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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历经40多年攻关，成功培育出“张杂谷”系列杂

交谷子新品种，自2007年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合作，

共同开启了国内谷子产业发展道路，带动了全国谷子产业的发展。但是目前，全

国谷子年推广面积却持续在2000万亩左右，拓展谷子应用转化途径是扩大谷子种

植面积的有效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对优质青贮饲料的需求日益增加，每年都需

要从国外进口大量苜蓿，而传统作物谷子是很好的饲料作物，全株粗蛋白含量达

到15.6%，粮饲比为1:1~3，亩产干草可达1吨以上。谷草可用于制备干草，供冬、

春饲用。在目前我国优质粗饲料紧缺、大量依赖进口情况下，谷子粮改饲，可以

为我国的牧草供给找出一条新的途径，减轻优质牧草进口给我国奶业生产成本带

来的压力。

农业农村部在《“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中对饲料工业和饲

草产业发展思路和任务作出部署。同时，在《全国现代饲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0年）》中，明确提出优质饲草产业发展的目标、布局和任务。依托高科技，

立足谷子资源优势，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减少对国外牧草依赖的优质国产牧草

产品，以提高我国畜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从而解决我国优质牧草严重缺口问

题。然而，目前国内谷草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无标准、无规模、无体系，在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环境中，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刻不

容缓，制定谷草种子质量要求团体标准势在必行。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2.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

3.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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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1.饲用谷种生产数据分析

（1）分析方法

研究不同年份、不同地域、不同品种大田制种的扦样数据，根据质检部检测

结果，分析影响净度的因子，所占比例，进而指导种子加工，确定种子用价，为

种子质量定级提供依据。

（2）数据来源

本试验选用2018年—2023年连续6年在怀来县安营堡、土木；万全区板山、

盆窑村，宣化区周顶屯、贾家营6个谷子制种基地的张青谷1号和张青谷2号扦样

数据，记录结果见表1。

表1、2018年—2023年质检部扦样净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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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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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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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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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14

2.

1
651

0.

65

0.

9
1.4

0.2

1

0.0

65

0.0

9

98.2

35

20

18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7

1.

6
637

0.

64

0.

7
0.7

0.1

6

0.0

64

0.0

7

99.0

06

20

18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20 2 697

0.

70

0.

8
2 0.2

0.0

70

0.0

8

97.6

50

20

18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14

1.

5
656

0.

66

0.

5
1.4

0.1

5

0.0

66

0.0

5

98.3

34

20

18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19

2.

3
445

0.

45

1.

2
1.9

0.2

3

0.0

45

0.1

2

97.7

06

20

18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15

1.

7
320

0.

32

0.

8
1.5

0.1

7

0.0

32

0.0

8

98.2

18

20

18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18

1.

9
667

0.

67

0.

7
1.8

0.1

9

0.0

67

0.0

7

97.8

73

20

18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7

1.

5

100

1

1.

00

0.

7
0.7

0.1

5

0.1

00

0.0

7

98.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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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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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13

1.

4
377

0.

38

0.

8
1.3

0.1

4

0.0

38

0.0

8

98.4

42

20

18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14

2.

1
495

0.

50

0.

8
1.4

0.2

1

0.0

50

0.0

8

98.2

61

20

18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16

1.

8

130

9

1.

31

0.

4
1.6

0.1

8

0.1

31

0.0

4

98.0

49

20

18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11

1.

5
935

0.

94
1 1.1

0.1

5

0.0

94
0.1

98.5

57

20

19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9

1.

3
749

0.

75

0.

6
0.9

0.1

3

0.0

75

0.0

6

98.8

35

20

19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9

1.

5
808

0.

81
1 0.9

0.1

5

0.0

81
0.1

98.7

69

20

19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16

2.

2

100

3

1.

00

0.

8
1.6

0.2

2

0.1

00

0.0

8

98.0

00

20

19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12

1.

8
509

0.

51

0.

9
1.2

0.1

8

0.0

51

0.0

9

98.4

79

20

19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12

1.

3
510

0.

51
1 1.2

0.1

3

0.0

51
0.1

98.5

19

20

19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14

2.

1
305

0.

31
1 1.4

0.2

1

0.0

31
0.1

98.2

60

20

19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14

1.

6
718

0.

72

0.

8
1.4

0.1

6

0.0

72

0.0

8

98.2

88

20

19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8

1.

