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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闫启仑、韩庚辰、关春江、徐恒振、王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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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监测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贻贝监测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近岸海域的监测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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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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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１３９０９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底质地球物理调查

ＧＢ１７３７８．１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１７３７８．２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２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ＧＢ１７３７８．３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３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ＧＢ１７３７８．５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５部分：沉积物分析

ＧＢ１７３７８．６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６部分：生物体分析

ＧＢ１７３７８．７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７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ＧＢ１８４２１　海洋生物质量

ＧＢ１８６６８　海洋沉积物质量

原子荧光法测定海洋生物体中汞的技术规程　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３

原子荧光法测定海洋生物体中砷的技术规程　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３

原子荧光法测定海洋沉积物中汞的技术规程　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３

原子荧光法测定海洋沉积物中砷的技术规程　国家海洋局　２００３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贻贝监测　犿狌狊狊犲犾狑犪狋犮犺

采用贻贝、牡蛎等双壳类动物作为生物指示种，通过测定它们体内的化学污染物残留量，对其周围

海洋环境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进行监测和评价的一种方法。

注：海洋贝类对周围生存环境中污染物具有极强的富集能力，其体内污染物残留量是准确评价环境污染程度和变

化趋势的重要指标。

３．２

　　贻贝监测计划　犿狌狊狊犲犾狑犪狋犮犺狆狉狅犼犲犮狋

采用贻贝监测方法，通常包括沉积物质量监测，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常年连续开展的一种

海洋环境监测项目。

３．３

　　贻贝监测站位　犿狌狊狊犲犾狑犪狋犮犺狆狉狅犼犲犮狋

双壳类动物和沉积物样品采集的最小地理单位，每个站位包含三个独立的采样点（ｓｔａｔｉｏｎ）。双壳

类动物和沉积物样品从每个站位的三个采样点获取。潮下带站位为一个半径４００ｍ左右的圆，圆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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