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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

工作）

1.1 标准制定背景和任务来源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隶属于硬骨鱼纲（Actinoptevygii），鲈形目

（Perciformes），石首鱼科（Sciaenidae），黄鱼属（Larimichthys）。大黄鱼是我国“国

鱼”，因其体色金黄，唇部橘红，在我国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被视

为财富和吉祥的象征；而其肌肉呈蒜瓣状，质细嫩、色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易于被人体吸收，为我国人民传统的美食，备受海内外华人的青睐。目前国

内大都近岸网箱养殖大黄鱼，由于离岸近、养殖水域不深，加上高密度养殖，鱼

的活动空间小，养殖大黄鱼品质与口感远不及野生大黄鱼。浅海大型围栏式大黄

鱼养殖是一种新兴的养殖方式，由于该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强，养殖区域一般都

在离岸 3公里、水深 10米以上的深远海海域，其大水体、低密度、少投饵和接力

式养殖模式，使其养殖大黄鱼的品质明显提升、市场价格提高 2～3倍，在养殖大

黄鱼品质提升和提质增效方面成效显著。

温州洞头海域处于浙江省南部，该海域受浙闽沿岸流和台湾暖流的低、高盐

水系交汇的影响，水文条件适宜，海域开阔，是浙南重要的渔场，具有丰富的渔

业资源。作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洞头生态大黄鱼养殖面积 1368亩，年产量 1008

吨。面东向海的千亩渔场，风高浪急，天然饵料充沛，是野化大黄鱼的最佳海域。

洞头围栏式生态大黄鱼养殖模式圈养水体大，养殖密度低、无底网、天然饵料丰

富，养殖大黄鱼体质更健更强，可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属

于一种高效、安全的绿色发展模式，将引领洞头乃至全国大黄鱼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方向，其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此，已贯彻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为宗

旨，制定相应的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范，对于大黄鱼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2021年 12月，中国

渔业协会下达《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程》团体标准拟制定项目

通知，温州市洞头区农业农村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宁波市

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温州市洞头区海洋与渔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海洋大学、浙

江东一海洋集团有限公司、黄鱼岛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鹿港海洋渔业有

限公司、温州霖宝沣水产有限公司、福州汉斯曼产品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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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了完成标准制定工作，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

宋炜：标准第一起草人，负责制定方案，标准内容设计、标准草案起草和修

改等工作。

梁祥赞、吴雄飞：主要起草人，参加标准草案起草、编制说明撰写工作。

申屠基康、钱卫国、林永志、林进尊：主要起草人，参加调查研究、收集资

料等工作。

庄瑞思、林振士、李昌达、沈伟良：主要起草人，参与标准草案起草、修改

工作。

王加新、石福明、戴海滨：主要起草人，参加样品检测分析、实践验证等工

作。

林贺华、陈凌、骆诚：主要起草人，参加样品检测分析、标准起草等工作。

1.2 主要工作过程

温州市洞头区农业农村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作为标准制

定承担单位，负责制定方案、收集资料、起草标准文本、撰写编制说明、征求意

见、意见汇总等。宁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温州市洞头区海洋与渔业发展研

究中心、浙江海洋大学、浙江东一海洋集团有限公司、黄鱼岛海洋渔业集团有限

公司、温州鹿港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温州霖宝沣水产有限公司、福州汉斯曼产品

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标准制定协作单位，协助制定方案、调查研究和收集

资料等，主要承担了环境条件、围栏设置与安装等研究工作。

为了更好地完成标准的制定工作，标准起草小组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1、立项前，起草小组已进行了相关背景资料收集，广泛的调研。项目下达后，

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小组，制定工作计划，落实了实施方案。

2、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广泛收集有关标准和研究成果，包括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标准以及国家

和农业农村部有关质量管理规定、产业政策等素材。

3、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开展了广泛的调研，数据测定，汇总分析，

完成了《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程》标准草案稿，并且征求了科

研、管理等相关人员的意见，查阅了有关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试验论

证，在汇总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标准的技术内容，于 2022年 7月形成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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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标准起草小组成员一直从事大型围栏养殖设施构建及生态养殖技术研究工

作，熟练掌握了大型围栏工程及养殖相关研究方法，了解并熟悉各参数试验和验

证工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和浙江

东一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开展各项试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和配套养殖基地等。标

准主持人宋炜研究员长期从事深远海养殖模式与技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

验和大量关于大黄鱼工程化围栏养殖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具备《洞头生态大黄

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程》标准制定的基础。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依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编写。共分 10章，即：（1）