9
404

0.

40

0.

7
0.8

0.1

9

0.0

40

0.0

7

98.9

00

20

19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16 2 713

0.

71

0.

6
1.6 0.2

0.0

71

0.0

6

98.0

69

20

19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11

1.

9
711

0.

71

0.

5
1.1

0.1

9

0.0

71

0.0

5

98.5

89

20

19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5

1.

3
248

0.

25

0.

4
0.5

0.1

3

0.0

25

0.0

4

99.3

05

20

19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23

1.

8
567

0.

57

0.

8
2.3

0.1

8

0.0

57

0.0

8

97.3

83

20

20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9

2.

1
273

0.

27

0.

5
0.9

0.2

1

0.0

27

0.0

5

98.8

13

20

20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23

1.

8

144

7

1.

45

0.

4
2.3

0.1

8

0.1

45

0.0

4

97.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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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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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8

2.

3
525

0.

53

0.

7
0.8

0.2

3

0.0

53

0.0

7

98.8

48

20

20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6

1.

3

136

7

1.

37

0.

6
0.6

0.1

3

0.1

37

0.0

6

99.0

73

20

20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11

2.

1
356

0.

36

0.

6
1.1

0.2

1

0.0

36

0.0

6

98.5

94

20

20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20

1.

8
961

0.

96

0.

9
2

0.1

8

0.0

96

0.0

9

97.6

34

20

20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22

2.

2

148

0

1.

48
1 2.2

0.2

2

0.1

48
0.1

97.3

32

20

20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19

1.

3
634

0.

63

0.

8
1.9

0.1

3

0.0

63

0.0

8

97.8

27

20

20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14

2.

1

134

9

1.

35

0.

6
1.4

0.2

1

0.1

35

0.0

6

98.1

95

20

20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23 2 835

0.

84
1 2.3 0.2

0.0

84
0.1

97.3

17

20

20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19

1.

7
581

0.

58

0.

5
1.9

0.1

7

0.0

58

0.0

5

97.8

22

20

20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12 2 349

0.

35

0.

7
1.2 0.2

0.0

35

0.0

7

98.4

95

20

21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15

2.

3

139

7

1.

40

0.

5
1.5

0.2

3

0.1

40

0.0

5

98.0

80

20

21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22

1.

5

117

8

1.

18

0.

9
2.2

0.1

5

0.1

18

0.0

9

97.4

42

20

21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17

1.

7
530

0.

53

0.

5
1.7

0.1

7

0.0

53

0.0

5

98.0

27

20

21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14

2.

4
624

0.

62

0.

6
1.4

0.2

4

0.0

62

0.0

6

98.2

38

20

21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22

2.

4
373

0.

37

1.

1
2.2

0.2

4

0.0

37

0.1

1

97.4

13

20

21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13

1.

7
633

0.

63

0.

5
1.3

0.1

7

0.0

63

0.0

5

98.4

17

20

21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15

1.

8
452

0.

45

0.

8
1.5

0.1

8

0.0

45

0.0

8

98.1

95

20

21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9

2.

2
373

0.

37

0.

4
0.9

0.2

2

0.0

37

0.0

4

98.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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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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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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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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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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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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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21

1.

4

137

2

1.

37

0.

7
2.1

0.1

4

0.1

37

0.0

7

97.5

53

20

21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23

1.

6
409

0.

41

0.

4
2.3

0.1

6

0.0

41

0.0

4

97.4

59

20

21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16

1.

7
507

0.

51
1 1.6

0.1

7

0.0

51
0.1

98.0

79

20

21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18

1.

3
258

0.

26

1.

2
1.8

0.1

3

0.0

26

0.1

2

97.9

24

20

22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10

2.

2
207

0.

21

0.

6
1

0.2

2

0.0

21

0.0

6

98.6

99

20

22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13

1.

5
875

0.

88

0.

8
1.3

0.1

5

0.0

88

0.0

8

98.3

83

20

22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17

2.

7

156

0

1.

56
1 1.7

0.2

7

0.1

56
0.1

97.7

74

20

22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14

2.

6
954

0.

95

1.

2
1.4

0.2

6

0.0

95

0.1

2

98.1

25

20

22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22

1.

8
355

0.

36

1.

7
2.2

0.1

8

0.0

36

0.1

7

97.4

15

20

22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13

1.

