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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品种审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牧草、草坪草及观赏草品种审定的内容及依据、品种试验和审定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草品种审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草品种 herbagevariety
经人工选育,在形态学、生物学和经济性状上相对一致,遗传性相对稳定,适应一定的生态条件,并

符合生产要求的草类群体。

2.2 
品种审定 varietyregistration
由品种审定机构对品种进行审定的过程。

2.3 
育成品种 bredvariety
经过育种形成的新品种,与种内其他品种在一个或数个特征特性上有明显区别。

2.4 
地方品种 localvariety
在某一地区长期栽培,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良好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品种。

2.5 
野生栽培品种 cultivatedwildvariety
野生植物经过引种驯化,成功栽培,并具有利用价值的品种。

2.6 
引进品种 introducedvariety
从国外引进,在国内试种成功,并具有优良的性状和利用价值的品种。

2.7 
丰产性 yieldingability
品种在试验中比对照品种平均增(减)产的百分率和差异显著性。

2.8 
适应性 adaptability
品种对其栽培地区气候、土壤及栽培条件的适应能力。

2.9 
抗逆性 stresstolerance
品种对寒、热、旱、涝、盐、碱、酸等逆境的耐受和抵抗能力。

2.10 
抗病虫性 diseaseandpestresistance
品种对病、虫害的耐受和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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