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环境条件；（5）围栏设置与

安装；（6）鱼种投放；（7）饲料与投喂；（8）日常管理；（9）台风灾害下防灾减

灾措施；（10）鱼病防治；（11）商品鱼起捕。

标准制定的原则如下：

1）遵循国家和农业农村部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以严格执行强制性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前提，格式上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技

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编制说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和《农

业部国家（行业）标准的计划编制、制定和审查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写。

2）广泛听取和征求洞头地区大黄鱼海上养殖企业以及浙江省渔业管理部门的

意见，了解相关单位对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的技术要求，进行必要的

验证工作。

3）在保证标准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力求反映本行业的先进技术和特色做

法，挖掘和发挥其优势，充分反映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研究成果和生产实

践的经验，尽量使标准的科技进步性和现实可行性统一。

4）标准的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具

有可操作性，便于贯彻实施。标准中的术语、符号统一，与相关标准相协调。

5）标准有利于保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范操作，对推动大黄鱼养殖

产业升级，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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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隶属于硬骨鱼纲（Actinoptevygii），鲈形目

（Perciformes），石首鱼科（Sciaenidae），黄鱼属（Larimichthys）。近年来，以远

离大陆岸线的岛礁水域为先期发展海域、以装备先行为深远海养殖发展特征，我

国的深远海养殖已有初步发展。养殖装备逐步由深远海岛礁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

向大型工程化设施发展，结合我国海域、海况条件和养殖品种、市场需求，自主

创新的深远海大型工程化围栏设施养殖大黄鱼模式取得成功。2013年，在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台州市椒江星浪海水养殖专业合作

社在位于东海“大陈岛”海域建成了第一座八边形、围栏面积 1 万平方米的深远

海大型工程化围栏设施，并在大黄鱼养殖提质增效方面起到了成功的实践与示范

作用；在随后的 4 年间，台州市恒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台州市大陈岛养殖有

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汇鑫元现代渔业有限公司、台州广源渔业有限公司和台州广

盛渔业有限公司，先后合作投入了大陈岛海域的大型工程化围栏建设与大黄鱼养

殖生产应用。目前已建成并投入生产应用的 4座（水体 5万～25万 m3）深远海大

型工程化围栏设施，其大水体、低密度、少投饵和接力式养殖模式，使其养殖大

黄鱼的品质明显提升、市场价格提高 2～3倍，在养殖大黄鱼品质提升和提质增效

方面成效显著。深远海大型工程化围栏养殖大黄鱼，也被许多国外专家认同为成

功的深远海养殖“中国模式”。有关大黄鱼养殖的研究报道已涉及各个方面，主要

包括大黄鱼苗种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多模式养成等。关于大黄鱼围网养

殖相关标准有两项，一项是由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宁德市登月水产食品有限

公司和闽东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编制的《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福建省地方标准，另一项是由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市惠民

海洋牧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御龙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岱衢族大黄鱼

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宁波市地方标准，这两项标准主要为设置

在浅海（水深小于 10 m）的大黄鱼围网养殖而设立的，该围网养殖模式抗风浪能

力有限、围网内容易淤积泥沙、养殖大黄鱼病害频发，推广应用范围有限。目前

未见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相关标准与规范，使得洞头地区生态大

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缺乏相关的参考依据，近些年大黄鱼工程化围栏养殖产业快

递发展，因此制定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规范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进一步拓展洞头海区大黄鱼生态养殖空间，有利于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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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产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件主要包括六个层面，一是环境条件，包括海区选择、理化环境等；二

