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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设计与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种质库的功能、技术指标、设计与建设技术规范及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种质库的设计、建设及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

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50072-2001  冷库设计规范 

DA/T7-92  密集架行业标准 

GB/T13667.1-92  钢制书架通用技术条件 

GB/T517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GB50300-200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223-2004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J50011-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种质库是指保存作物种质资源的设施，所保存的种质材料属于耐低温、耐干

燥的正常型种子（Orthodox seed）。 

4  种质库的类别、技术指标及主要功能 

种质库分为长期库、中期库、短期库和复份库，其技术指标和主要功能及要

求见表 6-1。 

表 6-1  不同类型种质库的主要功能 

种质库类别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功能及要求 

长期库 贮存温度：－10～－18℃； 保存的种质资源为基础收集品（base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 
国家作物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cgris.net



2 
 

种质库类别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功能及要求 

相对湿度：< 50% 

种子含水量：5%±2%、大豆 8%；

种子包装：密封包装 

每份种子量：异花授粉作物 3000

粒以上，自花授粉

作物 5000 粒以上 

种子贮存寿命：20 年以上 

collection），即每份种质样品都不一

样，需经过初步农艺性状鉴定和编目登

记，并保持原始种质样品的遗传完整

性； 

贮存种质材料用于种质资源的长期保

存，一般不对外提供分发，仅向中期库

提供繁殖用种子。 

入库贮藏种子需进行前处理操作，包括

生活力检测、含水量测定、干燥包装等；

贮藏过程需定期监测种子生活力； 

种质信息汇编规范并建立数据库； 

具有种质保存技术研究条件。 

中期库 贮存温度：－4～4℃ 

相对湿度：< 65% 

种子含水量：6%±2%  

种子包装：各种容器均可，可以密

封贮存，也可以开放贮存 

每份种子量：异花授粉作物 5000

粒以上，自花授粉

作物 10000 粒以上

种子贮存寿命：10～20 年 

保存种质材料为应用收集品（active 

collection）材料，即用于提供种质分

发、研究及评价鉴定。 

主要负责某一类作物种质资源收集、鉴

定评价、编目、中期保存、分发、交换

和繁殖更新，以及种质信息汇编，建立

种质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 

入库贮藏种子需进行前处理操作，包括

生活力检测、含水量测定、干燥包装等；

贮藏过程需定期监测种子生活力。 

短期库 贮存温度：18～20℃；相对湿度：

< 65% 

种子含水量：10%左右         

种子包装：密封和不密封均可 

种子贮存寿命：3～5 年 

主要用于保存待鉴定评价的新收集种

质资源的短期或临时保存； 

也可作为作物改良或研究而收集的种

质材料，这类种质材料也称为工作收集

品（working collection）。 

复份库 一般指长期库复份库，种质贮藏

条件应与长期库技术指标一致。

每份种子保存量应不少于 4 次种

质繁殖用种量。每次繁殖用种量

需考虑其成活的有效繁殖群体株

数，满足维持该份种质遗传完整

性。 

主要用于长期库种质资源的复份贮存；

贮藏过程一般不进行生活力监测； 

需定期向长期库报告库房运转情况。 

5  种质库设计与建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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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种质库建设设计特点及原则 

