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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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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557的第29部分。GB/T1955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GB/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
———GB/T19557.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普通小麦;
———GB/T19557.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硬粒小麦;
———GB/T19557.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豆;
———GB/T19557.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白菜;
———GB/T19557.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苎麻;
———GB/T19557.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水稻;
———GB/T19557.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
———GB/T19557.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芥菜;
———GB/T19557.1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百合属;
———GB/T19557.1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猕猴桃属;
———GB/T19557.1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蒜;
———GB/T19557.13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番茄;
———GB/T19557.1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型油菜;
———GB/T19557.1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高粱;
———GB/T19557.1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生;
———GB/T19557.1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辣椒;
———GB/T19557.1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棉花;
———GB/T19557.1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菊花;
———GB/T19557.2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茄子;
———GB/T19557.2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甜瓜;
———GB/T19557.2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豌豆;
———GB/T19557.2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香石竹;
———GB/T19557.2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
———GB/T19557.25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黄瓜;
———GB/T19557.2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苹果;
———GB/T19557.2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瓜;
———GB/T19557.28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马铃薯;
———GB/T19557.29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
———GB/T19557.3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梨;
———GB/T19557.31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麦;
———GB/T19557.3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薯;
———GB/T19557.3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椰菜。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Ⅰ

GB/T19557.29—2022



本文件由全国植物新品种测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西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玉梅、方智远、吕波、丁万霞、李成琼、杨丽梅、杨坤、堵苑苑、庄木、张扬勇、

孙培田、李占省、徐东辉、付深造、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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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7年,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我国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为

第39个成员。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是品种的基本属性,DUS测试是授予品种权的重要依

据。为规范种子市场秩序,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时,将DUS测试作为品种审定和登

记的前置条件。
植物新品种DUS测试通常是以植物属或种为单元研制测试指南。由于植物分类广泛,不同植物属

种间表型差异较大,难以构建一个适用于所有品种DUS测试的标准。因此,将GB/T19557分为若干

部分,每个部分规范一种植物的测试性状和要点。GB/T19557拟由33个部分构成。
———GB/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目的在于确定各类植

物测试指南的总体原则,进行测试的总体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以及技术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
———GB/T19557.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普通小麦。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普通小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硬粒小麦。目的在于确定进

行硬粒小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豆。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豆

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白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白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苎麻。目的在于确

定进行苎麻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水稻。目的在于确

定进行水稻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李。目的在于确定

进行李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芥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芥菜

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百合属。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百合属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猕猴桃属。目的

在于确定进行猕猴桃属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3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番茄。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番茄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型油菜。目的在于确定

进行甘蓝型油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高粱。目的在于确定进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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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生。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花生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辣椒。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辣椒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8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棉花。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棉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19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菊花。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菊

花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茄子。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茄

子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甜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甜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豌豆。目的在于确定进行豌

豆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香石竹。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香石竹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4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玉米。目的在于确定进行玉

米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5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黄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黄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6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苹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苹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7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瓜。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西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8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马铃薯。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马铃薯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29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目的在于

确定进行甘蓝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0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梨。目的在于确定进行梨测

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1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麦。目的在于确定进行大

麦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2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薯。目的在于确定进行甘

薯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GB/T19557.33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花椰菜。目的在于确定进行

花椰菜测试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的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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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
稳定性测试指南 甘蓝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甘蓝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方法和结果判定一般原则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甘蓝中的普通结球甘蓝(BrassicaoleraceaL.var.capitata)、紫甘蓝(B.oleraceaL.

var.rubraDC.)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和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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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557.1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955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群体测量 groupmeasurement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测量,获得一个群体记录。

3.2 
个体测量 singlemeasurement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逐个测量,获得一组个体记录。

3.3 
群体目测 groupvisualobservation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目测,获得一个群体记录。

3.4 
个体目测 singlevisualobservation
对一批植株或植株的某器官或部位进行逐个目测,获得一组个体记录。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MG:群体测量。

MS:个体测量。

PQ:假质量性状。

QL:质量性状。

QN:数量性状。
1

GB/T19557.29—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