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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DUS 测试照片的拍摄目的 

   DUS 测试中拍摄的照片是证明品种特征特性、栽培情况和 DUS 三性的重要信息。因此，照片要容易看

懂、容易比较而且要鲜明。 

 

（１）DUS 测试照片为何重要？ 

   DUS 测试中拍摄的照片是为了加深和加强对栽培情况和品种特征特性的了解，而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

的。附上恰当的照片，有助于提高 DUS 测试报告和审查的质量。 

 

（２）照片的利用 

１）DUS 测试报告 

   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应该是能对品种性状描述表中的品种特征特性加以说明的照片。 

 

２）品种照片数据的积累 

    把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作为可以阅览的数据，按照测试和品种的不同整理出来，有利于应用

今后的测试业务。 

 

３）近似品种的选定 

   今后进行品种测试时，上述 2）中整理出来的照片数据可以利用于近似品种的选定。 

 

４）其他 

   可作为编制特征特性描述指南时的参考资料，或被提出异议等时作为证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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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照片拍摄的基本事项 

（１）数码相机的种类 

   数码相机的种类有可拍专业照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和小型轻便的袖珍相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

根据拍摄目的不同能否替换镜头。此外，在镜头和图像传感器的性能，纵横比等方面也有区别。在 DUS 测

试时，根据拍摄环境选择最适合的相机。 

 

１）单镜头反光照相机 

    根据需要可替换镜头，可以进行详细设定，而且能拍摄出更鲜明的照片。但存在机身大不如袖珍相机

携带方便的缺点。 

 

２）袖珍相机 

    虽然不能替换镜头，也不能进行详细设定，但它携带方便。和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相比，因图像传感器

（CCD 和 CMOS）小而画质也差一些，可最近在市场上也出现带有比已往大的图像传感器的，或者可以进行

详细设定的高功能袖珍机。 

 

    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不进行剪裁和纵横比变更。 

 

（２）相机的功能、基本操作和拍摄方法 

   拍摄人员应该熟识相机的功能和操作方法，根据摄影环境选择最佳设定，拍摄符合 DUS 测试报告用的

照片。 

 

１）记录像素和压缩率 

    根据照片数据的用途（打印、数据库输入和网络传阅等）来判断记录像素和压缩率。一般由各个审批

机关来作出判断。在日本因为要考虑到报告书的打印输出、用电脑确认图像和数据库上载等因素，记录像

素定为 1600×1200 左右，压缩率定为精细模式。 

 

２）ISO 感光度 

   ISO 感光度越高，即使在昏暗的场所也能够拍摄照片，但会出现噪点。因此，在 DUS 测试照片的拍摄

时，ISO 感光度的基本设定应是所使用相机的最低感光度。但如果在昏暗场所得不到充分的快门速度，可

将 ISO 感光度提高到不受噪点影响的程度。 

 

３）拍摄模式 

   在 DUS 测试照片的拍摄时，不使用自动拍摄模式，而使用可以详细设定白平衡等的 P 模式（程式曝光

模式）或 A 模式（光圈先决模式）。 

    P 模式：根据明亮程度，自动选择适当的快门速度和光圈而拍摄的模式。 

    A 模式：根据明亮程度，在固定光圈的状态下以适当的快门速度来拍摄的模式。 

    ・ 用 A 模式（光圈先决模式）拍摄 

     用 A 模式缩小光圈（F 值变大）拍摄时，可以得到更深的景深，焦点范围也会变深，但因为

光线不足，会导致快门速度下降，也会增加手抖动的可能性。缩小光圈拍摄时，要使用三脚架或拍

摄台来固定相机。如果使用高功能相机，即使调高 ISO 感光度，在控制噪点的同时也可以调快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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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另外，不同的相机镜头，光圈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是不同的。 

 

 

 

 

 

 

 

 

 

 
        F：2.0 焦点对准了花      F：8.0 焦点范围扩大到深部 

 

