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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渔场建设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渔场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场地选择、设施与设备、人员配备与制度建设、

融合发展等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海、淡水地区的数字渔场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NY/T 3616 水产养殖场建设规范

SC/T 1132 渔药使用规范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数字渔场

是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通过数字化设施装备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对养殖

管控、质量追溯、企业管理等进行数字赋能，实现企业价值链和竞争力提升的新型水产养殖组织单元。

4 建设原则

以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水产养殖龙头企业或家庭农场为基础，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安

全化、精益化发展为目标，以陆基工厂化养殖、池塘工程化养殖、浅海设施化养殖等模式为重点，遵循

经济性、兼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为原则，因地制宜，分级分步推进数字渔场建设和迭代升级。

5 场地选择

新建数字渔场应符合NY/T 3616的要求，在当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养殖区内，交通便利、通讯方

便、水源充足、供电设施齐全，附近无污染源的场地，水质应符合GB 11607标准的规定。也可在现有规

模化水产养殖场的场地上进行改造提升。

6 设施与设备

6.1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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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水产养殖品种的生长特性和需求，因地制宜建设能够为养殖各阶段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的设施，重点包括保温大棚设施、标准化、宜机化池塘设施、集约化池塘设施、工厂化设施、浅海围栏

围网及深水网箱设施，并配套有网络宽带设施，以及满足渔场最大负荷用电需求的电力设施和应急发电

系统。

6.2 养殖设备

6.2.1 供水设备

根据养殖水源情况，宜配有管道压力泵、深井泵或水泵等，能够自适应调控供水量，保证养殖用水

供应。

6.2.2 增氧设备

根据不同养殖模式、养殖密度和养殖阶段需求，配置相应增氧装备，主要包括有罗茨风机或旋涡风

机等曝气增氧设备或底增氧设备，叶轮式、水车式或浪涌式增氧机械，以及制氧机、液态氧以及相应的

气水混合装置。每亩配置并常规使用高效增氧设备功率在 1.5 千瓦以上，并有 20%备用增氧设备为宜。

增氧装备应接入至控制系统。

6.2.3 投饲设备

根据不同养殖模式、养殖密度和养殖阶段需求，配置相应的饵料制备机与投饲机，投饲机应具备定

时、定量功能，条件成熟的可选配智能型投饲机，并应接入至控制系统，或投饲机自带配有数据通讯功

能的控制系统。

6.2.4 防疫设备

配备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防疫设施设备，消毒池、隔离区、养殖区、无害化处理区等需单独建立。

需建有疫病检测实验室，并配备显微镜、离心机、培养箱、PCR仪等疫病或重大病害检测仪器设备，或

配置快检仪器设备。

6.2.5 生物净化设备

根据养殖系统水体大小和生物承载量，应配置微滤机等固液分离装置，去除养殖系统中水体中残饵、

粪便等固体颗粒物；配置生物处理器、紫外杀菌管、臭氧发生器、蛋白分离器（海水）等装备，处理养

殖水体中有机质、氨氮和亚硝态氮等可溶性有毒有害物质。净化设备需接入控制系统，或其自带配有数

据通讯功能的控制系统。

6.2.6 消杀设备

养殖器械、用具需对应配置杀菌消毒清洗系统。养殖车间进出口处配置可对人员与物资进行消毒的

装备。

6.2.7 其他作业设备

结合养殖模式、品种、规格，可配置真空式吸鱼泵、离心式吸鱼泵或螺旋式起鱼机等捕捞装备，辊

道式分鱼机或转盘式分鱼机等鱼类分级装备，管道式计数器或平板式计数器等鱼类计数装备。浅海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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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网、深水网箱设施需配置水下机器人，可自主进行死鱼回收、网衣清洗、网衣提升、活鱼驱赶、捕捞

收获等操作。

6.2.8 控制系统

配置具备对单台或多台养殖装备控制功能的控制柜，具备手动/自动/远程控制模式，同时具有数据

通讯功能。

6.3 感知设备

6.3.1 养殖水质感知设备

养殖系统应配置水质监测传感器，监测水温、溶氧、盐度、pH等水质指标。结合不同品种养殖过程

中核心关切的如氨氮、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水质指标，选配相应水质传感器。

6.3.2 养殖生物感知设备

根据养殖模式与场区规模，可选配水下摄像头等生物感知装置，获取养殖生物的分布、数量、体征、

摄食强度、行为轨迹等数据，并具备数据通讯功能。

6.3.3 外部环境感知设备

养殖车间内配置空气温、湿度传感器，养殖园区内可选配气象站，可采集气温、气压、湿度、降水、

光辐照度、光照、风速、风向等外部环境数据。

6.3.4 养殖尾水监测设备

配置养殖尾水监测传感器。养殖尾水排放需满足SC/T 9101或SC/T 9103标准的要求，或经处理后循

环使用。

6.3.5 视频监控设备

数字渔场的工作区域、生产区域、生活区域等实现全程视频监控，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6.4 数字化管控平台

6.4.1 数据传输

建有互联网络，配置宽带网络/4G/5G/NBIOT/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覆盖养殖场区内相应控制节点。

渔场内数据传输局域组网，根据各养殖装备、感知装置与控制节点间距离，选择有限或无线方式进行局

域组网，满足控制节点与各装备单元通讯功能。

6.4.2 管控平台

平台应录入渔场的日常管理、投入品使用、捕捞销售等各环节全数据，可以对渔场内的养殖装备和

感知装置进行实时监测、报警、分析与管控，饲料使用应符合GB 13078标准规定，渔药使用应符合SC/T

1132标准规定。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产出的水产品与“浙农码”、“浙食链”对接赋

码，水产品生产与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

6.4.3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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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场相关数据需在管控平台上存储 2年以上，并做好软件安全、设备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

信息安全防护，构建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的一体化管控体系。有条件的数字渔场要与本级和省级产业大

脑对接共享，实时推送位置信息、生产运行状况、产量产值等数据，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7 人员配备与制度建设

7.1 技术人员配备

数字渔场应强化数字化、应用管理人才的培养，配备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确保数字化设施装备和

管理平台有效运行。

7.2 制度建设

数字渔场需围绕人员、设备、投入品、过程、环境和数据等风险要素，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严格按

照养殖设施装备、感知装置说明要求，规范操作、维护流程，落实岗位责任，保证数字渔场有序高效运

行。

8 融合发展

数字渔场具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等产品质量认定证书，实

现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融合化发展，辐射带动共同富裕。通过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和企业数字化转

型，驱动数字渔场向未来渔场迭代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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