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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出 國 報 告 摘 要 

頁數：共43頁 

報告名稱：參加愛荷華州立大學種子檢查短期課程-潔淨度分析研習報告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聯絡人/電話：劉芳怡/ 04-25825488 

出國人員：劉芳怡助理研究員 

出國類別：研習 

出國地區：美國 

出國期間：民國107年4月28日至5月6日 

報告日期：民國107年6月6日 

分類/目：F0/綜合（農業類） 

關鍵詞：種子分析師協會(Association of Official Seed Analysts, AOSA)、商業種

子技術協會(Society of Commercial Seed Technologists, SCST)、種子檢查（Seed 

Testing）、潔淨度（Purity） 

內容摘要： 

種子檢查為種子生產過程中管控種子品質之重要工作，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針對國際上種子檢查實驗室進

行認證，本場於 101年起承接種子檢查室業務，為全國唯一 ISTA認證實驗室，為維持

ISTA認證資格，透過參與各項種子檢查技術研習以加強人員專業能力為重要訓練方式

之一，本次參與愛荷華州立大學種子科學中心舉辦之「種子檢查短期課程-潔淨度分

析」，以美國種子分析師協會（AOSA）規則為主，課程內容為種子檢查中潔淨度分析相

關訓練，包含基礎的取樣、分樣，以及 32種作物的潔淨度檢查要點，如：十字花科蕓

薹屬、禾本科、菊科、豆科等雜糧、蔬菜與飼料作物種子，以及同科作物種子與雜草

種子的辨別，另還有標準風選流程、種子計數、容許度計算、披衣及造粒種子潔淨度

檢查等相關課程與操作，並模擬 AOSA潔淨度檢查人員認證考試測驗受訓學員潔淨度檢

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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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習透過與其他國家種子檢查人員交流，了解並比較不同種子檢查系統規

範之種子檢查技術與差異，並針對檢查業務實際問題於相關課堂上提出與學員及講師

進行討論，以學習其他國家優點，改善、精進檢查技術，達到提升我國種子檢查室專

業能力之目的；政府近年推動「大糧倉計畫」期望提升國產雜糧栽培面積、提升糧食

自給率、種植進口替代作物，愛荷華州位於美國中西部為重要玉米及大豆產區，種子

檢查業務也多為這兩種作物，包含品種鑑定、基改檢測等，相關檢測技術及規範可作

為我國未來雜糧種子品質監控把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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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種子檢查為種子生產過程中管控種子品質之重要工作，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則針對國際上種子檢查實驗室

進行認證，我國政府為確保繁殖及銷售品質優良之種子、執行種子檢查工作，故設立

種子檢查室執行相關業務；本場於 101年起承接種子檢查室業務，除是 ISTA會員實驗

室外亦為全國唯一 ISTA認證實驗室，認證項目包含：抽樣 (Sampling)、潔淨度分析

( Purity & determination of other seeds)、發芽率檢查(Germination)、種子健康

檢查(Seed health) 及水分測定(Moisture content determination)，近年亦積極增

加認證項目，林木種子檢查及種子活力檢測皆納入申請規劃中。 

種子分析師協會(Association of Official Seed Analysts, AOSA)及商業種子

技術協會(Society of Commercial Seed Technologists, SCST)為北美地區種子檢查

組織，成立於 1917年，會員實驗室主要來自美國及加拿大，相較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SAT），AOSA雖為地區型種子檢查組織，但由於美國及加拿大為種子進出口重要國

家，世界上許多與其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必須使用 AOSA的檢查規則以符合客戶需求，且

AOSA的檢查結果可達到美國聯邦及州種子法律規定的最低標示要求，因此 AOSA與 ISTA

並列為世界兩大種子檢查協會。 

我國政府近年推動「大糧倉計畫」及「新南向政策」，前者著重於調整稻米產業

結構及配合活化休耕政策，預計至 2020年增加雜糧面積 3萬公頃，產量約 30萬公噸，

以提高國產雜糧自給率；後者則期望與南向東協、南亞及紐澳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創