7
895

0.

90

1.

1
1.3

0.1

7

0.0

90

0.1

1

98.3

31

20

22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22

2.

3

119

5

1.

20

1.

1
2.2

0.2

3

0.1

20

0.1

1

97.3

41

20

22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19

1.

9
932

0.

93

0.

8
1.9

0.1

9

0.0

93

0.0

8

97.7

37

20

22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21

1.

3
435

0.

44

0.

7
2.1

0.1

3

0.0

44

0.0

7

97.6

57

20

22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8

1.

5
875

0.

88

0.

7
0.8

0.1

5

0.0

88

0.0

7

98.8

93

20

22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10

1.

9
648

0.

65

1.

2
1

0.1

9

0.0

65

0.1

2

98.6

25

20

22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11

2.

3
436

0.

44

0.

7
1.1

0.2

3

0.0

44

0.0

7

98.5

56

20

23

张青谷

1号

安营

堡

100

0
13

1.

5

112

3

1.

12

0.

4
1.3

0.1

5

0.1

12

0.0

4

98.3

98

20

23

张青谷

2号

安营

堡

100

0
12

2.

1
847

0.

85

1.

1
1.2

0.2

1

0.0

85

0.1

1

98.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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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石

头

(g

)

其

他

植

物

种

子

（

粒)

其

他

植

物

种

子

(g

)

谷

杆

(g

)

米

（%

）

小

石

头

（%

）

其

他

植

物

种

子

（%

）

谷

杆

（%

）

净度

(%)

20

23

张青谷

1号
土木

100

0
23

2.

2

111

1

1.

11

0.

9
2.3

0.2

2

0.1

11

0.0

9

97.2

79

20

23

张青谷

2号
土木

100

0
24

2.

4
323

0.

32

0.

8
2.4

0.2

4

0.0

32

0.0

8

97.2

48

20

23

张青谷

1号
板山

100

0
18

1.

9
950

0.

95

0.

7
1.8

0.1

9

0.0

95

0.0

7

97.8

45

20

23

张青谷

2号
板山

100

0
17

2.

1

110

2

1.

10

0.

8
1.7

0.2

1

0.1

10

0.0

8

97.9

00

20

23

张青谷

1号
盆窑

100

0
18

1.

9
980

0.

98

0.

9
1.8

0.1

9

0.0

98

0.0

9

97.8

22

20

23

张青谷

2号
盆窑

100

0
22

2.

4
366

0.

37

0.

7
2.2

0.2

4

0.0

37

0.0

7

97.4

53

20

23

张青谷

1号

周顶

屯

100

0
13

1.

9
422

0.

42

1.

2
1.3

0.1

9

0.0

42

0.1

2

98.3

48

20

23

张青谷

2号

周顶

屯

100

0
9

1.

9

107

3

1.

07

1.

2
0.9

0.1

9

0.1

07

0.1

2

98.6

83

20

23

张青谷

1号

贾家

营

100

0
19

2.

1
587

0.

59

0.

8
1.9

0.2

1

0.0

59

0.0

8

97.7

51

20

23

张青谷

2号

贾家

营

100

0
13

1.

5

139

2

1.

39

1.

2
1.3

0.1

5

0.1

39

0.1

2

98.2

91

平

均

1.5

1

0.1

9

0.0

74

0.0

8

98.1

47

（3）结果与分析

如表1所示，不同年份、地域、品种，影响净度的因子主要由小米、石头、

其他植物种子和谷子茎秆构成。小米为机械脱粒过程中谷壳脱落产生，6年平

均占比1.51%，石头6年平均占比0.19%，其他植物种子平均占比0.074%，谷子

茎秆三年平均占比0.08%。净度达到98%以上的占62.5%，其余各净度均达到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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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植物种子≤400占19.4%，>400且≤900的占48.6%，≤1800的占比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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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分检测

