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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假劣种子

假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以此品种种子冒充他品
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没有标
签的。

劣种子：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种子标准的；质量低于标
签标注指标的；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

如何从标签速辨假劣种子

（一）留心种子的标签，查看标签要标注的七项内容：1.
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2.种子生产经营者信息；3.
质量指标、净含量；4.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5.品种适宜
种植区域、种植季节；6.检疫证明编号；7.信息代码即农作
物种子标签二维码，买种时记得用手机扫一扫包装袋上的
二维码，可以查看品种名称、生产经营者名称或进口商名
称、单元识别代码、追溯网址四项信息。

（二）特殊类型的农作物种子标签要注意：1.主要农作
物品种(包括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要标注品种审定编
号；引种备案公告文号；2.授权品种，需标注品种权号；3.已
登记的农作物品种，需标注品种登记编号；4.进口种子，则
需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
进口种子应当在原标签外附加符合规定的中文标签和使用
说明；5.药剂处理种子，要标注药剂名称、有效成分、含量及
人畜误食后的解决方案；依据药剂毒性大小，分别注明“高
毒”并附骷髅标志、“中等毒”并附十字骨标志、“低毒”字样；
6.转基因种子，标注“转基因”字样，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证书编号。

如何从种子外观判断种子质量

优质种子外观特点：籽粒大小一致，外观整齐，饱满充
实，颜色新鲜一致有光泽，种胚饱满丰盈且凹凸、皱纹位置
一致，无病害籽粒，无破损籽粒。

劣质种子外观表现：籽粒大小不一、外观参差不齐，籽
粒颜色相差很大，籽粒干瘪、暗淡、无光泽。

选购种子注意什么

找准门店：购买种子尽可能到有固定场所、证照齐全的
正规经营门店，查看门店的营业执照和其在农业主管部门
备案的情况。尽量不要购买走村串户流动商贩、证照不全的
经营个人的种子。网购时，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
台，保留好交易记录。

选对品种：首先，看清、问清品种的审定、引种备案、品
种登记等情况。了解清楚品种特征特性，适宜区域、栽培要
点和注意事项，然后根据自己的种植计划、生产条件选择合
适品种。

看清标识：购买种子时一定看清种子包装标签是否符
合要求。是否有生产经营许可证、检疫证号；主要农作物品
种是否有审定证号；应当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是否有
登记证号。

外地引进的品种，是否经过本地区试验示范确认适宜
种植。索取票据：购买种子时应向种子销售商索要发票、销
售凭证、信誉卡等购种凭证（凭证上应当加盖与种子销售商
营业执照名称一致的公章）并妥善保管。

妥善保管：种子买到家后，在播种前要注意把种子存
放在通风、低温、干燥的地方，千万不能让种子受潮，或受
到虫害、鼠害，也不能与化肥、农药混放在一起，以保证种
子的发芽率。同时，保留好封样，直至收获结束。

□北方蔬菜报综合报道

春忙季，是广大农民选购植保产品、肥
料、种子等农资产品的高峰期，一些不法商
贩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为了不法利益知假卖
假，让不少群众上当受骗，不仅影响了市场
秩序更是误了春季生产。为帮助农民朋友正
确识假，不轻信谎言，保证农业生产，北方
蔬菜报整理了部分农资方面的内容，以此提
醒大家注意防范。

选购肥料“五个别轻信”

肥料质量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大家购
买肥料时要警惕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超低价肥料。有些不良商贩销售肥
料缺斤少两，养分含量不足，以劣充好，成
本很低，往往以低于同类产品数倍的价格销
售。

二是讲课“忽悠”。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厂
家直销、专家讲座等名义，组织所谓技术培
训、现场做实验，借机销售假劣肥料，要谨
慎购买。

三是请客送礼。采用请客吃饭、赠送礼
品、免费搭卖其他农资、多买多送等手段，
组织营销活动，兜售假劣肥料。

四是乱贴标签。产品包装肥料名称明显
违规，多用“全元素、多功能、高效、特
效、聚能多元”等欺骗性名词，以混淆企业
名称假冒真正产品品牌。以所谓“总指标、
总成分”等名词代替“氮磷钾总养分”，偷减
养分含量。

五是虚假宣传。有的宣传进口肥料，产
品包装全是“洋文”。有的包装上打着“推荐
产品”“认可产品”“保险产品”“高科技产
品”“专利产品”“保密技术”的幌子进行虚
假宣传。有的鼓吹“肥料让作物产量翻几
倍”“肥料可以治病抗病”等。

