（续）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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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l（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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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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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一一 ，

                                            表 Al（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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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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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1（续）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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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

                                            表Al（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样品最低重量,g

顺序号 树 种 重量，kges医夜稀品净度分析测定样品

164一   4  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 500       850            400
        Sapium sebiferum (L.）Roxb.

  165 擦 木 1 000       400            200
            Sassafras tsumu

            (Hemsl.）Hemsl.

  166 木 荷 1 000        35             15
          Schima superba Gardn.

            et Champ.

  167 箭 竹 1 000        35             15
            Sinarundinaria nitida

            (Mitf.）Nakai

  168 槐 树 3 500       100             50
          Sophora japonica L.

  169 大叶桃花心木 3 500       1 000          900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170 丁香属 1 000        30             15
            Syringa spp.

  171 乌墨（海南蒲桃） 5 000       1 200          900
          匆zygium cumini (L.）Skeels

  172 袖 木 5 000       2 000            1 000
          Tectona grandis L. f.

  173 鸡尖（海南榄仁树） 3 500       850            350
            Terminalia hainanensis Exell.

  174 锻 属 1 000       500            250
              Tilia spp.

    175 香 椿 1 000       80              40
            Toona sinensis (A. Juss.）Roem.

    176 漆 树 1 000       250           150
            Toxicodendron vernic价um

            (Stokes) F. A.Barkley

    177 棕 搁 3 500       1 000         800
            Trachycarpus fortunei

              (Hook. f.）H. Wendl.

    178 榔 榆 1 000       20              8
            Ulmus parvifolia Jacq.

    179 白 榆 1 000       30             15
            U. pumila L.

    180 青 梅 3 500       1 000         800
              Vatica astrotricha Hance

    181 文冠果 5 000       >500粒 >500粒
            Xanthoceras sorbifolia Bunge

    182 大叶样 1 000       200            75
              Zelkova schneideriana

              Hand. -Mzt. ＿
    一 ．一 ＿ ⋯＿ －⋯＿ f es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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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s

                                          （标准的附录）

                                    种子检验技术条件表

s1 发芽测定技术条件见表B1,

                                  表Bl 发芽测定技术条件表

汁



                                        GB 2772一1999

                                            表 B1（续）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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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1（续）

顺序， ， ， 发芽床&I黑 翼 备 注
  37 竹 柏 沙 25       25      42                 -

        Podocarpus nags (Thunb.）

        Zoll. et Mor.

  38 金钱松 纸 20,20-30 21 35 -

        Pseudolartx kaempfert

          (l,tndl.）Gord.

  39 铅笔柏 纸 15 14 28                20℃层积 60天后转人 3-5℃下

        Sabina vtrgtntana (L.）Ant.                                            45夭

  40 池 杉 沙 20---30     14      28    1）室温水浸2周，每天换水；

        Taxodium ascendens Brongn.                                           2) 1-5℃层积90天；

                                                                                3）染色法测定生活力

  41 落羽杉 纸 20,20-30    7       28      1) 3̂-5℃层积 30天；

        T. dtsttchum (L. ) Rich                                              2）染色法测定生活力

  42 台湾相思（相思树） 纸 25      7       21      1）始温 100℃水浸种 2 min，自

        Acacia rcchu A. Gray 然冷却24 h;

                                                                                    2）浓硫酸浸种 15̂ 20 min后充

                                                                                    分冲洗；

                                                                                3）染色法测定生活力

  43 黑荆树 纸 30        7       21    1）沸水浸种 5 min，自然冷却24

        A. mearnstt De Wild.                                                 h；

                                                                                2）浓硫酸浸种 15-20 min后充

                                                                                    分冲洗；

                                                                              3)染色法测定生活力

  44 元宝枫 纸 25        7       14 去翅，室温水浸2天后剥去果皮

        Acer truncatum Bunge 及种皮
  45 臭 椿 纸 30       10      16 去翅，始温45℃水浸种24 h

          Ailanthus altzsszma (Mill.）

        Swingle

  46 合 欢 纸 20-30      7       14 始温80℃水浸种24 h，余硬粒再

        Albzva jubbriss:n Durazz． 处理1-2次

  47 三年桐 纸 25       14      21 去掉种皮

        Aleurttes fordn Hemsl.

  48 千年桐 纸 25       14      21 去掉种皮

          A. montana (Lour.）Wils.

  49 恺 木 纸 25       7       21

        Alnus cremastogyne Burkill

  50 早冬瓜（蒙自恺木） 纸 25       7       21 一

        A. nepalenscs D. Don

  51 紫穗槐 纸 20-25      7       14 去外种皮，始温 60℃水浸种24 h

        Amorpha frutzcosa L.

    52 腰 果 纸 20-30      7       18

          Anacardium occidentale L.