利用型号PM-8188NEW的12档水分测试仪进行水分测定。水分具体检测方法参照《草种

子检验规程水分测定》（GB/T 2930.8）的标准规定要求。

3.发芽率验证试验

（1）试验设计

为保证本质量标准的品种适用范围，本试验采用随机饲草谷种出苗率随机鉴定方法，

选用随机饲草谷子品种张青谷2号进行发芽试验。

（2）试验方法

本试验选用经检测发芽率为98%的张青谷2号种子，通过掺杂数量不等的经过300℃烘箱

处理过的饲草谷种子形成不同质量等级的饲草种子（一级≥90%；二级≥85%；三级≥80%），

进行室内发芽试验和大田试验。室内试验采用砂培法试验，统一穴播，底砂厚2cm，放种子

后覆砂1cm，适时适量浇水。播种方法为穴播，每穴1粒种子，每次播种100穴，每个等级设

置20次重复。5天后计算并记录平均每穴出苗数、出苗率及空穴率，详细结果见表2。大田

试验，选用地势平坦，肥力水平一致的地块，人工开穴，单粒点播，14天后，每各等级小

区随机调查5点，每个点100株，调查汇总平均出苗数、出苗率及空穴率，详细结果见表3。

利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去除极端值，在SPSS软件中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2. 张青谷 2 号室内出苗率验证试验结果表

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

品种：张青谷2号

种子等级：二级杂交种（小包装标注发芽85%）

发芽环境及穴播量：室内发芽，1粒/穴，100穴 （20次重复）

出苗数
平均每穴出苗（

株）

出苗率（

%）

88 86 87 85 88 88 87 89 87 88
0.8705 87.05

89 88 88 85 86 85 89 87 85 86

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

品种：张青谷2号

种子等级：一级杂交种（小包装标注发芽90%）

发芽环境及穴播量：室内发芽，1粒/穴，100穴 （20次重复）

出苗数
平均每穴出苗（

株）

出苗率（

%）

94 91 96 95 97 92 93 93 92 96
0.9410 94.10

92 94 94 97 98 97 90 93 9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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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验，P＜0.05，室内条件下，不同质量等级对张青谷2号的发芽率有显著影响。

表 3. 张青谷 2号室大田出苗率验证试验结果表

经过检验，P＜0.05，在大田条件下，不同种子质量等级对其发芽率有显著影响。

（3）试验结果与分析

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

品种：张青谷2号

种子等级：三级杂交种（小包装标注发芽80%）

发芽环境及穴播量：室内发芽，1粒/穴，100穴 （20次重复）

出苗数
平均每穴出苗（

株）

出苗率（

%）

84 84 80 84 82 82 84 84 82 83
0.8263 82.63

81 84 82 81 84 83 53 81 82 83

等级 出苗率 F值 P值

CK 98 168.05 ＜0.001

一级 94.10±2.22

二级 87.05±1.40

三级 82.63±1.30

等级 每100穴出苗数 出苗数 出苗率 出苗率

CK 96 97 94 98 95 480 96 97 94 98 95 96.00

一级 92 91 93 92 94 462 92 91 93 92 94 92.40

二级 87 86 86 87 85 431 87 86 86 87 85 86.20

三级 82 81 83 80 81 407 82 81 83 80 81 81.40

等级 出苗率 F值 P值

CK 96.00±1.58 145.01 ＜0.001

一级 92.40±1.14

二级 86.2000±0.84

三级 81.4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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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表3所示，不同种植条件下，饲草谷子品种出苗率不尽相同，但仍呈现一定整

体规律性：在相同的种植条件下，一级种子的出苗率始终高于二级、三级种子，二级种子

出苗率高于三级种子。且大田的出苗率整体低于室内出苗率。

种子用价

种子用价

真正有利用价值的种子所占的百分率，也叫种子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种子用价(％)=净度×发芽率

（二）技术经济论证

1.饲用谷子种子制种发芽率不稳定

上图为一个制种基地连续12年的饲草谷种的发芽率。2010-2012和2022年发芽率很低是

由于早霜影响，发芽率在正常年份间的差异也很大，受自然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较大。

2.饲用谷子种子制种产量低、风险多、劳动投入大

每年饲草谷子制种面积3000亩左右，亩产谷种平均300kg，约有三分之一约300吨的饲

用谷子种子质量达不到一类标准，制种户制种质量受不可控因素较多，制种公司须全部收

购，从而保证农户稳定收益，种企若将直接转商，会给制种企业带来亏损，折合现金约

3000万，直接成本增加约70%以上，严重制约种企的发展。

3.饲草谷子生产优势大

饲草谷子比常规谷子的千粒重低0.3-0.6g，同样的亩用种量足以保证田间的成苗数，

且2、3级饲草谷种的成苗数均能满足生产需要。根据多年2-3级饲草谷种同1级的饲草谷种

进行大田谷草产量数据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具体产量数据及分析见表4。

表4 2021年-2023年各试点张青谷2号产量（kg/亩）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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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等级 安营堡 土木 板山 盆窑 周顶屯 贾家营