造互利共贏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其工作計畫包含「經貿合作」、「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連結」四大主軸，這兩個政府重大政策中農業都佔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而種子為農業的本源，無論是出口或供國內栽培使用，種子品質都必

須嚴格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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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目的 

為維持本實驗室 ISTA認證資格，透過參與各項種子檢查技術研習以加強人員專

業能力為重要訓練方式之一，潔淨度檢查為維護種子品質的第一道關卡，透過潔淨度

檢查可了解種子批中潔淨種子、其他作物種子、雜草種子及無生命雜質所佔的比率，

作為種子品質評估的依據之一。本次參與愛荷華州立大學種子科學中心舉辦之「種子

檢查短期課程-潔淨度分析」，目的在加強檢查人員對潔淨度檢查項目操作之熟悉度、

認識不同作物種類的潔淨度檢查要點、了解並比較不同種子檢查系統規範、與國際種

子檢查專業人員進行交流、將日常檢查遭遇問題與講師及其他學員討論、汲取經驗，

進而精進我國種子檢查室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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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內容 

一、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8日至 5月 6日，為期 9天。 

二、 出國研習人員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劉芳怡 助理研究員 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種苗經營課 

 

三、 行程安排 

日期 內容 

107.04.28 

（六） 

自桃園機場搭機前往美國愛荷華州得梅因機場，途中於西雅圖國

際機場轉機至芝加哥奧海爾國際機場，再轉機至得梅因機場。 

107.04.29 

（日） 

107.04.30 

（一） 

1. 課程總覽及簡介 

2. 種子取樣、分樣及減量介紹 

3. 花序、花朵及種子構造介紹 

4. 美國種子法規簡介 

5. 豆類作物與雜草種子辨識特徵介紹 

6. 植物分類學簡介 

7. 種子計數標準流程簡介及種子計數器操作示範 

8. 實作：小型豆科種子（三葉草屬、草木樨屬等）及大型豆科種

子（豌豆屬、蠶豆屬、菜豆屬等）比較、白花三葉草潔淨度檢

查與其他種子鑑別 

107.05.01 

（二） 

1. 種子檢查概述-潔淨度分析及規則 

2. 禾本科草類種子辨識特徵介紹及檢查應用 

3. 種子標準風選流程介紹及操作 

4. 單一及複合種子介紹與辨別程序 

5. 實作：黑麥草及羊茅辨別、匍匐冰草及小麥草辨別、原生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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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單一及複合種子辨別與檢查、混合草皮種子潔淨度檢查 

107.05.02 

（三） 

1. 美國種子驗證制度簡介 

2. AOSA及 SCST綜合測驗介紹 

3. 十字花科蕓薹屬作物與雜草種子辨識特徵介紹 

4. 菊科作物及雜草種子辨識特徵介紹 

5. 潔淨度檢查容許度計算介紹 

6. 實作：大豆種臍特徵辨別、穀類種子辨別、十字花科蕓薹屬種

子辨別、麥類種子辨別、菊科種子辨別 

107.05.03 

（四） 

1. 披衣、造粒、鑲衣種子潔淨度檢查介紹與實作 

2. AOSA潔淨度測驗模擬-筆試 

3. AOSA潔淨度測驗模擬-種子鑑別與檢查實作 

4. 模擬測驗結果及問題討論 

5. 參觀 ISU種子檢查室 

107.05.04 

（五） 

參觀 ISU-Reiman花園及蝴蝶復育溫室 

107.05.05 

（六） 

自愛荷華州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107.05.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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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內容 