  53 团 花 纸 25       14      28    1-5℃层积60天

        Anthocephalus chznensts

        (Lam.）A. Rich ex Walp.＿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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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l（续）

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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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l（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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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l（续）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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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l（续）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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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表Bl（完）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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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生活力的四哇和靛蓝测定技术条件见表B2e

                          表 B2 生活力的四哇和靛蓝测定技术条件表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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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2（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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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表 B2（续）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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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2（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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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2（续）

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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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2（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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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2（完）

卜价月
B3 四哇和靛蓝染色示意图见表B3、表B4o

                          表B3 四哇和靛蓝染色示意图（四哇染色鉴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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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3（续）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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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3（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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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3（完）

二一
                        表B4 四哇和靛蓝染色示意图（靛蓝染色鉴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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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4（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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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4（完）

一
B4 优良种子鉴别见表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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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s 优良种子鉴别表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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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5（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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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5（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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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S（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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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5（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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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B5（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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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5（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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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测定原始记录表

c1 检验申请见表Cl.

                                      表cl 检验申请表

                                                                                                  编号

    现有送检样品一份，简要情况如下，诸给予检验。

一、树种名称

二、采种地点

三、采种时间

四、送检样品重（9）

五、种批编号

六、本批种子重量(kg） 容器件数

七、要求检验项目

八、质量检验证书寄往地点和单位名称

    （附：林木采种登记表）

    送检单位（盖章） 扦样人

                                                                                          联系人

                                                                                          日 期

C2 净度分析记录见表C2a

                                    表C2 净度分析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C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下一一州
              本次测定：有效 口 测定人

                      无效 口 校核人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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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发芽测定记录见表C3o

                                      表 C3 发芽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 ：室内温度 ℃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预处理 置床日期 测定条件

一一牛洲
    组间最大差距 容许差距 本次测定：有效口 无效口

    测定人 校核人 测定结束日期 年 月 日

C4生活力测定记录见表Coo

                                      表C4 生活力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染色剂 浓度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温度 ℃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 ＿ ＿ ＿

二一｛
    实际差距 容许差距 ＿ ＿＿ ＿ ＿

    本次测定：有效 口 测定人

              无效 口 校核人

                                                              测定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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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优良度测定记录见表C5o

                                    表C5 优良度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温度 ℃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厂牛11 tic fk I
              本次测定：有效 口 测定人

                        无效 口 校核人

                                                                        测定 日期 年 月 日

C6 种子健康状况测定记录见表C6,

                                  表C6 种子健康状况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温度 ℃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一一）门
                                                                          测定人

                                                                            校核人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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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含水量测定记录见表c7.

                                    表c7 含水量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温度 ℃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测定方法

牛幸二一
    本次测定：有效 口 测定人

              无效 口 校核人

                                                                                测定 日期 年 月 日

c8 重量测定记录见表c8.

                                        表 c8 重量测定记录表

                                                                                            编号

  树种 样品号 样品情况 测试地点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c 湿度 ％ 测试仪器：名称 编号

  测定方法 ＿

音2    3    4    5161718"'1  9   10   1牛｛
    第 组数据超过了容许误差，本次测定根据第 组计算。

    本次测定：有效口 测定人 校核人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无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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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质t检验证书

                                  表D1 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

                                                                                        编号

据送检人陈述

            树种中名 树种学名 产地

廿一-fft I一缨一牛一7II'fY Tt pp 7
            送检人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正式报告

Tt pllp    4一'1Y' qq t̀! }4少一TY' qq }Ul }J } }井叫
检验结果

                        被检树种中名 树种学名

片一州
    检验机构全称 主检人

    地址 校核人

    邮编 技术负责人

    电话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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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

                                          签发机构声明

1。检验的程序和方法符合国家标准GB 2772-1999《林木种子检验规程》，所有检验均在本机构进行，

        （省级以上行政机构）已授权本机构签发种子样品质量检验证书。

2，证书无检验单位盖章及技术负责人签字无效，徐改无效。

3．本证书检验结果只对送检样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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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D2 种批质量检验证书

                                                                            编号

据送检人陈述

            树种中名 树种学名 产地

            送检人 地址 邮政编码

正式报告

                  抽样、封缄单位和人员

                  种批标记

                  种批封缄

州一州爪月
检验结果

                        被检树种中名 树种学名

几一州
    检验机构全称 ＿ 主检人

    地址＿ ＿ ＿ ＿＿ ＿ 校核人

    邮编＿＿＿＿ ＿＿ ＿ ＿ 技术负责人

    电话＿＿ ＿ ＿ ＿ ＿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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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

                                          签发机构声明

1．本种批的抽样、封缄和检验均符合国家标准GB 2772-1999《林木种子检验规程》，所有检验均在本

机构进行， （省级以上行政机构）已授权本机构签发种批质量检验证书。

2．证书无检验单位盖章及技术负责人签字无效，涂改无效。

3．本批种子分别调往不同用种单位时，本证书检验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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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检脸情况综合衰

                                              表E1 编号

书
      注：本表用于检验机构存档

                                                        登记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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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提示的附录）

                                        乔灌木种子示意图

                                                  表 F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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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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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续）

一



                                        GB 2772一1999

                                            表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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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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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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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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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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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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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F1（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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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F1（完）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