（1）建设设计要求：建设地点及建筑位置需报所在地的规划局审批；土建除有

特殊要求外，其他建筑设计一般按民用建筑标准设计建造即可；而对于种质库的

制冷除湿及自控系统、低温冷库、种子架及前处理设备等工程内容，由于目前国

内尚未有国家设计建设规范，本规范即作为种质库设计建设的规范。 

（2）建设设计内容：一般在进行设计建造时可考虑以下几个分项：土建建

筑、低温冷库、制冷除湿及自控系统、种子架、前处理用房及设备。种质库土建

建筑结构依据用途可分为：保存区、入库前处理加工区、实验研究区、办公服务

区及其他附属用房。 

保存区：冷库、缓冲间等。 

    入库前处理加工区：种子接纳室、清选室、薰蒸室、发芽室、干燥室、含水

量测定室、包装室、临时存放室等。 

实验研究区：种子生理、生化、遗传及保存技术等研究用房。 

办公服务区：种子分发室、信息处理室、办公室、会议室、学术报告厅、来

访人员接待室、标本室、值班室等。 

其他附属用房：中心控制室（消防、安保监视、网络系统等）、制冷设备机

房、配电室等。 

（3）建设设计总原则：种质库是用于保存种质资源的设施，种质资源是无

价之宝，资源保存将是无限期的。建设设计要求考虑安全性、可靠性、前瞻性，

布局合理实用，符合环保要求，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考虑先进性。因建设种质

资源库投资费用大，在设计时应尽量考虑未来 10～20 年的发展要求，包括入库

贮存种质数量、人员增减及资讯方面的发展。在平面布局上要适当留有发展余地。 

5.2  总体初步方案 

建设单位根据种质库的建设目标及建设经费，与设计单位共同确定种质库建

设初步设计方案，内容包括： 

—— 建设地点，总建筑面积，种质库低温冷库、入库前处理加工用房、实验研

究用房、办公服务用房及其他附属用房的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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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温冷库面积、体积、间数，各间冷库的排列方式。 

—— 低温冷库的温度、相对湿度指标；低温冷库保温库板结构材料、厚度。 

—— 冷库机组（进口机组或国产机组），包括设备数量、型号、压缩机功率、制

冷剂、制冷量、蒸发温度、冷凝温度、风机数量、总功率以及机房、配电间、电

源电压等。 

—— 制冷自动控制、自动报警以及监视系统的设置。  

—— 种子存放方式，种子架的大小及数量，种子架是固定式还是可移动式。 

—— 附属设施建设，包括种子接纳、种子清选、种子熏蒸、生活力检测、种子干

燥、种子水分测定、种子包装、临时贮藏、计算机处理以及实验室、办公室、会

议室等用房设置及面积。 

—— 前处理设备及信息网络设备的配置。 

5.3  分项内容的设计与建设要求      

5.3.1  土建建筑 

包括建设地址、建筑面积、建筑防震、防地质灾害、建筑用房及平面布局、

供电系统和安保系统等，其设计和建设要求如下： 

（1）建设地址 

种质库建设地址非常重要，关系到种质库建成后能否正常、安全运行。选址

时应考虑下列要求： 

—— 具有一定科研基础、交通方便的科研院所。 

—— 非地质、洪水、地震灾害地区，地形、土质适宜。  

—— 电力供应充足、稳定、可靠；有完好的排水和供水系统。 

—— 远离危险化学品、易燃物贮存地。 

—— 车辆、设备出入方便。 

—— 周围没有高压电、强磁场以及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物质的工厂企

业。 

（2）建筑面积 

主要依据种质保存数量、功能要求及经费而定，可参考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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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的防震、防地质灾害 

