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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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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品种命名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牧草、草坪草和观赏草的育成品种、地方品种、野生栽培品种和引进品种命名的原则

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草品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2年第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草品种 herbagevariety
经人工选育,在形态学、生物学和经济性状上相对一致,遗传性相对稳定,适应一定的生态条件,并

符合生产要求的草类群体。

3.2
双名法 binomialnomenclature
二名法

将每一物种的名称用两个拉丁或拉丁化词表述并后附定名人姓名的学名命名方法。第一个词是属

名,取名词形式,首字母大写,排斜体;第二个词是种加词,通常为形容词,首字母小写,排斜体;定名人姓

名排正体。

3.3
育成品种 bredvariety
经过育种形成的新品种,与种内其他品种在一个或数个特征特性上有明显区别。

3.4
地方品种 localvariety
在某一地区长期栽培,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良好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品种。

3.5
野生栽培品种 cultivatedwildvariety
野生植物经过引种驯化,成功栽培,并具有利用价值的品种。

3.6
引进品种 introducedvariety
从国外引进,在国内试种成功,并具有优良的性状和利用价值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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