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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主要林木品种审定申请书

（填写说明）

品种名称 申请人建议的品种名称

树 种 申请品种源于何种树种的名称（如油松）

申 请 人申请人姓名（以单位为申请人的填写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为个人的，填写身份证

号码；申请人为单位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选 育 人 品种选育的主要完成人，选育人之间用顿号间隔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人身份证号码

电 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福建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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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建省主要林木品种审定申请表

品 种
中文名

申请人建议的品种名称（命名需符合《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不应

含有特性描述用语）

拉丁名
拉丁名需符合《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由属名、种名和品种加词构

成，属名、种名斜体，品种加词用单引号与种名分开。

品种来源

及特性

简述

如果是杂交品种，主要描述其亲本来源、年龄、主要的特征与特性，尤其是与育

种目标有关的主要指标。

如果是其他方法（选种、引种、加倍、诱变、转基因等）培育的品种，需要描述

其原始材料的特征与特性。

选育或引

种过程

简介

具体描述品种选育的过程，包括：选育时间、选育地点、采用的材料、育种方法、是

否采用特殊方法、繁殖方法、怎样进行田间试验和实验室测试、采用什么试验设计、

怎样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试验年限等。引种的还需写明引种项目、引种单位等。

适宜种植

范围
根据育种的原始树种的分布及其申请品种的区域化试验结果，科学确定其适宜种植范

围及适合的土壤、气候等立地条件。

品 种

特 性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的优良特征与特性。

特异性*
描述申请品种与近似品种之间的差异，在特异性状上必须与近似品种有显著差异。对

于质量性状，申请品种最少必须有一个质量性状具有特异性；对于数量性状，最少必

须有 2 个数量性状具有特异性。

一致性*

申请品种在反复繁殖的过程中，每次繁殖的苗木，除异型株外性状表现必须相同，异

型株的比例必须在允许的的范围内。允许异型株数量如下：繁殖数量 1-5 株允许 0 株

异型株；6-35 株允许 1 株；36-82 株允许 2 株；83-137 株允许 3 株；138-198 允许 4

株。一般认为无性繁殖的植株具有一致性。

稳定性*
描述申请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包括无性繁殖）2 代以上，特异性状保持不变，表示该品

种具有稳定性。一般认为无性繁殖的植株具有稳定性。

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优良特征与特性性状的增长指标、抗逆性指标、品质改良指标、或

某种物质成分的含量等，应该与当地原使用品种和试验对照品种进行比较。对经济树

种而言，与当地主栽品种比较，申请品种应在产量、品质、成熟期、抗逆性或经济价

值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的特色。经济树种产量、品质等指标应采用在一定试验

面积内（不少于 1 公顷）盛果期连续四年或四年以上观察数值的平均数。不可采用单

株、小面积种植或高接树折合产量作为衡量标准。

繁殖技术

要点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的育苗繁殖方法（有性、无性等）和主要的繁殖技术关键点，需要

嫁接繁殖的无性系品种必须说明砧木树种、品种，特殊繁殖方法务必描述其具体的条

件（如温度、湿度、光照、基质、特殊砧木、其他处理等）。

栽培技术

要点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在栽培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技术关键点，包括苗木培育、苗木规格、

苗木处理、整地、栽培季节、施肥、灌溉等。经济林品种还应写明果园选址、授粉树

配置、苗木选择和定植、越冬管理、果园地下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和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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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性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具有突出的抗逆性性状，如抗寒性、抗旱性、耐盐碱性、耐瘠薄、

耐水湿、耐高温、耐火性、抗污染等。应有与当地主栽品种进行对比的统计数据。

主要品质

指标或特

殊使用价

值*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的优良品质和作为特殊用途的某些特殊价值性状。如木材品质性状；

木本油料的果实含油率、油品质等；其他经济林品种的果实品质（如含糖、淀粉、Vc

含量等）。以上数据均需附有资质机构出具的正规检测报告。

主要缺陷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推广使用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以及能否通过

栽培或其他技术加以改善和克服。

主要用途 主要描述品种是作为用材林、生态林、经济林、能源林、或其他特种用途，如果是以

果实为利用目的要求说明是鲜食、加工、观赏或作为育种材料等。

主要选育

成员情况

主要选育人的姓名、年龄、职称、承担的任务及贡献。

植物新品

种权号*

如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填写植物新

品种权号。
转基因林木安全

证书编号*

转基因品种需填写转基

因林木安全证书编号。

良种编号* 通过审（认）定的品种，填写良种编号。

审定、鉴定

获奖情况

主要描述品种何时进行的鉴定、验收，以及是否获得过什么奖励。需附相关证书。

建议现场查定时间 建议现场查定地点

品种和无性系填写进行现场查定的最佳时间范围，

如 X 月 X 日至 X 月 X 日。

品种和无性系填写进行现场查定的地点，具体到

县。

申请人单

位审核意

见

申请人为个人的，需提交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应明确以单位为申请人还是以个人为

申请人；申请人为单位的，需提交该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人与原选育人不一致时，应附原选育人的委托书。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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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区域（引种）试验情况汇总表

品种名称
同申请表

树种
同申请表

拉丁名
同申请表

申请人
同申请表

区域（引

种）试验

情况简介

（试验地

点、试验

时间、试

验规模、

对 照 品

种、试验

设计、调

查性状及

其数据）

主要描述申请品种何时开始进行区域化试验、区域化试验具体的地点、每个区

域化试验点试验时间、规模、参试的品种数量、对照品种、怎样进行试验设计、调

查性状及其数据、有无采用特殊的栽培管理措施等。

区域（引

种）试验

主持单位

意见

申请人所在单位证明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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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区域（引种）试验结果证明表

品种名称
同申请表

树种
同申请表

拉丁名
同申请表

申请人
同申请表

试验地点

开展区域化试验的详细地点

试验规模

每个试验点面积或参试株数

试验

过程

简介

何时开始进行区域化试验、参试的品种数量、对照品种、怎样进行试验设计和调

查性状及其数据与分析、有无采用特殊的栽培管理措施等。

试验结果

主要介绍每个区域化试验点试验期间申请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的测试结果。

（此表每个试验地点应各填写一张，同一县内有两个以上试验地点的，可填写在一

张表上。）

试验单位

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