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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种子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番茄种子采收及采后处理的总体要求、采收、采后处理、贮藏、物流和生产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番茄种子的采收及采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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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543.2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GB/T 3543.6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水分测定 

GB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3部分：茄果类 

GB 20464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人员 

4.1.1 进行番茄种子采收及采后处理的作业人员，均应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通过考核方能上岗。

作业过程中应穿着工作服、工作鞋，佩戴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 

4.1.2 设备与工具操作人员应定期参加技能提升培训与知识更新培训，每 2年不少于 1次，及时掌握

最新的技术规范与操作要点。 

设备与工具 

4.2.1 采收机械、破碎机、干燥机、分选设备、包衣机等设备以及采摘刀具、筛网等工具，在使用前

应进行全面检查，无损坏、无故障方可使用。 

4.2.2 设备与工具应保持清洁，每次使用后应及时清理残留的果实、种子、杂质等。对于直接接触种

子的部位，应采用合适的清洁剂进行清洁，并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4.2.3 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润滑、零部件更换、校准等。维

护保养记录应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应低于设备使用寿命。 

环保与安全 

4.3.1 番茄种子采收及采后处理的全过程应遵循环保原则，对破碎的果实残渣、废弃的包装材料等废

弃物应进行分类收集并妥善处理，不应随意丢弃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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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设备应配备急停按钮、防护栏等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操作人员不应随意拆除或损坏安全防护

装置，并遵守操作规程。 

5 采收 

采收指标 

宜于番茄果实转色率≥95％，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5.5％时进行采收。可采用直接观察法判断番

茄果实转色率，采用手持式折光仪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采收时间 

宜选择在晴天上午10时至下午4时进行采收，避开露水时段。 

采收方式 

5.3.1 人工采收 

应使用锋利的工具进行采收，保留果柄长度≤1 cm。 

5.3.2 机械采收 

采收机械应配备成熟度识别装置，准确采收符合采收指标的果实。 

6 采后处理 

初加工 

6.1.1 果实破碎 

采用齿辊式破碎机对采收后的番茄果实进行破碎，破碎机转速应为300 r/min～500 r/min。 

6.1.2 果肉分离 

通过三级梯度水流清洗进行果肉与种子的分离，水流强度依次为0.5 m/s～1.0 m/s、1.0 m/s～1.5 
m/s、1.5 m/s～2.0 m/s。 

6.1.3 杂质去除 

使用孔径为2.5 mm的振动筛进一步分离果皮及残渣等杂质。振动筛的振动频率和振幅应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避免种子的漏筛或过度磨损。 

干燥 

6.2.1 预干燥 

6.2.1.1 将初加工得到的种子进行自然晾晒，晾晒场地应通风良好、阳光充足且干净。 

6.2.1.2 晾晒过程中应定时翻动种子，使其均匀干燥，直至种子表面无游离水。 

6.2.2 机械干燥 

6.2.2.1 采用流化床干燥机进行机械干燥，干燥机内温度应为 35 ℃～40 ℃，风速应为 2 m/s～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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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干燥过程中，每 1 h监测一次种子含水率，按 GB/T 3543.6进行测定，当种子含水率≤8％时，

达到干燥终点。 

种衣剂处理 

6.3.1 药剂选择 

选用含≥3％有效成分的杀菌剂（如咯菌腈）与0.5％成膜剂混合作为种衣剂。 

6.3.2 包衣比例 

采用滚筒式包衣机进行种衣剂处理，药种比为1∶500。 

6.3.3 干燥固化 

将包衣后的种子静置2 h，待种衣剂初步固化后，进行40 ℃热风固化30 min。 

质量检验 

6.4.1 成品检验 

种子质量应符合GB 16715.3的规定，扦样方法和种子批次按GB/T 3543.2的规定进行，质量判定规

则按GB 20464的规定进行。通过成品检验的种子批次方可进入贮藏和物流环节。 

6.4.2 过程监控 

在采后处理过程中，宜每2 h记录一次加工参数，包括但不限于破碎机转速、水流强度、干燥温度、

风速、含水率等。 

7 贮藏 

贮藏条件 

7.1.1 种子应贮藏在温度≤15 ℃，湿度≤60％的环境中，远离腐蚀性物质。 

7.1.2 贮藏仓库应具备良好的隔热、防潮和通风性能，配备温湿度监测设备。 

7.1.3 应实时监控贮藏环境的温湿度变化，并做好记录。仓库内应保持清洁并定期进行消毒。 

贮藏管理 

7.2.1 根据种子的入库时间和批次合理安排出库顺序，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减少种子的贮藏时间。 

7.2.2 定期对贮藏的种子进行抽检。每 2个月检测 1 次含水率，对含水率不符合要求的种子批次进行

晾晒或机械干燥；每 6 个月检测 1 次发芽率，对发芽率不符合要求的种子批次进行隔离存放或及时处

理。 

8 物流 

包装 

宜采用厚度≥80 µm的铝箔复合袋作为包装材料，防止种子受潮、氧化和受虫害。包装内应附干燥

剂，包装上应清晰标注种子的品种、产地、采收日期、保质期等信息。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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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宜采用冷链运输，配备温度监测设备实时监控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并做好记录。运输过程

中温度波动范围应不大于 2 ℃。 

8.2.2 运输车辆应保持清洁、干燥，避免与其他有异味或腐蚀性的货物混装。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拿

轻放，避免包装破损。 

9 生产记录 

应建立完善的番茄种子采收及采后处理记录体系，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采收情况：采收日期、采收地点、果实来源（品种、种植户等信息）、采收数量； 

b) 采后处理过程中的加工参数：破碎机转速、水流强度、干燥温度、风速、含水率、种衣剂处理

情况等； 

c) 质量检验结果：过程监控数据、成品检验数据等； 

d) 包装信息：包装材料、包装时间、包装规格等； 

e) 物流信息：运输方式、运输时间、运输温度记录等。 

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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