４）微距模式 

   在 DUS 测试中经常拍摄花的各个组成部分等小被摄体。拍摄小被摄体时，要使用微距模式。不同的相

机的机种（镜头），有不同的微距模式的摄影距离，而在离被摄体 50cm 之内的距离拍摄的话，一般使用微

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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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曲收差 

   歪曲收差是指用相机的广角端接近被摄体拍摄时，在照片的周边部分出现的歪曲现象，而用远摄端拍

摄可以防止歪曲收差。 

 

 

 

 

 

 

 

 

 ・ 用相机广角端接近被摄体拍摄，拍出来的尺子会变歪。 

 

 

 

 

 

 

 

 

 

 

・ 用相机远摄端接近被摄体拍摄，拍出来的尺子是直的。  

 

５）变焦 

   只可使用光学变焦。数码变焦是用软件把原图放大，会导致画质降低，因此不宜采用。 

 

・６）测光方式 曝光补偿 

   大多数数码相机半按快门按钮就呈现“AF/AE 锁定”状态（焦点/曝光固定状态）。大多数相机的初始

设定是以总画面光线量的平均来固定曝光的。在 DUS 测试中经常进行花的特写拍摄。因为不同的花色有不

同的光线量，所以焦点在对好花的时候会出现曝光差距。（由于花色的缘故照片总体有时会变暗（曝光不

足）或变亮（曝光过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根据被摄体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测光方式，选择最接近的

光线量，然后利用曝光补偿功能来调整正确的曝光量。使用相机的镜头的亮度（F 值）越小，适用范围越

广。 

 

７）白平衡 

   在 DUS 测试照片拍摄中，白平衡调整是至关重要的。拍摄照片时，如果没有进行适合于光源色温的设

定，照片则不能准确地再现颜色。因此，在 DUS 测试时要根据拍摄场所的光源色温（晴天的室外、阴天的

室外、背阴处、室内和荧光灯等）的不同应对白平衡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白平衡时，应使用专用的 18%

灰色卡或者纯白色的纸。如果使用一般市场上销售的白纸，应该每次用同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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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白平衡调整得不恰当，整个照片的颜色会受到影响。 

 

 

 

 

 

 

 

 

 

            恰当                    不恰当 

 

８）闪光灯 

   在不需要使用闪光灯的环境中拍摄照片是最好的。但迫不得已使用的时候，注意影子和反射，并在 DUS

测试报告上注明使用过闪光灯。 

 

（３）拍摄方法的基础 

１）防止手抖动 

   为了防止手抖动，尽可能用三脚架或拍摄台固定相机。如果没有三脚架或拍摄台，应夹紧双臂防止手

抖动。另外，靠建筑物等方法来固定身体拍摄，也会得到良好效果。快门速度降低到 1/100 以下的时候要

固定相机。 

 

２）被摄体 

   要选择健全并代表该品种特征特性的被摄体。拍摄调查个体本身的话，基本上不会发生照片和调查结

果之间的矛盾。但因边调查边拍摄较难，一般重新选择被摄体个体。即使是同一个品种内也会存在个体间

特征特性的差距，所以尽量避免极端，将具有明显品种特征特性的个体作为被摄体选择。 

 

３）构图 

Ａ．构图的一贯性 

   拍摄 DUS 测试照片时，保持构图的一贯性，将利于之后的品种比较。因此根据需要按照植物种类不同

事先定好构图，避免因为构图的变更所导致的难比较的情况。 

 

Ｂ．标题 

   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必须附加标题。另外，作为附加标题用的植物术语，应该使用测试指南中

的性状术语。 

 

Ｃ．摄影年月日 

   附上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资料上必需要记载摄影年月日。如果直接标在照片上，应考虑打印位置及

版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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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品种名标签 

   照片里要拍进品种名标签。该使用与被摄体大小相协调的品种名标签。 

 

Ｅ．被摄体的布置 

   根据被摄体的形状和大小来决定照片的竖横。尽量把被摄体拍得大些，但要注意缺边。 

 

Ｆ．直尺 

   考虑被摄体的大小及和它的协调性，应选择长短不同的直尺。如果没有直尺，可以使用卷尺。 

 