根据 GB50223-95《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种质资源库列为乙类建筑，即

地震作用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计算。抗震措施，当设防烈度为 6～8 度时应

提高一度设计。还应考虑防其他地质灾害，如塌陷、滑坡等。 

低温冷库的建筑应高出地面 1m 左右以防暴雨积水。 

屋顶要求安装避雷针。 

（4）建筑用房及其平面布局 

设计建设时应考虑下列要求： 

——  分楼房建筑（前处理加工区、服务办公区、实验研究区等用房）与库房建

筑（保存区及制冷设备机房、配电室等用房）两类进行设计建筑。库房建筑宜建

在北侧，楼房建筑宜建在南侧，两座建筑间距应大于国家民用建筑消防间距的要

求。 

——  依据使用要求对建筑进行功能区划分和配置，各功能区建筑布局应合理，

既要符合种质库工作要求，又要符合建筑设计的一般准则和建筑施工工艺等方面

的要求。 

——  前处理加工区平面布局应符合种子入库工艺加工程序要求，按种子工艺

流程顺序设计：接纳室→生活力检测室→种子干燥室→种子包装室→接纳室（做

入库定位、送种子入库）。清选室、薰蒸室、临时贮存室可安排在接纳室附近，

种子水分测定室可安排在种子干燥室附近。 

——  待入库种质临时存放的临时库，温度条件设计为 15℃左右。 

——  应单独设计物流入口，与人流入口分开。 

   （5）供电系统 

总用电量大于 100w 时，应单独配备变配电室，引入变配电室的供电电缆需

双路。 

   （6）安保系统 

建筑周围需按国家民用建筑要求，留有足够消防通道，以便在发生意外时消

防队能够迅速到达。消防报警、监控、库内外的报警装置应重点考虑。冷库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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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报警装置，报警器的电铃要安装在有值班人员的中心控制室，铃声要响亮，

以防人员在冷库内出不来时进行报警。种质库的每间库房和机房都应安装应急灯。 

5.3.2  低温冷库 

低温冷库一般是建在砖混结构的建筑内，用聚胺脂板搭建而成，聚胺脂板起

保温隔汽作用。为便于维修检查，库体与建筑围护墙之间至少应留 80～100cm 通

道。建有不同温度冷库时，温度较高的冷库置于温度较低冷库的外测。冷库库体、

库门设计及建设要求如下：  

库体部分 

长期库：贮藏温度-10±2℃～-18℃±2℃，相对湿度<50%，库板应采用聚胺

脂保温库板，库板厚 150～200mm，两面面材为 0.75mm 厚的不锈钢板或彩钢板，

芯材为聚胺脂，其容重 45～55kg·m-3，导热系数≤0.022 W/m.k，抗压强度≥

0.15mpa，芯材要求防火自熄。冷库地面需进行隔热防冻处理，以防地坪冻鼓现

象的发生。地面隔热防冻处理可用抗压性能较好的挤塑泡沫板（XPS），厚 150～

200mm，抗压强度>25t/m2，导热系数<0.04 w/m.k，表面层为水泥钢筋混凝土地

面，厚 100～150mm。钢筋混凝土结构不宜采用冷轧或冷拉钢筋，宜采用优质热轧

钢筋，在-10℃以下时其冲击韧性大于 2.5kg·m/cm2。 

中期库：-4±2℃～4±2℃，相对湿度<65%，库板厚 100～120mm。地坪处理

同长期库。 

短期库（临时库）：15±3℃，库板厚 60～80mm。地面可以不采取防冻措施，

但应设置隔热层。 

应在土建建筑结构的顶墙预埋钢筋或钢筋挂钩，以便在安装固定库板顶板和

制冷机组的蒸发器时使用。凡与冷空气接触及有冻融循环部分的地面，一律要采

用硅胶盐水泥，不得采用抗冻性差的水泥，也不得使用火山灰质水泥和掺有火山

灰质材料的矿渣水泥。 

库房及缓冲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时，混凝土标号应不低于 200 号，每立方

米混凝土水泥用量不得少于 275kg，混凝土抗冻标号不低于 M35，施工时水灰比

不得大于 0.6，要求施工中切实注意混凝土的密度，并做好养护工作，防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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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 