本次研習課程內容主要學習各科大宗作物種子潔淨度檢查特徵要點，並比較

形態、外觀相近的其他作物或雜草種子要如何鑑別，除此之外，課程也包含「花

序、花朵及種子構造介紹」及「植物分類學簡介」等植物學概述，種子潔淨度檢

查須具備的基本概念包含「種子取樣、分樣及減量介紹」、「種子標準風選流程介

紹及操作」、「種子計數標準流程簡介及種子計數器操作示範」等，而「美國種子

法規簡介」、「美國種子驗證制度簡介」使學員了解種子檢查法源及驗證制度，「種

子檢查概述-潔淨度分析及規則」、「單一及複合種子介紹與辨別程序」、「潔淨度檢

查容許度計算介紹」、「披衣、造粒、鑲衣種子潔淨度檢查介紹與實作」、「AOSA及

SCST綜合測驗介紹」、「模擬測驗」則幫助學員了解美國 AOSA潔淨度檢查規則及認

證測驗並取得資格，研習期間參觀「ISU種子檢查室」及「ISU-Reiman花園及蝴

蝶復育溫室」了解愛荷華州立大學種子檢查運作與植物、昆蟲保育工作內容；以

下摘錄部分課程重點： 

(一) 「花序、花朵及種子構造介紹」及「植物分類學簡介」 

「花序、花朵及種子構造介紹」由 ISU農藝系助理教授 Dr. Susana Goggi

授課、「植物分類學簡介」由 ISU-Ada Hayden植物標本館館長 Deb Lewis授

課。種子潔淨度檢查主要是以種子外觀進行種子批的物理純度與遺傳純度判

定，會將檢查結果分為潔淨種子、其他作物種子、雜草種子與無生命雜質，

並且鑑別出雜草種子及其他作物種子的屬名，種子構造特徵為主要判定依

據，因此在檢查前必須了解種子構造、名稱及其對應之花朵部位；各科別作

物種子辨別特徵不同，通常同科或同屬種子構造上會有相似的地方，面對未

知種子時可依靠這些特徵去推論所屬科別，植物分類學提供了植物間親緣關

係與分類依據、命名方式、對外觀的描述、植物識別，潔淨度檢查時為查找

正確名稱須使用國際通用的學名，學名係遵照國際植物命名法規訂定，由拉

丁文的屬名加種名組合而來，種子構造與植物分類學可視為種子潔淨度檢查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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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種子法規與驗證制度 

本課程由種子實驗室主管 Michael Stahr講授。美國種子法規之制定最

初是 1821年康乃狄克州通過州法禁止含有雜草加拿大薊的草類種子販售，爾

後各州陸續訂定相關法律來管控雜草蔓延，1939年美國通過聯邦種子法

（Federal Seed Act, FSA）管理州際及國際種子買賣，而各州內的種子買賣

行為則由各州以州法規定並受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監督，在美國 AOSA種子檢查規則直接與聯邦種子法令

及其規定連結，經 AOSA種子檢查之種子批即符合 FSA對商品種子檢查的最低

要求，且可依檢查結果給與種子批驗證標籤，因此美國種子檢查實驗室必須

為 AOSA或 SCST之會員，有部分亦為 ISTA會員，且為官方種子檢查室或由具

有經註冊的種子技術專家（registered seed technologist, RST）之私人或

公司實驗室，標籤內容至少須包含作物種類、品種、種子批號、來源、雜草

種子占比、有害雜草種子種類、其他種子占比、無生命雜質含量、發芽率、

硬粒種子比率、發芽檢測日期、種苗商資訊及有效日期。 

種子驗證是由第三方單位對種子品種、純度、品質、種類等資訊進行檢

查及確認，於種子品種開發、量產、包裝、運輸過程中維持種子身分及純度，

避免品種混雜、純度不佳、同一種子多個不同名稱等的情況發生；美國官方

種子認證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Official Seed Certifying 

Agencies ,AOSCA）將種子區分為育種者（Breeder）、基礎（Foundation）、

註冊（Registered）及驗證（Certified）種子 4種，由認證機構依據國家標

準進行種子生產田間檢查、種子室內檢查及給予合格產品驗證標示，如此種

子商品才可於市場上販售。 

(三) 「種子取樣、分樣及減量」、「種子標準風選流程」及「種子計數標準流

程」 

1. 種子取樣、分樣及減量：本課程由種子實驗室分析員 Jassica Wilker Blake

講授。取樣為種子檢查過程中重要的環節之一，種子批往往數量過於龐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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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數檢查，如何自母體中取出均質且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必須仰賴正確的取

