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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3_9F_E7_94_A8_E8_c36_32546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令 第62号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3月16日经农

业部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

施行。1996年7月1日农业部发布的《全国食用菌菌种暂行管

理办法》（农农发[1996]6号）同时废止。 部长 杜青林 二六

年三月二十七日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保护和合理利用食用菌种质资源，规范食用菌品种选育及食

用菌菌种（以下简称菌种）的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用菌品种选育和菌种生产、经营、使

用、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菌种

是指食用菌菌丝体及其生长基质组成的繁殖材料。 菌种分为

母种（一级种）、原种（二级种）和栽培种（三级种）三级

。 第四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菌种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食用菌，下同）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菌

种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生产、更新、

推广工作，鼓励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第二章 种质资源

保护和品种选育 第六条 国家保护食用菌种质资源，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七条 禁止采集国家重点保护的天

然食用菌种质资源。确因科研等特殊情况需要采集的，应当

依法申请办理采集手续。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境外提供

食用菌种质资源（包括长有菌丝体的栽培基质及用于菌种分



离的子实体），应当经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报农业部批准。 第九条 从境外引进菌种，应当依法

检疫，并在引进后30日内，送适量菌种至中国农业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中心保存。 第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从

事食用菌品种选育和开发，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相结合选育

新品种，引导企业投资选育新品种。 选育的新品种可以依法

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国家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

条 食用菌品种选育（引进）者可自愿向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申请品种认定。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成立食用

菌品种认定委员会，承担品种认定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十二

条 食用菌品种名称应当规范。具体命名规则由农业部另行规

定。第三章 菌种生产和经营 第十三条 从事菌种生产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取得《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仅从

事栽培种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不办理《食用菌菌种生产

经营许可证》，但经营者要具备菌种的相关知识，具有相应

的菌种贮藏设备和场所，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第十四条 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级人

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农业部备案。 栽培种《食

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

十五条 申请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生产经营母种注册资

本100万元以上，生产经营原种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 (二)省

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人员1名以上、

生产技术人员2名以上； (三)有相应的灭菌、接种、培养、贮



存等设备和场所，有相应的质量检验仪器和设施。生产母种

还应当有做出菇试验所需的设备和场所。 (四) 生产场地环境

卫生及其他条件符合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

求。 第十六条 申请栽培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10万元以

上； （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

人员1名以上、生产技术人员1名以上； （三）有必要的灭菌

、接种、培养、贮存等设备和场所，有必要的质量检验仪器

和设施； （四）栽培种生产场地的环境卫生及其他条件符合

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求。 第十七条 申请《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

证申请表； （二）注册资本证明材料； （三）菌种检验人员

、生产技术人员资格证明； （四）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

权证明，主要仪器设备的照片； （五）菌种生产经营场所照

片及产权证明； （六）品种特性介绍； （七）菌种生产经营

质量保证制度。 申请母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品种为授权品种

的，还应当提供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授权的书面证明。 

第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母种和原种的

生产经营许可申请后，可以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查，但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签署审核意见，并报省级人民政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批。符合条件的，发

给生产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栽培种生产经营

许可申请后，可以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查，但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批。符合条件的，发给生产经营许可

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经

营的，被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满2个月前，持原证按原申请程

序重新办理许可证。 在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许可

证注明项目变更的，被许可人应当向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

续，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菌种按级别生产，下一

级菌种只能用上一级菌种生产，栽培种不得再用于扩繁菌种

。 获得上级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从事下

级菌种的生产经营。 第二十一条 禁止无证或者未按许可证的

规定生产经营菌种；禁止伪造、涂改、买卖、租借《食用菌

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菌种生产单位和个人应

当按照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生产，并建立菌

种生产档案，载明生产地点、时间、数量、培养基配方、培

养条件、菌种来源、操作人、技术负责人、检验记录、菌种

流向等内容。生产档案应当保存至菌种售出后2年。 第二十

三条 菌种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菌种经营档案，载明菌种

来源、贮存时间和条件、销售去向、运输、经办人等内容。

经营档案应当保存至菌种销售后2年。 第二十四条 销售的菌

种应当附有标签和菌种质量合格证。标签应当标注菌种种类

、品种、级别、接种日期、保藏条件、保质期、菌种生产经

营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及生产者名称、生产地点。标签标

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菌种相符。 菌种经营者应当向购买者提

供菌种的品种种性说明、栽培要点及相关咨询服务，并对菌

种质量负责。第四章 菌种质量 第二十五条 农业部负责制定全

国菌种质量监督抽查规划和本级监督抽查计划，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菌种质量

的监督，根据全国规划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级监督抽查计

划。 菌种质量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者收取费用。禁止重复

抽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委托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对菌种质量进行检验。 承担菌种质量

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第二十七条 菌种质量检验

机构应当配备菌种检验员。菌种检验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或者具有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 （二）从事菌种检验技术工作3年以上； （三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第二十

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菌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

菌种： （一）以非菌种冒充菌种； （二）菌种种类、品种、

级别与标签内容不符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菌种： （

一）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的； （二）质量低于标签

标注指标的； （三）菌种过期、变质的。第五章 进出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从事菌种进出口的单位，除具备菌种生产经营许

可证以外，还应当依照国家外贸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

从事菌种进出口贸易的资格。 第三十条 申请进出口菌种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填写《进（出）口菌种审批表》，经省级人

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农业部审批后，依法办理

进出口手续。 菌种进出口审批单有效期为3个月。 第三十一

条 进出口菌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国家允许进出

口的菌种质资源； （二）菌种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 （三）菌种名称、种性、数量、原产地等相关证明真实

完备；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二条 申请



进出口菌种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用

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和进出口贸

易资格证明； （二）食用菌品种说明； （三）符合第三十一

条规定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三十三条 为境外制种进口菌

种的，可以不受本办法第二十九条限制，但应当具有对外制

种合同。进口的菌种只能用于制种，其产品不得在国内销售

。 从境外引进试验用菌种及扩繁得到的菌种不得作为商品菌

种出售。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

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菌种种性是指食用菌品种特性的简称，包

括对温度、湿度、酸碱度、光线、氧气等环境条件的要求，

抗逆性、丰产性、出菇迟早、出菇潮数、栽培周期、商品质

量及栽培习性等农艺性状。 第三十六条 野生食用菌菌种的采

集和进出口管理，应当按照《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的规

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6月1日

起施行。1996年7月1日农业部发布的《全国食用菌菌种暂行

管理办法》（农农发[1996]6号）同时废止，依照《全国食用

菌菌种暂行管理办法》领取的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自有效

期届满之日起失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