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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34种作物14706份的国家库贮存种子进行了生活力监测，结果表明，贮存20年后，92.9％被监测种子的发芽率

仍保持在85％以上，但有155份种子（占被监测份数的1.1％）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发芽率从80％以上降至70％以下）。发芽

率显著下降的作物包括蚕豆、小豆、黄麻、蓖麻、甜菜、西瓜、烟草、牧草。小麦等8种作物2078份种子的田间出苗率调查表明，

所有种质均有出苗，但有8份种质的出苗率低于10％。出苗率与入库初始平均发芽率存在差别，平均出苗率最高的作物为普

通菜豆86.2％，仅比该批入库初始发芽率平均值低9.3％；平均出苗率最低作物为谷子39.2％，比该批种子的入库初始发芽率

平均值低51.3％。总体而言，国家库内保存的作物种子中，多数可安全保存20年以上，尤其是水稻等禾谷类作物种子，但对

于蚕豆、小豆等平均监测发芽率出现显著下降的作物种子需要增加监测频率，以确保种子的长期安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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