樣、分樣及減量方式及頻度來達成，ISTA及 AOSA有各自須依循的取樣頻度

表，AOSA原則上為 5加上容器總量之 10%為取樣容器數量，上限為 30個容器，

而 ISTA取樣頻度高於 AOSA，以 10個種子容器為例，AOSA須於 5+10*10% = 6

個容器中取出種子樣品混合，ISTA則要從 10個容器中取種子樣品混合，之後

經分樣及減量得到潔淨度檢查樣本，而種子健康檢查及分子生物檢查等非傳

統種子檢查之取樣則依照另外的規定進行。 

2. 種子標準風選流程：本課程由種子實驗室分析員 Jassica Wilker Blake

講授。為減輕種子潔淨度檢查人員的負擔，種子樣品進入潔淨度部門時會依

種子標準風選流程進行風選，目的在將較重的潔淨種子與較輕的無生命雜質

分離、加速潔淨度檢查、篩除不含種子的種殼、增加實驗室內及實驗室間的

結果一致性，適用於種子標準風選流程的作物科別為禾本科部分草類種子，

種子風選機須以標準品進行校正，不同種類種子建議分開使用風選機以維持

風速設定參數、減少因風選造成之誤差，若風選機數量不足則操作不同作物

時要重新以該作物之標準品進行校正。 

3. 種子計數器：本課程由種子科學中心種子調製專家 Alan Gaul講授。各種

作物種子的具有不同重量及大小，為決定種子潔淨度檢查的最小需要量，須

要將種子數量轉換為較方便計算的重量，種子千粒重資料為計算基礎，種子

潔淨度檢查的最小量原則是以 2500粒種子重量計算，種子以人工方式計數過

於耗時且容易出錯，因此發展出種子計數器幫助檢查進行，最簡易的為種子

計數板，有固定數量的凹槽，放入種子後將多餘種子倒出及完成計數，少量

種子計算或發芽檢查所需的種子數量可以此方式計算，需要計算大量種子時

可利用影像感應及影像識別的種子計數器，可以在短時間處理大量種子、準

確度高，甚至可以依種子顏色判斷種子批品質，已應用於商業生產上，種子

計數器也需要定期校正確保得到正確數據。 

(四) 種子檢查概述-潔淨度分析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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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由種子實驗室主管 Michael Stahr講授。種子潔淨度檢查是維護

種子品質的第一道關卡，主要以人工方式逐粒檢查種子外觀，區別出潔淨種

子、其他作物種子、雜草種子及無生命雜質並分別秤重計算其於樣品內所佔

比率，作為種子品質評估的依據之一，AOSA與 ISTA的種子潔淨度檢查類似，

但 AOSA特別將有害雜草種子檢查獨立出來，因為美國主要以糧食作物栽培為

主，面積廣大且採粗放、機械管理，作物種子中若參雜有害雜草種子，播種

後難以從田間去除，會危害作物生長，甚至影響自然生態及人體健康，遏止

有害雜草種子散播是美國種子法規誕生的主要原因，其種類各州不同，美國

於 1974年通過聯邦有害雜草法（Federal Noxious Weed Act），有害雜草種

類由政府定義公告，一般種子潔淨度檢查的最小量是 2500粒種子重量，有害

雜草種子檢查量則放大至 25000粒種子重量，藉以嚴格管控有害雜草散播。 

(五) 重要作物與雜草種子辨識特徵介紹及實作 

為本次研習主要課程，由種子實驗室主管 Michael Stahr、分析員

Jassica Wilker Blake及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種子科學及科技部門（The S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ion, SSTS）檢驗員 Jennifer Neudorf聯合講授。課程針對小型豆科、