库体设计和建设应考虑防震措施。 

    冷库门 

冷库门内外的温度相差很大，要求密封性好和耐低温性强，同时具有重量轻、

刚性好、不吸潮、不霉烂、自熄性、安全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冷库门的隔热

材料应采用硬质聚胺脂泡沫塑料。 

应采用自动回归门。门框及门扇接缝处应设有防潮、防冻电加条；门开口尺

寸通常为宽 100～120mm、高 1800mm～2000mm。厚度同库板厚度相同，门上安装

透视窗时应采用防雾电热膜中空玻璃，并安装加热条。门上电加条的电压应不大

于 24 伏。 

5.3.3  制冷除湿及自控系统 

维持低温库温度的恒定是确保种质长期安全保存的前提。因此，低温库制冷

除湿技术的设计和选择非常关键。一般种质库应采用风冷式制冷机组。制冷机组

设备系统包括制冷设备（压缩机、蒸发器、电控箱、冷凝器）、除湿设备和自控

设备三大系统。目前制冷机组的设备大多是定型产品。因此，在选择设备时需掌

握以下原则： 

（1）可靠性：应选择在实践中证明是可靠稳定的制冷除湿技术，不能设计

或采用带有试验性质的新技术。在控制系统方面，除安装自动控制系统外，还应

安装手动控制系统，以备在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可启用手动控制系统。配

置备用的制冷机组，以确保运行过程的可靠性。 

    （2）符合环保要求：采用低噪声制冷机组。北京的居民文教区，设计标准

应执行国家《工业企业厂界标准（GB12348-90）》，即昼间为 55dBA，夜间为 45dBA。

制冷机组使用的工质也应符合环保要求，不能使用 R502 和 R12 制冷剂的制冷机

组。 

（3）配置适宜的制冷机组：在设计配置适宜制冷机组时可考虑以下几方面：

每间冷库热负荷 Q 计算需考虑围护结构的热负荷、保存种子/种子架的热负荷、

每天开门及人员进出次数的热负荷，以及照明、蒸发器风机和电加热熔霜的热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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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等；制冷机组工作时间系数应以 50%计算为宜，实际运行中制冷机组工作时间

系数不应高于 75%。 

（4） 成熟可靠的除湿方式。应选择在实践中证明是成熟稳定的除湿技术，

不要选择电加热除湿，或配备单独的除湿装置。可参考附录 6-A。 

（5）先进且简便的自控系统：应能满足冷库温湿度自动控制、自动显示、

自动采样（温湿度每天采样 2 次）及自动存贮记录，包括故障存贮记录的要求。

配置制冷机组运行工况运行及自动报警装置，如排气压力过高、吸气压力过低、

油压差不足和电动机负荷超载等自动停机装置。蒸发器、冷凝器的自动熔霜、降

湿及故障报警装置。制冷设备的自控装置，不仅要有单机自动安全保护和单机自

动运转（自动安全保护和自动调节制冷量）的自控装置，更要有机组的自动控制

（整机的自动保护、参数自动调节和自动启停运转）装置，或直接用电子计算机

监测和控制。 

（6）在选择制冷设备及自控设备时，厂家售后服务技术水平及信用记录也

应作为重要的参考。 

5.3.4  种子架 

推荐采用移动式密集种子架，种子架包括架体和种子筐两部分。移动种子架

的设计、制造、安装、验收等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13667-92 国家标准、DA/T-92

《直列式档案密集架》行业标准，其设计、制造和安装的质量要求如下： 

(1) 材料: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钢板。    

(2) 加工制造:① 所有钣金件、机加工件加工完后应打磨毛刺，无裂纹及伤

痕。② 所有焊接件要焊接牢固，焊痕光滑、平整。 

(3) 制造公差:① 每标准节组装后，外廓尺寸（长、宽、高）的极限偏差为

≤±2mm。② 导轨安装平行度偏差≤1.0mm/m，全长≤2.0mm，每两条道轨之间的

平行度偏差＜2.0mm，导轨对接处高低差≤0.3 mm。③ 未注公差尺寸的零件极限

偏差按照 GB1804 中 IT13-14 执行。 

(4) 表面处理: ① 零件在涂覆前，均应进行清洗、除油、除锈、磷化处理。

② 产品所用标准件及紧固件均需氧化或镀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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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观质量：① 种子架各零件、组合件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有尖角、

