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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水产原、良种种质及其种苗生产的管理，科学、公正、及时地

审定和推广水产原、良种，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特制定本审定办法。 

 

 

第二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向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

称审委会）申请审定。 

 

 

（一） 现有主要养殖（栽培）对象； 

 

 

（二） 育成养殖新对象，经连续二年生产性养殖对比试验，累计试验面积混养

不低于 5000 亩，单养不低于 500 亩，并表现优异者； 

 

 

（三） 养（增）殖开发利用新对象，经连续二年生产性养（增）殖试验，累计

养殖面积不低于 1万亩，增殖试验面积不低于 20 万亩，并表现优异者； 

 

 

（四） 国外引进养（增）殖新对象，经连续二年生产性养（增）殖对比试验（试

验面积与第 3项同），表现优异者； 

 

 

（五） 经证实具有育种应用价值的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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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殊养（增）殖对象。 

 

 

第三条 凡申请审定者，必须报送下列材料一式 20 份： 

 

 

（一） 主件：水产原、良种审定申请书。 

 

 

（二） 附件： 

 

 

（1） 研究报告（技术总结）； 

 

 

（2） 养（增）殖繁殖制种技术报告； 

 

 

（3） 品种标准； 

 

 

（4） 审委会指定专业单位的种质检测报告（复印件）； 

 

 

（5） 审委会指定专业单位的抗病性鉴定报告（复印件）； 

 

 

（6） 连续二年生产性对比养（增）殖试验年度总结及承试单位评价意见（复印

件）。 

 

 

第四条 申请审定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2



（一） 申请单位（个人）签章，呈报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二）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签章后，报审委会； 

 

 

（三） 审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单位（个人）提供苗种和生产技术，

由审委会指定试验单位进行对比验证。 

 

 

    不按程序办理的，审委会不予受理。 

 

 

第五条 每年的 12 月 31 日为申请水产原、良种审定的截止日期（以寄出邮戳为

准）。 

 

 

第六条 审委会根据《水产原、良种审定标准》和有关国家标准进行审定。 

 

 

第七条 审委会办公室对收到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合格者提交审委会全体委员

会议审定。 

 

 

第八条 审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对申请审定的水产原、良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

定其通过审定或缓予审定。通过审定或缓予审定的决定，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

到会，到会委员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九条 审委会审定通过的水产原、良种，审定意见由审委会主任签字，报农业

部审核同意后，即通过国家审定。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原、良种，由农业部发布

公告，审委会予以编号，颁发证书。 

 

 

    审定通过的水产原、良种，其中文名称前冠以“ＧＳ”两个拼音字母（“Ｇ

Ｓ”为“国”和“审”两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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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审委会认为需缓审的，应派员实地考察后，提交下次全体委员会议复审。

复审未通过的，不得再次提出复审。 

 

 

第十一条 经过水产原、良种审委会审定通过的品种、杂交种等的育成者在申报

各级奖励时，其审定证书可以视同专家鉴定证书。 

 

 

第十二条 国家审定通过的水产原、良种，可在农业部公告的适宜养殖区域内推

广养殖。审定通过的水产原、良种在生产利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弱点，

审委会应提出停止推广建议，报农业部公布。 

 

 

第十三条 未经审定或审定不合格的水产新品种、良种、国（境）外引进种，不

得进行广告宣传，不准推广，不得报奖。 

 

 

第十四条 申请审定的每个原、良种均须交纳审定费。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水产原、良种审定标准 

 

 

1 原种审定标准 

 

 

1．1 原种，指取自模式种采集水域或取自其他天然水域并用于养（增）殖（栽

培）生产的野生水生动、植物种，以及用于选育种的原始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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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种必须具备下列性状： 

 

 

1．2．1 具有供种水域中该物种的典型表型，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1．2．2 具有供种水域中该物种的核型及生化遗传性状； 

 

 

1．2．3 具有供种水域中该物种的经济性状（增长率、品质等）； 

 

 

1．2．4 符合有关水生动植物种的国家标准。 

 

 

2 良种审定标准 

 

 

2．1 良种，指生长快、品质好、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和适应一定地区自然条件

并用于养（增）殖（栽培）生产的水生动、植物种。 

 

 

2．2 良种必须具备下列性状： 

 

 

2．2．1 优良经济性状遗传稳定在 95％以上； 

 

 

2．2．2 其他表型性状遗传稳定在 95％以上。 

 

 

3 品种审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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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品种，指经多代人工选择育成的具有遗传稳定，并有别于原种或同种内其

他群体之优良经济性状及其他表型性状的水生动、植物。 

 

 

3．2 高产品种 

 

 

3．2．1 连续二年对比试验产量比原种或同物种其他养殖（栽培）品种平均高 10

％以上（混养对比试验水面 5000 亩以上，单养对比试验水面 500 亩以上）。 

 

 

3．2．2 品质指标不低于原种或同物种的其他主要养殖（栽培）品种（或种）。 

 

 

3．2．3 优良经济性状及其他表型性状遗传稳定在 90％以上。 

 

 

3．3 抗逆品种 

 

 

3．3．1 抗病品种 

 

 

3．3．1．1 能抗某种疾病，抗病力遗传稳定在 90％以上。 

 

 

3．3．1．2 连续二年对比试验中主要经济性状（增长率、品质等）不低于对照

品种（或种）。 

 

 

3．3．1．3 其他表型性状遗传稳定在 90％以上。 

 

 

3．3．2 抗寒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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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能在原来不能自然越冬的地方自然越冬、连续二年对比试验越冬成

活率 60％以上。 

 

 

3．3．2．2 抗寒性状遗传稳定在 80％以上。 

 

 

3．3．2．3 主要经济性状（增长率、品质等）与原种或对照品种（或种）无明

显的经济差异。 

 

 

3．3．2．4 其他表型性状遗传稳定在 90％以上。 

 

 

4 杂交种审定标准 

 

 

4．1 杂交种，指将不同种、亚种、品种水生动、植物进行杂交获得的水生动、

植物后代，未经多代选择稳定其遗传性状者。 

 

 

4．2 杂交用亲本 

 

 

4．2．1 二元杂交用亲本，两亲本必须是纯种，符合原种标准。 

 

 

4．2．2 多元杂交用亲本，选用的Ｆ1 代个体作多元杂交亲本，其杂种优势必须

很显著，表型一致，纯种亲本应符合原种标准。 

 

 

4．3 杂交一代Ｆ1 

 

 

4．3．1 高产杂交一代Ｆ1，高产杂种优势显著，连续二年生产性养殖（栽培）

对比试验比原种或对照种（或品种）个体增长率平均高 20％以上，产量平均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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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混养面积 5000 亩，单养面积 500 亩）。 

 

 

4．3．2 抗病杂交一代Ｆ1，抗病杂种优势显著，Ｆ1能抗某种疾病，连续二年生

产性对比试验成活率达 80％以上。主要经济性状（增长率、品质等）与原种或对

照种（或品种）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试验面积同 4．3．1）。 

 

 

4．3．3 抗寒杂交一代Ｆ1，抗寒杂种优势显著，能在本地区自然越冬，连续二

年越冬对比试验成活率在 80％以上，主要经济性状（增长率、品质等）与原种或

对照种（或品种）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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