大型豆科、十字花科蕓薹屬、菊科、禾本科之草類、穀麥類重要作物種子特

徵與相似雜草種子間的辨別進行講述，並搭配個別種子樣品及混合種子樣品

給學員觀察及進行潔淨度操作，以下就課程介紹種類簡述： 

1.小型豆科：重要作物如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紅花苜蓿（Trifolium 

pretense）、白三葉草（Trifolium repens），相似種子為白花草木樨

（Melilotus alba）、黃香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雜種車軸草

（Trifolium hybridum），可依種子外型進行辨別。 

2. 大型豆科：作物種類多樣如鷹嘴豆（Cicer arietinum）、菜豆（Phaseoulus 

vulgaris）、豌豆（Pisum sativa）、黃豆（Glycine max (L.) Merr.）等，

且形狀大小差異較大、相對容易辨識，黃豆品種間可以用種臍顏色、形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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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進行辨別，區分為淺黃（buff）、黃（yellow）、棕（brown）、灰（grey）、

深灰（imperfect black）及黑（black），愛荷華州為美國重要玉米及大豆

產區，在潔淨度檢查上會依客戶需求進行大豆品種的辨識；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為牧草及綠肥作物，與其相似的有長柔毛野豌豆（Vicia 

villosa）、紫野豌豆（Vicia benghalensis）、多花野豌豆（Vicia cracca），

種子大小及形狀有些微差異，種皮質地也可作為辨識特徵。 

3. 十字花科蕓薹屬：種類繁多且種子外觀相近，包含蔬菜及油料作物，如：

西洋油菜(Brassica napus)、油菜(Brassica rapa)、黑芥(Brassica 

nigra)、芥菜(Brassica juncea)、蘿蔔(Raphanus sativus)、甘藍(Brassica 

oleracea)，野芥(Sinapis arvensis)則為雜草，十字花科蕓薹屬種子相似

度很高，較難以形狀及顏色進行辨別，必須於解剖顯微鏡下觀察種皮紋路及

種臍特徵。 

4.菊科：課程介紹皆為重要入侵雜草，如：加拿大薊(Cirsium arvense)、翼

薊(Cirsium vulgare)、垂花飛廉(Carduus nutans)，其種子大小及形狀有

較明顯差異，冠毛形態、種子表面花紋、種子基部及頂部連接點形態都可作

為分辨依據。 

5.草類：在禾本科下有許多牧草及草皮作物，課程中介紹了硬葉偃麥草

(Pascopyrum smithii)、slender wheatgrass(Elymus trachycaulus)、red 

fescue(Festuca rubra ssp. rubra)、義大利黑麥草(Lolium multiflorum)、

中型小麥草(Thinopyrum intermedium ssp. intermedium)、葦狀羊茅

(Festuca arundinacea)、鴨茅(Dactylis glomerata)，匍匐冰草(Elymus 

repens)為有害雜草，禾本科草類種子形態都很相似，且種子小、附屬物多，

主要辨別特徵為外稃、內稃、小穗軸、芒及基部連結處的形態。 

禾本科中的金色狗尾草(Setaria pumila)、大狗尾草(Setaria 

faberi)、稗(Echinochloa crusgalli)、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為常見

有害雜草，其種子形態與前述草類有明顯差異，種子呈黃色菱形，可依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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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面紋路進行辨識。 