凸起。② 色泽应一致，喷塑面应均匀光亮、无划伤痕迹，无鼓泡、脱落、污渍

等现象。  

(6) 传动机构：传动机构应转动灵活、平稳、不得有失灵现象。  

(7) 互换性：产品各零件、组合件之间应能保持良好的互换性。 

(8) 漆膜附着力：应能达到 GB1720 中规定的二级指标。 

(9) 载重性能要求: ① 种子筐均匀载重 60kg，满载 24h 后最大挠度小于

2mm，卸载后自动恢复。② 每标准节手摇力应不大于 12N（每列手柄摇力为：12N

×标准节数）。 

(10) 载重稳定性：在受全部载荷二十分之一外力（沿 X、Y轴两个方向的水

平外力）的作用反复 100 次后，取消外力，架体所产生的倾斜不得大于总高的百

分之一，支架、立柱不得有明显变形。 

(11) 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要求设计架体抗震措施。 

(12) 种子架架体的基本单元设为节，由节组成列。进出存放种子通道宽为

1000～1200mm，密集种子架之间存放种子的通道宽为 1500～2000mm。长期库架

体每节推荐规格：685mm×600mm×3500mm，设 35 层，种子筐规格为 635mm×590mm

×75mm。中期库架体每节规格和种子筐规格可参照长期库。以上规格仅供参考，

实际制作由制作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制作。在此基础上，根据冷库实际尺寸，

进行种子架排列和架体节数、列数的计算。  

5.4  前处理用房、附属用房及设备 

除冷库库房外，种质前处理加工用房也是种质库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种子接

纳室、清选室、薰蒸室、发芽室、干燥室、含水量测定室、包装室、临时存放室、

信息处理室等。另外，中心控制室（消防、安保监视、网络系统等）、制冷设备

机房、资料档案室、标本室、实验室等是种质库重要附属用房。其主要技术参数

为： 

双 15 干燥间：RH<20%，温度：15±2℃。 

干燥间：RH<30%，温度：冬天 18～20℃、夏天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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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间：RH<40%，温度：冬天 18～20℃、夏天 25～28℃。 

发芽间：无湿度要求，温度：冬天 18～20℃、夏天 25～28℃。 

种子分发室、接纳室：无湿度要求，温度：冬天 18～20℃、夏天 25～28℃。 

信息处理室：粉尘控制 10 万级，温度 20～25℃。 

中心控制室：粉尘控制 10 万级，温度 20～25℃，RH<60%。 

制冷设备机房：具有较好的散热、排气、通风环境条件。需配备通风管道，

推荐设在冷库的两侧或其中一侧。 

  资料档案室：供存放种质资源目录；入库种质各种检测、管理原始记录资料；

制冷机组运行原始记录。温度 20～25℃，RH<60%。 

标本室：供存放入库前种质的取样标本，以及收集的各类标本。远离发芽

间、实验室等用房。温度 20～25℃，RH<60%。 

 实验室：配备通风管道。 

6 机构人员  

种质库应配备专职人员，包括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人员要相对

稳定，并定期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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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A   