2021 一 1106.8 1002.2 904.3 820.1 1006 938.5

2021 一 970.5 947.1 823.7 934.1 1065.4 920.6

2021 一 942.8 945.3 928.2 1012.9 921.2 934.1

2022 二 1006.7 971.9 886.4 961 945.7 874.3

2022 二 964.4 956.8 905.5 906.2 896.9 906.4

2022 二 935.8 915.9 855.3 934.1 1001.8 863.1

2023 三 939.6 935.7 884 922.2 894.1 896.3

2023 三 929.2 930.6 893.8 935.8 889.5 928.3

2023 三 946.8 899.5 868.6 892.7 924.5 876.4

经过检验，P＞0.05，所以饲草种子的不同等级对其产量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饲草谷子的优异生产表现长期以来受到广大种养一体化农户的青睐，种植面积及市场

需求量持续稳定增长，2023年三级的种子销售量折算种植面积约20万亩，每亩增产100kg谷

草，单价1.45元/kg，共计可为种植户年增收2900万元。

基于此，制定饲用谷子种子质量行业标准势在必行。

（三）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发布与实施后，对规范维护饲草谷子种子市场稳定、促进饲草谷子产业健康快速

发展、保障农民增产增收、助力种业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性意义和积极有效影响；此外，按

现有推广进度计算，2024年饲草谷子种子种植面积将超过30万亩，并以年5%的速度递增，

而随着饲草谷子种植面积的扩大，将有利于国家镰刀湾地区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减少该地

区对淡水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国家“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

三、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等级 产量 F值 P值

一级 951.3±71.1 2.989 0.059

二级 927.1±44.6

三级 910.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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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经中国国 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批准《饲用谷子种子》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CI2024167。本标准由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根据计划要求，本标准完成时限为6个月。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标准文档起草及相关文

件的编制等。河北北方学院、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河北巡天草业科技有限公司、张家

口市畜牧技术推广站、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参与起草，

负责标准中重要技术点的研究和建议，并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 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立项前，标准编制小组查阅、研读相关国内外文献，广泛搜集饲用谷子种子相关

的材料。同时，多次投身于牧场、农场与相关行业人员进行调研、交流，广泛征求标准制

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24年3月起草组组织多家企业和相关专家召开了起草前的预备会议，

对标准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标准编写的主要方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工作部署。

2. 标准起草过程

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公示后，标准编制小组首先组织了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各编写人员根

据 工作计划分工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制小组主编单位及参编

单位组 织了数次内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经过多次修改，于 2024年5月完成了标准初稿

及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3. 征求意见情况

2024年5月标准编制小组先后通过现场会议、电话、微信等多种形式征集行业专家相关

意见和建议。针对征集的意见，标准编制小组召开了研讨会，将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汇总处理

分公析，在充分吸纳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修改和完成标准内容，于 2024年6月初根据在

各单位反馈意见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交全国标准信息

平台示。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标准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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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的设计和建设具有科学性、可扩展性、实用性。

3.标准充分考虑国家需求，兼顾社会应用条件。

4.标准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先进技术。

5.标准的编写格式和方法具有规范性。

6.积极参考国内已有标准以及国际先进技术。

7.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构建了一个饲用谷子质量。本文件确立了饲用谷子种的术语和定义、质量

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质量判定规则。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 6142-2008禾本科草种子分级标准；

GB/T 2930.1 草种子检验规程扦样；

GB/T 2930.2 草种子检验规程净度分析；

GB/T 2930.3 草种子检验规程其他植物种子数测定；

GB/T 2930.4 草种子检验规程发芽试验；

GB/T 2930.8 草种子检验规程水分测定；

GB/T 24866 牧草及草坪草种子贮藏规范；

NY/T 1577 草籽包装与标识。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后续贯彻措施
建议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贯彻本标准的相关活动，利用各种活动（如工作组活动、行

业协会的管理和活动、专家培训、标准化技术尽可能向行业相关单位和机构宣贯该标准。

建议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半年内实施。

标准编制小组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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