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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背景与任务来源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是东海四大海产之一，素有

“海水国鱼”之美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网箱养殖成功以来，大

黄鱼成为我国和我省养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类。“十三五”以来，

随着高品质大黄鱼的消费需求猛增、大黄鱼陆海接力养殖模式不

断完善、抗风浪生产设施的持续进步，我省大黄鱼养殖产业迅猛

发展，形成了以 HDPE深水网箱和浅海围栏为主导、以接力养殖

高品质大黄鱼为主要特征的养殖模式与产业集群。截止 2023年

底，全省沿海四个市共建有深水网箱 1988只 272万立方米、浅

海围栏 40座 334 万立方米；全省大黄鱼年产量达到 3.7 万吨，

是“十二五”末的 5.7倍，全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

我省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种类较多，主要有升级版的插杆围

栏养殖、水泥管桩或钢管桩式的围栏养殖、依托海岛海湾一边或

两边拦网的栅栏式堤坝围栏养殖、以及软体式无底围栏养殖等。

浅海围栏系统相较于普通网箱和深水网箱，具有多项优点：一是

有更强的抗风浪性能；二是更有利于大黄鱼伏底、从而抵御表层

低水温和大流速；三是有一定量的天然生物饵料补充，饲料成本

相对较低；四是养殖空间大，养成的大黄鱼品质及其体型、外观



以及营养成分几乎接近野生鱼。因此，浅海围栏养殖已被公认为

更适合在浙江台风多、潮差大、避风条件相对较弱的海域条件下

适宜生产高品质大黄鱼的先进设施，我省也成为全国浅海围栏养

殖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还初步建立了品质大黄

鱼的生产技术体系，打造了多个区域公共品牌或地理标志产品，

形成了产品追溯、加工、冷链物流体系。

在浅海围栏养殖产业迅速发展、养殖数量急增、面积持续扩

大的背景下，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浅海围栏养殖设施系统

的安全性不强，不时出现设施遭受毁损现象，围栏设施的海区布

局也不尽合理，迫切需要统一浅海围栏养殖设施和布局要求，指

导和规范浅海围栏养殖产业的发展；二是养殖技术不够规范，普

遍存在苗种来源随意、饲料原料低质化、底部环境废弃物沉积，

也有部分业主片面追求品质，采用放任自流式的养殖模式，导致

养殖成活率和产量较低，经济效益不佳，甚至亏损，严重影响产

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产品品控管理不到位，缺乏对养殖技术的规

范和产品起捕包装等品质控制相关要求，不利于公共品牌的保护

和授权使用，影响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和健康发展。

拓展浅海海域空间、发展深蓝渔业，向海洋要食物，符合我

国大食物安全观发展战略，列入了我国和我省“十四五”渔业高

质量发展规划，并得到各级财政的持续支持。此外，大黄鱼被列

入我省“十四五”十大主推品种，深水网箱/浅海围栏养殖模式

被列入“十四五”十大主推模式。另外，品质大黄鱼有着巨大的



市场潜力，预计未来几年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将是我省沿海地区

重点发展的养殖模式。所以，有必要从围栏设施建设、海区合理

布局、规范养殖管理、严格产品管控等方面，制定大黄鱼围栏养

殖技术规范，以切实增强围栏养殖设施的抗风浪能力，降低养殖

生产风险和养殖发病机率，减少渔药使用和环境污染，对促进渔

民收入、增强发展养殖积极性、保障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2022年5月，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联合

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等5家单位，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出了标准立项申请，并于7月获得立项批准，批准文件为《浙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2〕250号），标准名称为：《大黄

鱼浅海围栏养殖技术规范》。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浙江省海洋

水产养殖研究所、温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台州市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黄鱼岛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接到该标准制定任务后，标准起草单位于2022年8月初组建