购买可靠肥料用好“六要”

一要“选”正规渠道。选择信用良好
的、证照齐全的商家去购买肥料产品，注意
保留好发票或其他购货凭据、产品样本、包
装袋、说明书、警示标识、经营者承诺书、
广告宣传品等。

二要“看”产品包装。要识别包装上肥
料名称、养分含量、净含量、执行标准；要
看有无生产许可证号或肥料登记证号(实施肥
料登记的产品)或备案号，有无注册商标；生
产、销售企业名称、地址与联系方式是否真
实。不要盲目相信产品包装与广告上的虚假
夸大宣传。

三要看颜色和形状。如碳酸氢铵是白
色细粒晶体，尿素是无色针状或棱状晶体，
复合肥粒型均匀，色泽一致，无粉状或少许
粉状物，手感颗粒均匀，松散干爽，不粘
手，不结块。如结块说明已吸水受潮，水分
含量已超标；过磷酸钙为灰白色或粒状化合
物，一般颜色越浅、粉状无结块者，养分含
量越高，颜色越深、湿度越大者养分含量
越低。

四要闻气味。不同的化肥有不同的气
味。如碳酸氢铵带有氨味；尿素是无味的粒
状物，不应有氨味；复合肥应略带有酸味，
放在手上用嘴呼气后观察，应吸释潮解；过
磷酸钙应略带有酸味，不应有刺鼻的恶臭味。

五要“算”养分价格。购肥时不能只考
虑实物价格，要根据产品净含量即实物重量
以及肥料氮磷钾养分等要素的含量，计算一
下是不是划算。

六要“用”好肥料。根据种植作物种
类、土壤情况以及天气、灌溉等条件，合理
选择肥料产品，科学施用。

选购农药“五不”

农药用的好，作物受损少。提醒广大农
民朋友购买农药产品时要当心，警惕以下五
种情况：

一是不规范销售。如流窜销售的商贩、
没有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店铺、不规范的
电商等，不科学推荐农药、销售假劣农药甚
至禁用农药等坑农害农。

二是不对症买药。购药时不看农药标签
盲目购买农药，作物和防治对象不对症，不
但防治效果不佳，甚至产生药害。

三是不购禁限用农药。购买使用禁用农
药或本作物禁用的农药，触犯法律法规，造
成农产品质量问题，危害人民身体健康。

四是不购标签不符产品。未附标签的，
或标注内容不全、与发布的标签内容不符
等，警惕假劣农药。虚假宣传的，如在标签
标注“国际领先技术”“添加进口增效剂”

“专利产品”“广谱、特效”等，不能购买。
五是不购外观质量存疑产品。如粉剂、

可湿性粉剂出现结块、颗粒；乳油、水剂出
现沉淀、分层、漂浮物；悬浮剂出现结块，
或分层的下沉农药经摇晃后不能轻易浮起形
成均一的悬浮液 （悬浮剂存放后允许有分层
现象）；颗粒剂出现结块和太多粉末等现
象，说明农药质量有问题，不能购买和使
用。

购买农药产品做好”七看“

一看渠道。一定要到有农药经营资质
的、信誉良好的正规经营门店购买，限制使
用农药要到定点经营门店购买，且不得在网
上销售。

二看农药名称。购买农药时，首先查看
标签标注的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和含
量以及毒性等信息。

三看相关证号。标签醒目位置需标注：
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产品质
量标准号。

四看使用技术。根据农作物病虫草害发
生情况，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防
治对象选购农药，按照标注的使用方法、剂
量、使用技术要求使用农药。

五看二维码。标签要求标注二维码，通
过扫描二维码，能够显示农药名称、农药登
记证持有人名称等信息。

六看生产日期。查看生产日期、质量保
证期，避免买到过期农药，一般农药有效期
为2年。

七看禁用情况。目前甲胺磷等46种农药
已完全禁用，另外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
胺硫磷、灭线磷自2024年 9月 1日起禁止使
用，克百威、氧乐果、灭多威、涕灭威自
2026年6月1日起禁止使用。还有20种在部
分范围禁用的农药，特别注意剧毒、高毒农
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树、菌类、中草
药材和水生植物。

春季农资选购指南
买肥料“五个别轻信”，购农药“五不七看”

种子，
你选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