另外介紹了車前草科車前草屬的大車前草(Plantago major)、美洲車

前草(Plantago rugelii)、芒苞車前(Plantago aristata)及長葉車前草

(Plantago lanceolata)，車前草是常見分布廣泛的雜草種類，其中長葉車

前草為有害雜草，車前草種子呈細長形或菱形，可用形狀、表皮紋路及種子

背面凹痕進行分辨。  

6.穀麥類：課程介紹裸麥(Secal cerale)、小麥(Triticum aestivum)、燕麥

(Avena sativa)及大麥(Hordeum vulgare)，皆為常見且重要的糧食作物，

去殼前可依外稃、內稃、小穗軸、芒及基部連結處的形態判斷，去殼後可透

過種子形狀、表皮特徵、絨毛及種子凹痕來辨識。 

(六) ISU種子檢查室 

ISU種子檢查實驗室成立已超過百年，為世界最大官方種子檢查實驗

室也是美國官方首間通過 ISO 9001認證的實驗室，提供 300種以上糧食、蔬

菜、花卉、樹木種子室內檢查，每年申請案統計約有 120種左右作物，檢查

項目包含水分含量、潔淨度、發芽率、種子活力等，種子健康檢查部分則有

超過 350種種子病原檢測服務，愛荷華州位在美國中西部，生產作物以玉米

及大豆為主，約占申請案件 6成，因此基改檢測也為重要項目之一，針對種

子檢查及種子調製每年舉辦相關訓練課程，以滿足顧客的需求，未來預計會

取得 ISO 17025及 ISTA認證。 

肆、心得及建議 

一、 本場種子檢查室依循 ISTA國際規範執行檢查業務，除每年更新 ISTA檢查規則版

本也須了解最新檢查技術及訊息，因此派送檢查室同仁參與相關研習及年會等活

動是提升專業之能與精進檢查技術的有效途徑，尤其是與世界各國種子檢查專業

人員進行交流，更可以汲取其它實驗室的經驗作為改善參考，未來若有計畫經費

支持可持續參與國際研習課程及相關年會，並於出國前詢問、整理本場種檢室同

仁日常檢查業務上遇到與研習項目相關之問題或困難，藉研習與年會等專業人士



 

 14 

聚集場合與國外檢查室人員討論、交流、經驗分享，可以更直接、準確提升檢查

專業能力。 

二、 目前 ISTA及 AOSA潔淨度檢查仍以人工用肉眼或使用放大鏡或顯微鏡方式觀察種

子外觀為主，潔淨度檢查需長時間專注於細小的種子上，現行種檢室使用傳統檢

查台，檢查人員低頭檢視種子，頸椎及背部脊椎承受較大壓力，長期固定姿勢可

能造成傷害，亦有可能因眼睛、肩頸疲勞影響檢查效率及造成失誤，未來長期目

標希望逐步以影像辨識系統取代人工檢查，但在目前以人工進行潔淨度檢查時可

考慮增設顯微鏡攝影設備搭配螢幕，將種子檢查台操作的種子影像即時投放於螢

幕上，可放大種子影像更易於檢查進行及提升辨識準確度，減輕檢查人員眼睛及

肩頸負擔、方便討論進行，種子發芽及活力檢測也可使用。 

三、 潔淨度檢查時可能遇到未知種子，此時可利用圖鑑或標本去比對找出正確植物種

類，圖鑑上種子大小、顏色與實際可能有落差，利用種子標本較容易進行比對，

而 ISTA能力測試使用的作物不一定是日常檢查常見的種類，在參與 ISTA能力測

試前取標本種子先行練習有助於熟悉測試種類，標本收集對於潔淨度檢查有極大

幫助，ISU種子檢查室有專門標本櫃放置種子標本，當參與課程學員詢問一些未

在課表內的作物種類，講師就會拿出標本給學員觀察比對後再進行討論，而針對

AOSA潔淨度測驗考題種類也裝在培養皿內供學員隨時複習，是很有效率的學習方

式；種子檢查作物種類多元，部分國外重要作物在臺灣並不常見，於市場上無法

輕易購得，建議可列出重要作物種子清單、排定順序，向國家種原庫提出申請或

是自國外引種以增加種子檢查室種子標本庫種類、幫助檢查進行。 

四、 配合政府近年重要政策「大糧倉計畫」及「新南向政策」，建議可針對各種類雜

糧作物建立種子品種鑑定、活力檢測等相關國家標準檢測方法，以因應未來栽培

面積增加時的高品質種子需求；另可以自身經驗輔導南向國家成立種子檢查室並

通過 ISTA等國際認證，使台灣種苗商於當地生產的種子可直接由當地種子檢查

室進行檢查後出口，節省運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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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照片 

  

ISU 種子科學大樓外觀 ISU 種子實驗室外種子貼畫 

  

ISU種子實驗室認證證書 
上課教室內每位學員皆有工具及顯微鏡進行

種子潔淨度檢查練習 

  