了标准制订起草小组，明确各单位与人员的职责分工、制定了标

准制订计划、明确了时间进度安排，按要求开展制订标准的起草、



审查、征求意见及审定等工作，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2．起草标准

标准起草小组在总结整合大黄鱼深水网箱、围栏养殖等现有

科研与推广工作成效基础上，围绕养殖环境条件、养殖设施、苗

种放养、饲料投喂、日常管理、病害防治和捕捞与包装等技术环

节，分别在宁波、台州、温州、舟山等省内大黄鱼主要养殖区域

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分析相关操作规程，查阅最新研究成果，结

合最新相关标准的颁布实施，于2023年7月完成标准初稿与编制

说明。

3．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

本标准制定由丁雪燕同志主持，全面组织标准的制订工作，

负责标准框架、内容指标的确定和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统稿工

作；标准制订小组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周凡、单乐州、贝亦江、

范正利、桂福坤、宋炜、翁歆之、李衡、张立宁、朱凝瑜、蔡继

晗、罗华明、李欠掌、石福明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

下：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承担的工作

丁雪燕 推广研究员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项目主持，负责标准

框架、内容的确定与

统稿工作

周 凡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文本校审、修改

单乐州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养殖研究、文本修改



贝亦江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起草标准文本

范正利 工程师 温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资料查阅、文本修改

桂福坤 教授 浙江海洋大学 设施装备技术指导

宋炜 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

研究所
设施装备技术指导

翁歆之 工程师 台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资料查阅、文本修改

李衡 助理工程师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起草编制说明，资料

汇总

张立宁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养殖技术研究

朱凝瑜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病害防控技术研究

蔡继晗 高级工程师 温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养殖生产性验证

罗华明 正高级工程师 台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文本校审、修改

李欠掌 高级工程师 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养殖生产性验证

石福明 董事长 黄鱼岛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养殖生产性验证

三、本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要求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技术要求，按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制的。在引用最新科研成果和目前正在实施

的有关标准的同时，密切联系实际，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结

合，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内容和指标制定是以标准编制单位历年来在省内开

展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等技术研究、示范推广的相关成果，参考



国内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大黄鱼养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

我省围栏大黄鱼养殖生产实践经验等。主要内容依据：

1.范围。适用于浅海围栏养殖大黄鱼。

2.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必要的食品安全、水质、饲料卫生、

种质、运输等标准和技术规范。

3. 关于术语和定义。管桩式立柱围网、栅栏式栏网是当前

我省浅海围栏养殖最主要的两种类型，因此本标准对浅海围栏养

殖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并强调了营造仿野生的养殖环境。确定为：

在浅海开放性或半开放性水域利用网衣、桩柱、绳链等工程设施

在海域中圈围形成一定的水面，营造接近于自然生境，从水域空

间、放养密度、饵料来源、养殖周期等各个环节，采用模仿自然

生长的方式，养殖鱼类等水产经济动物的一种水产养殖生产方式。

4. 关于环境条件。

浅海围栏养殖的选址应当考虑：一是适宜养殖生物健康生长，

同时能保障产品品质；二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域空间，又要保

障生产设施安全；三是要有一定流速，尽可能减少残饵粪便沉积，

但又不能过快，影响生长。而且大黄鱼为暖水性近海集群洄游鱼

类，平时栖息较深海区，4~6月向近海洄游产卵，适宜盐度为 18‰

~30‰。长期处于 8℃以下水域环境中，会造成大量死亡，高于

30℃，则摄食量下降；对溶解氧的要求也较高，一般在 4mg/L

以上，幼鱼的溶解氧临界值为 3mg/L 左右，稚鱼则在 2mg/L 左

右，所以人工育苗尤其在养成中特别要注意保持溶氧在 5mg/L

以上，否则易造成缺氧浮头导致死亡。因此我们选择围栏养殖地



址时，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潮流畅通，但大潮时流速不超过

1.5m/s，最好能避开台风正面袭击的外侧岛屿，而且要求在最低

潮时围网内的水位不低于 6m，涨潮时水位保持 8m~10m，最大

水深不超过 15m。同时要求选择海区水温能长期保持在 8℃以上，

溶氧需保持 5mg/L以上，以适宜大黄鱼的生长发育。

5. 关于围栏设施

按当前养殖较多的管桩式立柱围网、栅栏式栏网两种设施进

行规定。

5.1管桩式围网

5.1.1 围网：参考现有标准“岱衢族大黄鱼围网养殖技术规

范”（DB3302/T 163-2018），以材料的可靠性、经济性、普遍适

用性为原则。围网用聚乙烯有节网片制作而成，（近年来有新的

PET聚酯龟甲网 Hopenet半刚性网出现，可有效防止藻类和贝类

附着，亦可考虑。）网线粗 36股~48股，网目 3cm~7cm，围网面

积 1500m2~10000m2，形状宜为长方形或圆形、椭圆形，围网总

高度必须高出该海区最高潮位 1m以上，上口敞开。围网每隔 2m

设横直纲，直纲用直径 1.0cm的纲绳，横纲用直径 0.8cm的纲绳

作为加强筋，底纲用 30kg/m锚链固定纲绳上。

保护网用聚乙烯有节网片制作而成，网线粗 18 股，网目

5cm~10cm，保护网总长度以围网长度而定，总高度与围网高度

一致，上、下杠穿上纲绳。

5.1.2 管桩：浅海围栏养殖设施的主体是由管桩与钢结构组

成，管桩是围栏的主体支撑结构，管桩之间通过钢结构进行链接

和加固，并在管桩上部建设各种功能性平台。实践表明，围栏管



桩的设计原则主要是安全性、经济型、合理性。为了避免管桩施

工引起土的松弛效应和挤土效应对相邻管桩的不利影响，以及群

桩效应对管桩承载力的不利影响，本标准规定“管桩采用覆膜天

然气钢管，一般每隔 5m 设置 1 支管桩，管桩深入海底深度

9m~15m”。浅海围栏平台的建造离不开钢铁材料，对钢材的基本

要求是能有效地进行冷（热）加工、装配、焊接，确保平台安全

可靠，以保证各种功能的有效发挥。本标准规定“在管桩顶部建

设钢结构走廊。底部钢结构采用工字钢和 C型钢、槽钢、角铁，

上铺为玻璃钢隔栅，栏杆高 1.25m，采用成品塑木栏杆，其中中

间“十”字形养殖通道宽度为 1m。”