Ｇ．使用图像校正比色图表（CASMATCH）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把图像校正比色图表（CASMATCH）拍进照片里。在日本含有和颜色有关的性状的

构图，一般要把 CASMATCH 拍进去。通过拍进 CASMATCH，即使被摄体和光线条件不同，也可以使用软件进

行一定程度的颜色校正。但在一般的 DUS 测试中，通过 CASMATCH 的颜色表现来判断照片的颜色表现是否确

切。另外，CASMATCH 主要用于医疗领域，是为了观察患部病状变化和治疗经过时，用软件在一定程度上校

正颜色用的工具。 

 

Ｈ．背景 

   一般用单色背景，其中适合用的是淡蓝色或淡灰色。另外，有纸质和布质的背景。如果没有拍摄用的

背景，只要是单色就可以利用建筑物的墙或素面混凝土墙面等。如果拍摄同一个构图类型，也要统一背景

色。 

 

Ｉ．其他 

   要拍摄不稳定的被摄体的固定状态（静止），应事先准备好小工具和镊子。 

 

４）拍摄环境 

    最好准备一个专门的拍摄环境。比如，如果拥有专用的拍摄设施，可使用带有拍照用荧光灯设备的拍

摄台（翻拍台）。台上要安装相机和灯具等，因此使用有一定重量的拍摄台既稳定又好用。照明要使用拍

照专用的荧光灯。常备此类拍摄台（翻拍台），可以在一定的环境中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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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在室内拍摄时的注意点 

    ・调整好照明的位置和角度，注意影子和反射光等，最好在底板上垫无反射纸。 

 

Ｂ． 在室外拍摄时的注意点 

    ・在室外拍摄时，应该避开直接光并注意阴影和反射光，要以选择明亮的背阴处或微阴天的间歇等技巧

来拍摄。 

    ・即使使用三脚架，也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因受刮风影响会出现的被摄体抖动。 

 

 

 

 

 

 

 

 

 

 

・ 直接光 ・ 明亮的背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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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拍摄方法（实践编） 

（１）用来说明品种特征特性和栽培情况的照片 

  为了说明品种特征特性和栽培情况，按品种分开拍摄。照片最好能概括更多的特征特性，但如构图太

多，在照片拍摄时和拍摄后的数据管理上都会相当费力，因此应该拍摄既构图少又能概括更多特征特性的

照片。 

 

康乃馨的构图案例   

 

 

 

 

 

 

 

           试验区                  株型 

 
・ 株高、外侧支数、叶片卷曲程度 ・ 生长情况 

 

 

 

 

 

 

 

 

 

       叶片                花           花的各组成部分 

・ 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片

形状、叶片颜色、蜡质 

・ 花色、花径、花形、花的侧

面形状 

・ 花瓣颜色、色斑、花瓣长度、

花瓣宽度、花蕾、花萼、子房、

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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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来说明 DUS 三性的照片 

      为了说明 DUS 三性，根据需要把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申请品种类和异型株类排成一起拍摄。 

１）有特异性的情况 

   有特异性的情况时，根据需要拍摄能够判定特异性的特征特性的照片。 

 

 

 

 

 

 

 

 

 
近似 申请 近似 申请 

 
・ 虽然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的花几乎一样，但在柱头的颜色上有明显特异性 

 

 

２）无特异性 

   没有特异性的时候，一般要驳回新品种注册申请。因此需要有说明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的特性是一致

的照片。如果是驳回案例，拍摄的时候应考虑到该照片会成为应付异议等时候的证据。 

 

 

 

 

 

 

 

 
申请 近似 申请 近似  

 

 

 

 

 

 

 

 申请 申请 近似 近似 

 
・ 申请品种和近似品种的品种特征特性完全一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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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无一致性（稳定性） 

    没有一致性的时候，一般要驳回新品种注册申请。因此需要有说明异型株的发生情况和确定异型株本

身的照片。确定异型株，还需要把申请品种类和异型株类排成一起拍摄的照片。如果是驳回案例，拍摄的

时候应意识到该照片会成为应付异议等时候的证据。 

 

 