種子分樣器 教室內擺放種子檢查等手冊供學員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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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種子標本分類擺放供學員觀察 種子標本放置於培養皿中 

 
 

分析員 Jassica Wilker Blake講解湯匙法取

樣操作流程 
講解種子潔淨度檢查操作及注意事項 

  

紫花苜蓿種子樣品檢查操作，其中混入紅花

苜蓿、白花草木樨及黃香草木樨 

白三葉草（左）與雜種車軸草（右）辨別操

作後的樣品與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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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科學中心種子調製專家 Alan Gaul 介紹

ISU種子調製部門 
介紹傳統種子計數板的使用及限制 

  

影像感應種子計數器可將同時落下的種子正

確計數 

影像識別種子計數器擷取種子影像後可依顏

色進行種子批品質評估 

  

具學習功能的種子計數器，可找出不同種子

最適合的下落速度以精準計數 
螺旋種子計數器且具有定量分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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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類種子有固定使用的種子風選機，可減

少校正次數 

校正風選機的種子標準品須放置於乾燥缸內

維持種子水分含量 

 
 

硬葉偃麥草、有害雜草匍匐冰草與 slender 

wheatgrass（左至右）的種子辨識 

creeping red fescue、黑麥草及葦狀羊茅（左

至右）種子標本 

 
 

鴨茅樣品潔淨度檢查後挑出的無生命雜質

（左上）、其他種子（右上）與潔淨種子（左

下） 

以中型小麥草樣品進行複合種子單元與單一

種子單元的區別練習，左上為無生命雜質、

中間及右下為單一種子單元、右上為複合種

子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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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麥、小麥、燕麥及大麥（左至右）混合樣

品操作後分類擺放 

黑小麥、小麥與硬粒小麥（左至右）標本外

觀比較 

 
 

大豆種臍顏色分類（一） 大豆種臍顏色分類（二） 

  

西洋油菜、野芥與油菜（左至右）混合樣品

分類後與標本比較，其實不易分辨差異 

顯微鏡下西洋油菜與油菜的種皮紋路及種臍

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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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雜草加拿大薊、翼薊、垂花飛廉（左至

右）種子辨識分類後與標本比對 

顯微鏡下加拿大薊與垂花飛廉種子可透過形

狀、表面紋路、基部與頂部接觸點痕跡特徵

辨識 

 

 

絳三葉披衣種子潔淨度檢查練習，左下為其

他作物種子、中為潔淨種子、右上為無生命

雜質、右下為披衣不完整種子 

美國種子商品標籤需詳細載明品質資訊 

  

ISU 種子登記部門，中間長桌可進行樣品整

理，完成後置於側邊架子上等待後續流程 
ISU潔淨度部門的種子陳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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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潔淨度部門種子標本櫃 顯微鏡攝影設備搭配螢幕提升檢查效率 

  

ISU 發芽部門種植操作台，配合不同作物有

各式計數盤供發芽試驗使用 

放置發芽盤的櫃子，可視作物種類及生長需

求調整高度間隔 

  

發芽介質加水設備，半自動化加入定量去離

子水 
紙上法使用的 creped cellulos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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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發芽部門的 20oC發芽育苗室 蔬菜種子以捲紙法進行發芽測試 

  

發芽育苗室以直立日光燈管搭配發芽櫃透明

壓克力背板提供幼苗光源  

發芽櫃各自獨立且密閉，種子健康檢查與發

芽檢查可共用育苗室，以櫃上白板做區隔 

  

玉米發芽紙上法（上）及沙床法（下） 大豆幼苗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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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芽櫃最下層放置吸水介質保持濕度 大豆發芽沙床法（上）及紙上法（下） 

  

種子健康檢查培養盒 ISU種子健康檢查部門細菌震盪培養 

 

 

ISU基改作物檢測部門 抗殺草劑嘉磷塞大豆與一般大豆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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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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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OSA種子檢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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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OSA & SCST綜合測驗資訊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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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OSA種子辨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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