（资料性附录） 

A.1  如何计算确定种质库建设面积 

建设种质库，最主要的问题是建多大面积才能满足需要。现以水稻中期库为

例计算如下：一般中期库贮藏种子每份为 300g，在 685mm×585mm×115mm 种子

筐中可摆放 40 份种子，设计一间摆放 10 排，每排摆放 10 列移动种子架的冷库

面积为[0.72×10+1.4]m×[0.62×10+2.0]m=70.52m2。若每架上下摆放 15 筐，

则种子架高度需 2.2m，库的净高度需 3.2m，这样的储藏冷库可存放水稻种子 6

万份。又例如，若要建设一座存放 12 万份种质资源的低温库，则可按以下几项

估算出所需的使用面积：冷库 140m2，机房 20～40m2，缓冲间 20～40m2，接纳室

20～40m2，清选室 20～40m2，发芽室 40～60m2，干燥及包装室 60～80m2，水分测

定室 20～40m2，临时库 20～40m2，值班室 30m2，配电及控制室 20～40m2，临时存

放室 20～40m2，会议室 100m2，计算机室 100m2，厕所及走廊 130～170m2，总使用

面积合计为 760～1000m2。因此，要建设一座保存 12 万份资源的种质库，则需在

使用面积基础上增加 30%，即需要申请建筑面积 970～1300m2。若需要配备研究

实验室、考种室、晾晒场等，可在上述面积基础上再增加建筑面积。 

A.2  地面保温防冻处理 

冷库地面保温防冻处理需要予以重视，曾有过因没有做地面保温处理而使冷

库地面发生冻裂的现象。防冻保温处理的一般做法是做架空层，在架空层上做防

水处理及铺垫抗压的保温材料，然后在保温层上再做水泥地面，内铺设钢筋以增

加抗压强度。 

A.3  长期库和中期库的配置 

对建有长期库和中期库的种质资源库，有人推荐库中库的方式配置，即长期

库套在中期库里面，认为该方式有节省能源的优点（Tay 1991），但从实际操作

的角度出发，该配置方式使用起来不方便，建议长期库和中期库的库门都与缓冲

间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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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中期库温度的选择 

中期库的贮藏温度在设计上应选择-4±2℃或 4±2℃，不要设计 0±2℃，即

不要使种子处于结冰与化冰的状态，因而对延长种子的贮藏寿命不利。 

A.5  每间冷库面积的大小 

每一间冷库的面积大小其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如建

有一间面积为 150m2，高度为 4m 的冷库，其安装了 3台机组，在调试时三台都需

开启，但当正常运行时，仅二台机组运行就足够了，其中一台可作为备用，则运

行过程就有安全保障。但其缺点是建成后库内种子在短时间内可能存放不满，造

成能源浪费。若是分成 3 个小冷库，每间 50m×50m×4m，则同样需 3 台机组，

在使用时，则可以采取用一个开一个的方式，以节约能源，临时不用的库还可存

放其他物品，其优点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空间作用，但其缺点是每间冷库无备用

机组，在安全方面存在隐患。 

A.6  除湿系统的选择 

对于种质资源的保存，应安装除湿系统以控制库内的相对湿度，一般要求控

制在 65%以下。对于 0℃以下低温库，目前较多采用电加热熔霜，其缺点是耗电

量较大，且电加热管易烧坏。另外，还可采用热氟除霜等方式。2001 年国家种质

长期库（-18℃）采用了一种国外进口的除湿制冷系统，能将库内相对湿度控制

在≤50%，其除湿方式不属于电加热熔霜。该制冷机组还有一优点，即机房温度

比采用电加热熔霜机组平均低 10℃左右。 

A.7  每间冷库热负荷 Q 计算 

在种质资源库设计中，还需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配多大制冷量的

机组。每间冷库热负荷 Q 计算一般需考虑围护结构的热负荷、保存种子/种子架

的热负荷、每天开门及人员进出次数的热负荷，以及照明、蒸发器风机和电加热

熔霜的热负荷等。制冷机组工作时间系数在设计时应以 50%计算为宜，而在实际

运行中制冷机组工作时间系数不应高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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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干燥系统的选择 

在种质资源库建设中，种子干燥系统的建设较难确定。降低种子含水量是延长种

子寿命的重要因素，但在种子干燥脫水过程中，应避免干燥温度过高而对种质活

力产生潜在的损伤。因此，FAO/IPGRI（1994）推荐采用“双 15”干燥系统：RH<20%，

温度 15±2℃。国家种质库已建造一间容积为 3.4m×3.1m×2.6m 的“双 15”干

燥间，但其建造费用为 40 万元。国家种质库也建造了另一套干燥系统，即采用

进口植物培养箱，再配置自制的预冷除湿系统，使进入箱内的入口相对湿度控制

在 7%±2%，则在 30～35℃干燥温度条件下，能使大部分作物种子含水量在 2～

4d 内降到 5%～8%。建造这套干燥系统需 20 万元（配置 5 台进口植物培养箱）。

此外，国家种质库早期也采用另一干燥系统，即建造一间密封性和保温效果较好

的干燥间，环境条件控制在 25～40℃，RH≤40%，然后将干燥箱放置在干燥间内，

而不用配置预冷除湿系统。该干燥系统的干燥效果较好，建造费用也大为降低。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 
国家作物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cgri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