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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之一。
本书是按照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新需求，本着重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总体思想，参考国
内外种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结合我国种子科技实践而编写。
本书主要介绍了种子的形态构造和分类，种子的化学成分，种子的形成、发育和成熟，种子的休眠及
其调控，种子的萌发及活力，种子寿命，种子加工处理及贮藏的生物学基础，顽拗型种子等。
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增加介绍了种子生物学的新进展，如人工种子的研究进展、种子引发研究进展等
，并在相应章节中增加了实训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作物生产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种子科技工作者及农业技术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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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种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关系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水平的
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子的质量。
优质种子的生产取决于良种种子生产、种子检验及加工与贮藏技术。
　　种子生产是良种推广转化的重要技术措施，没有科学的种子繁育技术，良种增产特性将难以在生
产中得到发挥。
因此，掌握各类作物种子的形成、发育、成熟、休眠与萌发特性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为采取科
学先进的调控管理技术措施进行作物种子生产提供理论依据，使良种与良法配套，确保为农业生产提
供优良品种的优质种子。
种子检验是保证种子质量的重要环节，掌握种子检验的原理和技术，利用科学、先进的方法和统一的
检验标准对种子样品质量进行正确的分析测定和评价，才能按国家种子分级标准按质论价，优质优价
，并能防止以假冒真，以次充好，避免伪劣种子进入市场坑国害民，从而保护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同
时还可对质量欠好的种子，针对检验结果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改善
和提高种子质量。
通过种子水分、杂质和病虫的检验，即可根据仓库条件、运输途径及目的地的气候条件等因素，制定
科学、安全的贮藏措施和运输方法。
加强种子检验，推行种子标准化，可避免种子贸易纠纷和经济损失。
科学的种子加工方法可以提高种子的纯度和净度、种子活力和发芽力、种子价值和商品特性，降低种
子水分，提高耐藏性和抗逆性。
良好的种子贮藏条件与科学的管理方法，可以防止种子发热霉变和仓虫微生物的为害及种子的劣变，
保持种子的活力，延长种子的寿命，提高种子的播种品质和种用价值，为作物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种子生物学是以上这些工作的基础，为以上工作的开展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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