是围栏设置与安装，包括固定桩设置、网衣系统布设等；三是鱼种投放，包括鱼

种选择、运输、放养时间、放养密度等；四是饲料与投喂，包括饲料、投饲量、

投饲次数、时间和投饲方法等；五是日常管理，包括围栏的维护、安全生产和环

境保护、检测与记录等；六是台风灾害下防灾减灾措施，包括台风前注意事项及

防护措施、台风后防灾减灾要点及措施等；七是鱼病防治；八是商品鱼起捕，包

括准备工作、捕捞、包装等。

2.2.1 术语和定义

工程化围栏设施是随着水产养殖业及海岸工程技术的发展运用而生，该设施

利用钢筋混凝土桩或钢管桩作为固定桩支撑，围网网衣一般采样铜合金编织网或

超高强聚乙烯网衣，设施建造的海域水深一般在 10 m~30 m。大型围栏养殖具有面

积大、水流交换畅通、有一定量天然饵料可供鱼摄食的特点，是一种仿生态养殖

形式，可养出体形、体色和肉质均接近野生的大黄鱼。基于此，大型围栏式养殖

是基于养殖鱼类健康生长和品质提升的需求，以养殖设施大型化为基础，在开放

海域或依托远海岛礁，通过固定于海底的桩柱及具有鱼类拦截和海水流动功能的

网体形成大面积水域进行鱼类牧场式养殖。

根据围栏养殖的鱼种不同需要有针对性的养殖技术，围栏设施作为一种较高

投入和风险的养殖模式，需要选择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养殖品种。目前我国的围栏

养殖设施养殖的鱼类品种主要是大黄鱼，大黄鱼是一种越冬洄游性鱼类，其越冬

的极限水温在 7℃，因此浙江省洞头海域一般难以达到大黄鱼养殖的越冬条件，一

般养殖周期在每年的 5 月份投苗，12 月份起捕，苗种的规格一般在 200 g~300 g/

尾。因此，本标准大黄鱼鱼种定义为经过网箱培育 10个月~15个月的大黄鱼鱼种。

2.2.2 环境条件

邹国华等（2021）报道了大黄鱼深远海大型围栏养殖技术，从适宜的海域条

件（底质条件、水深条件和动力环境条件）、海域环境及理化因子等对深远海大型

围栏的选址与设置进行了阐释，本标准依据该文献，从海区选择、理化环境两方

面对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建造选址进行了规范。

2.2.3 围栏设置与安装

邹国华等（2021）从围栏的形状和面积、固定桩设置和网衣系统的布设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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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围栏的设置与安装进行了阐释；王磊等（2017）从围网的结构组成、网衣的

连接与固定、固定桩及其建造、设施的布局等方面对柱桩式铜合金围栏网养殖设

施的结构与建造进行了阐释；本标准参考邹国华等（2021）和王磊等（2017）两

篇文献，明确了固定桩设置的主要参数、网衣系统布设相关材料及方法等。

2.2.4 鱼种投放

参照《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岱衢族大黄鱼围网

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明确了鱼种选择、运输、放养时间和放养密

度等内容与相关指标。

2.2.5 饲料与投喂

参照《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岱衢族大黄鱼围网

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明确了饲料、投饲量、投饲次数、时间和投

饲方法等内容与相关指标。

2.2.6 日常管理

参照《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岱衢族大黄鱼围网

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确定了围栏的维护、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检测与记录等内容。

2.2.7 台风灾害下防灾减灾措施

我国是世界上登陆台风较多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我国的东南沿海，平均每年

登陆的台风达 9.2个，台风对海上围栏养殖设施的破坏力极强，对养殖生产安全威

胁极大。为提升洞头围栏养殖企业应对台风再好的综合能力，本标准有必要将台

风灾害下防灾减灾措施作为主要内容，以期最大程度地减轻台风灾害给围栏养殖

产业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台风对围栏设施养殖造成的灾害影响主要体现在：设施

损坏、网破鱼逃；鱼体擦伤损伤，致鱼死亡；次生病害导致死鱼等。

台风前注意事项及防护措施：（1）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提前做好防御安排。

（2）围栏柱桩与围栏辅助设施检查、加固。清理柱桩上的附着物和柱桩间的杂物，

移出或加固围栏设施内的辅助网箱、水面投饵圈等辅助设施，避免网衣与漂移物

接触而造成破网逃鱼。（3）网衣系统检查、加固。检查围栏网衣整体连接是否牢

靠，着重检查网衣拼接处和网衣系统的横向力纲与纵向力纲，检查是否需要做加

固处理。（4）养殖鱼抗应激及防病处理。及时关注台风动态信息，在台风来临前 7

天采用投喂免疫多糖、复合维生素、中成药制剂等进行养殖鱼类抗应激处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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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用吊挂碘、氯制剂等方法，对养殖鱼类进行防病处理，降低台风行径时损伤