5.2栅栏式栏网

5.2.1 栏网：栅栏式栏网布局根据养殖海域的使用规划及养

殖管理需要设计制定，布局的整体形式没有固定参照，大多靠近

岛礁（岸）的开放海域，受海域地理局限较小。结合浙江省沿海

地区养殖条件和经验，本标准规定“栅栏式栏网养殖面积在 300

亩以上，形状宜为长方形或圆形、椭圆形，围网有效高度应高出

该海区最高潮位 1m以上”。

5.2.2 栅栏：栅栏式栏网的设计原则主要是安全性、经济性

与合理性。在保障设施整体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布局，任何材料的

选择都要考虑设施的构造要求以获得性价比最高的设计方案。本

标准规定“栅栏式栏网堤面均为中空结构，堤顶两侧设人行通道，

宽 1.6m~2m，用于巡视作业，由栅栏式堤坝、铜合金围网、高性

能纤维保护网、纲绳、固定构件等组成，利用岛间、岛湾天然岸

礁进行建坝拦网组成”。



5.3围栏分割：

3.3配套设施：浅海围栏设施工程要求结构安全、智能管理、

标准化制造，依托于高技术集成的海水养殖设施正朝着信息化、

多样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技术先进的养殖管理平台是深远海养

殖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标准增设“安装监控设施对养殖区域进行

全方位 24h不间断监控，建设水质和气象在线监测设施、实时监

测水质参数和气象参数，建立养殖感知设施、配置探鱼器侦测鱼

群位置和鱼群行为规律，配备网络高清水下摄像机对网衣、结构

紧固件重要部位和节点安全和鱼况实时监控摄像。”基于“互联

网＋”的理念，为围栏设施配备先进的远程信息化管理系统，通

过对养殖设施、装备以及养殖鱼行为的监测，及时对围栏设施内

的生物量进行评估和异常预警，建立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设施化

与数字化标准，实现对大黄鱼围栏设施养殖生产的信息化管理。

6. 关于苗种放养

6.1苗种选择：苗种的质量是决定养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可以直接影响到养殖成鱼产品的质量、生产过程成本以及成品的

整体形象。本标准在苗种选择上参照水产行业标准“大黄鱼 亲

鱼和苗种”（SC/T 2049-2022）。把握种业强基导向，强调“优先

选用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同时要求

进行对苗种进行检疫，尤其对当前危害较大的内脏白点病、刺激

隐核虫病、虹彩病毒病等病原要进行检疫，用于优化苗种选择，

保障苗种质量安全及养殖效益。

6.2苗种运输：苗种运输是深远海养殖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标准在苗种运输上遵循国家标准“活水产品



运输技术规范”（GB/T 36192）。为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标准提

出“运输前需停饲 1d～2d”。苗种运输的密度应与当时当地的气

候情况、水温、运输时间及规格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结合养殖

经验，在确保成活率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运输密度为 30

kg/m3～100kg/m3”。

6.3放养规格：规格应根据围网网目大小确定，以不逃逸为

原则。以我省温州、台州围栏养殖企业生产实际为参考，一般选

用（50~100）g/尾的大规格鱼种，经过 10~15个月的养殖可达到

商品规格（400g以上）。也有选用规格 300g/尾~400g/尾的商品规

格鱼种，经过 4~6个月养殖后上市。部分为商品鱼养殖配套的苗

种，则选用小规格鱼种，即个体全长 7cm、平均 10g/尾，达到商

品小规格即 250g/尾上市。

6.4放养密度：根据调研结果与养殖经验，本标准规定“管

桩式围网放养密度一般为 10尾/m2～15尾/m2，栅栏式栏网放养

密度一般为 10尾/m2以下”，优化了不同养殖模式下不同的放养

密度。

6.5 放养时间：参考现有标准“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规范”

（DB3303/T 019-2020），考虑到我省南北海域达到适宜水温时间

不同，以 4~5月、10~11月，水温 15℃到 25℃为宜。

7. 关于投饲

7.1饲料选择：在围栏养殖生产过程中，投料是最重要的需

要优化管理的任务，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调研发现，饲

料成本通常占养殖运营成本的 50%~75%，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

高质量的鱼，在饲料的选择及管理上至关重要，此外，投喂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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