 

 

 

 

 

 

 
・ 要拍摄能说明在试验区发生异型株的情况的照片 

                 

 

 

 

 

 

 

 

  左：申请品种类  右：异型株类  上：申请品种类 下：异型株类  上：申请品种类 下：异型株类 

 ・ 把申请品种类和异型株类排成一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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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照片拍摄时的注意点 

  １）品种性状描述表上的特征特性和照片上表现的特征特性是应该一致的。 

   有时候发生品种性状描述表和 DUS 测试报告中的照片上的特征特性不一致的问题。左边的品种性状描

述表（Variety Description）中特征序号 1“草高”为 80cm，但照片超过 100cm。这种情况一般在被摄体

的选择上，或者在测定值的环节上有可能存在问题。品种特征特性和照片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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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相机的特性 

    即使调好白平衡也并不一定能拍出真的花色。不同的相机机种有不同的颜色表现。因此，在选择机种

的时候需要注意相机的颜色表现性。拍摄后立刻确认其效果，如果没有表现原来的花色，需要再调好白平

衡等的设定。 

 

 

 

 

 

 

 

 

 

 

 

             相机 1：不是原来的颜色（偏红）                       相机 2：原来的颜色（橘黄系） 

 

・ 即使是适当的白平衡，如用不同的相机表现出来的颜色也是不同的 

 

 

- 14 -



４ 按植物种类分别介绍构图案例 

（１）定形构图案例 

・ 草莓（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株型 试验区  

 

 

 

 

 

 

 

 

 

 

 

品种名 品种名 

 花 叶片

 

 

品种名 

 

 

 

 

 

 

 

 

 

品种名 

 一 期 果 二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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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果实的剖面 
 

 

・ 马铃薯（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试验区 株型  

 

 

 

 

 

 

 

 

 

 

 

 
品种名 品种名 

叶片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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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品种名 

 塊茎 块茎的剖面 

 

 

・ 甘薯（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叶片 试验区 

 

 

 

 

 

 

 

 

 

 

 

 品种名 品种名 

 结薯状态 根茎的形状和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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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名 

 蒸好后的肉色 

 

 

・ 大豆（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株型（青荚收获期）  

 

试验区（青荚收获期）  

 

 

 

 

 

 

 

 

 

 

品种名 

品种名

 叶片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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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名 品种名 

 
荚的状态（青荚收获期） 收获茎的状态（青荚收获期） 

 

品种名 

 

 

 

品种名 

 

 

 

 

 

 

 

 

 

 
收获茎的状态（子实收获期） 

试验区（子实收获期）  

 

 

 

 

 

 

 

 

 

 

 

 品种名 品种名 

 
子实 荚的状态（子实收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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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子实（扩大） 

 

 

・ 莴苣（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株型（侧面） 株型（上面） 

 

 

 

 

 

 

 

 

 

 

 

 

 

品种名 

品种名 

叶片 结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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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种子 

 

 

品种名 

 

・ 菊（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试验区 株型  

 

 

 

 

 

 

 

 

 

 

 品种名 

品种名 

 叶片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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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花瓣  

 

 

・ 玫瑰（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品种名 品种名 

 试验区 新梢 

 

 

品种名 

 

 

 

 

 

 

 

 

 

 

品种名 

茎（中央部分） 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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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 

品种名 

开花枝 花 
 

 

 

 

 

 

 

 

 

 

 
品种名 

 

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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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说明特异性的构图案例 

・ 辣椒（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C A B 

B A 

株型的比较 坐果状态的比较  

 

C A B 

 

 

 

 

 

 

 

 

 

 

B C A 

果实的比较 叶片的比较  

 

・ 稻（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C

D

A

B

C 

D 

A 

B 

株型的比较 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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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谷壳的比较 糙米的比较 

 

 

・ 李（日期为拍摄年月日） 

 

 

 

 

 

 

 

 

 

 

B CA 

C A B 

 
枝的比较 花序的比较 

 

 

 

 

 

 

 

 

 

 

 

 

CB A 

C B A 

花瓣的比较 花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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