感染。（5）附属设施检查及人员撤离。检查完围栏养殖系统后，重点检查辅助平

台设施，如门窗、顶装太阳能、风力电机等外置设备；整理饲料、药物等养殖物

资；抗风能力差的可移动工作船或平台附属设施要及时拖回避风港固锚，养殖工

作人员上岸避风，人员撤离时带走液化石油气等易燃易爆物品。台风期间，严禁

人员、船只出海作业，直至台风警报解除，且海况条件符合海上作业要求。

台风后防灾减灾要点及措施：（1）检查围栏设施网衣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

及时修补，防止造成更多的养殖鱼逃逸，及时排除逃鱼隐患。积极组织养殖现场

复工及设施维修。（2）对网衣与柱桩连接处进行安全检查，排除每根柱桩位置存

在的安全隐患。（3）及时清理围栏周边及网衣内外的杂物，避免对网衣造成二次

损伤。（4）全面检查围栏网衣横向力纲和纵向力纲受损情况，如有损坏立即进行

加固或者更换纲绳。（5）及时对水下网衣及网衣与海底固连处进行排摸，能见度

良好时可派潜水员进行检查，如发现破损或松动，立即进行修补。（6）对于死鱼、

病鱼等要立即捞出，并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减轻对养殖环境的影响。（7）加强

养殖管理，注意消毒杀菌，严防台风后鱼类病害发生。必要时，可根据养殖鱼类

感染情况，选择合适药物进行治疗。（8）记录死亡鱼的数量、规格以及围栏受损

部位等情况，及时拍照并做好记录，如有养殖投保，可联系保险公司定损。

2.2.8 鱼病防治

参照《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岱衢族大黄鱼围网

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确定了鱼病防治相关内容。

2.2.7 商品鱼起捕

参照《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5/T 1350-2013）、《岱衢族大黄鱼围网

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确定了商品鱼起捕相关内容，包括准备工作、

捕捞和包装等。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标准编制组收集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向洞头海域大黄鱼网箱养殖企业、围栏

养殖企业以及水产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进行了调研，并充分征求了科研、管理等

相关部门人员的意见，在总结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标准的技术内容。

在标准草案的编写过程中，起草组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业书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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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大型围栏养殖的技术特点和差异，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对洞头生态大黄鱼大

型围栏养殖产业成果的总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项目下达后，项目组将对标准草案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并向包括教学、科研、

管理、生产的各单位进行广泛的意见征求。

2、综述报告

本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将按照流程要求开展了标准制定工作，

首先成立起草小组，化解任务分工，分头开展资料收集、实验分析等工作，将经

汇总和多次讨论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可靠性严谨性较强。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标准起草组将向包括教学、科研、管理、生产的专家/单

位进行广泛的意见征求，标准起草组将根据意见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的预审稿提交对口技术委员会审核。

3、技术经济论证

本文件的规范性技术要素为：环境条件、围栏设置与安装、鱼种投放、饲料

和投喂、台风灾害下防灾减灾措施、鱼病防治与商品鱼起捕，涵盖了生态大黄鱼

大型围栏养殖的主要关键技术，在技术指标的确定时，既考虑了最新的技术发展

水平，也考虑了生产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符合目前生态大黄鱼大型围

栏养殖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生产单位使用。

4、预期的经济效益

标准的贯彻实施将有利于加强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技术推广与应用，有

利于提升大黄鱼养殖品质，提高大黄鱼养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推动大黄

鱼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关于大黄鱼围网养殖相关标准有两项，一项是由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宁

德市登月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闽东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编制的《大黄鱼围网养殖技

术规范》（DB35/T 1350-2013）福建省地方标准，另一项是由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

究院、宁波市惠民海洋牧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御龙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的《岱衢族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范》（DB3302163-2018）宁波市地方标准，这

两项标准主要为设置在浅海（水深小于 10 m）的大黄鱼围网养殖而设立的，该围

网养殖模式抗风浪能力有限、围网内容易淤积泥沙、养殖大黄鱼病害频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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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有限。目前未见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技术相关标准与规范，

使得洞头地区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式养殖缺乏相关的参考依据，本标准在制定时，

根据洞头海域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的实际情况，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经

验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吸收。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为依据，在符合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相关指南和编写原

则的基础上制定，为洞头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技术推广及应用奠定基础。

本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等有

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没有矛盾。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将广泛征求来自研究、生产、检测、管理等单位的专家意见，如果出

现重大分歧意见，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按照标准化的原则，协商解决。

7.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是洞头海域主要的养殖模式，故本文件应尽快发布

实施。本文件发布后，业务主管部门加强对标准的宣传，并组织贯彻实施，以促

进生态大黄鱼大型围栏养殖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并将该标准作为技术推

广、养殖许可证发放和有关评比、认证方面的依据。技术推广部门以该标准作为

生产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依据，组织对相关生产技术人员进行标准培训，让相

关从业人员熟悉并掌握标准，按照标准进行实践应用。建议本标准尽快发布实施。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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