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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青海湖裸鲤受精卵运输技术规范   

项  目 编 号：         DB63JH-047-2022          

制、修订类型：               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协  作 单 位：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起 草 时  间：     2022年 7月-202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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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年4月13日，由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申请地方标准的立

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征集2022年青海省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号），

批准《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项

目编号BD63JH-047-2022）。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付生云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总负责和起草人
祁洪芳 女 推广研究员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总负责和起草人
俞录贤 男 高级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5 资料整理
柴长凯 男 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5 资料整理
张宏 男 高级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查阅资料及《标准》修改
罗颖 女 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5 资料整理
丰朝晖 男 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6 资料整理
田少锋 男 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6 资料整理
吴艳红 女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查阅资料及《标准》修改
魏盼盼 女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6 资料整理
江华敏 女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6 资料整理
汪洋 女 工程师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吴洪芳 女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汪鹏程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侯永辉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安长珍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井顺龙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王建鑫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李瑾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郭应成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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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梅 女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田文根 男 助工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标准》7 资料整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必要性：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青海湖水位持续下降、产卵场遭到

严重破坏、河道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湖区沼泽面积逐渐减小、

过度捕捞和偷捕滥捞，造成青海湖裸鲤资源下降严重。渔产量由

开发初期1958年的32万吨锐减至1999年的0.26万吨，资源处于严

重衰退之中，已不具备开发能力。裸鲤资源的衰退将严重影响脆

弱的青海湖生态系统，破坏青海湖以“鱼鸟共生”为主的生态平

衡。2021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发出通告，对青海湖实行十年

封湖育鱼。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2002年，根据资源增殖保护的需要，开始青海湖裸鲤

人工放流，至今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已成功向青海湖放流青海湖

裸鲤鱼种1.97亿尾。青海湖渔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导致裸鲤

资源的衰竭，从而对现有生态平衡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并由此

危及湖中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技术人员探索青海湖裸鲤的人工孵

化和苗种培育技术，经过二十余年的工作，现青海湖裸鲤的受精

率、孵化率、苗种成活率均达70%以上，具有年度培育2000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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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种的能力。对裸鲤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苗种培育、饲料配

制、成鱼养殖等基础理论及应用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水

库网箱、大水面增养殖，已产生了明显成效，网箱养殖年增长150

克～200克，大水面粗放养殖27月增长184克，为青海湖裸鲤淡水

人工养殖积累较好的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对实现青海渔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已经十多年的运行，技术成熟，

但缺乏相应的可执行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容易造成操作不

规范、不严格，影响增殖放流效果。为此，特制定《青海湖裸鲤

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十分迫切，也十分必要，对

科学规范的进行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技术、保证放流种质、恢复

青海湖裸鲤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2.意义：

本规范的制定将直接服务于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中，深

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养殖理念，规范的制定将促进青海湖裸鲤

资源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质量关系

到成活率、出塘率以及增殖放流数量。青海湖裸鲤受精卵经过人

工孵化、培育后成长为可以运输的水花鱼苗，而水花鱼苗要从沙

柳河、泉吉河增殖试验站和布哈河、黑马河增殖试验站运往西宁

市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经过一年的培育成长为可以放流的一龄

青海湖裸鲤鱼种。因此，形成一套运输水花鱼苗的规范有助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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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增殖放流数量和质量。同时，对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青海湖

鱼鸟共生生物系统的稳定、阻止荒漠化的延伸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1.前期实验研究（2022年 6月～2022年 8月）

从 2022年 6月起成立的标准化小组，深入基层，在沙柳河、

泉吉河增殖试验站和布哈河、黑马河增殖试验站与西宁市青海湖

裸鲤救护中心之间多次运输，取得数据，并在 8月完成标准草案

稿。

2.收集相关技术标准和资料（2022年 7月～2022年 9月）

技术标准为下列三项：

DB63/T 986  青海湖裸鲤亲鱼

DB63/T 987  青海湖裸鲤鱼苗、鱼种质量标准

DB63/T 1912 青海湖裸鲤受精卵脱粘技术规范

资料为下列两项：

《青海湖裸鲤研究与保护》、《青海湖裸鲤资源监测与淡水全

人工养殖技术》。

3.成立项目组（2022年 5月）

将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提上日程，安排青海湖

裸鲤增殖实验站与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原种场工作人员开展此

项工作，并收集近三年以来的有关数据，成立项目组并且开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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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经验总结、数据收集、撰写总结报告，再进行具体实验。成

员包括常年从事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管理、生产等工作人员，并

具有制定、修订相关标准经验和能力的专业人员，完成了拟稿。

4.重复实验验证（2022年 7月～2021年 8月）

青海湖裸鲤增殖实验站对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进行了多次实

验，通过不同方法的运输，来计算水花鱼苗的成活率从而确定最

佳运输方法。

5.征求意见（2022年 11月～2022年 12月）

在总结、提炼、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开展青

海湖裸鲤人工孵化的实际情况，并按照《青海省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地方标准制定工作规范》的相关规定起草了《青海湖裸

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讨论稿，起草工作小组多次开展集中

研究讨论，对标准文本逐条逐句进行讨论，对标准框架和内容进

一步进行修改完善，于 2022年 12月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和编制说明。

6.征求意见及整理规范送审稿（2023年 2月～2023年 4月）

将征求意见稿送至相关专家，广泛征求和咨询其意见建议，

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并汇总整理形成《征求意见表》。根据各

专家教授、小组成员提出的有效建议，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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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1.制定原则

本规范的制定坚持“先进性、通俗性、实用性、统一性、规

范性”原则，从全面性、简便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

虑，确保标准发布实施后在生产实践中能够得到有效应用。

2.制定依据

本规范的编制依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力求结构严谨、

文字简洁、逻辑清晰、引用文件规范、准确。

结合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实际情况，围绕提高青海湖裸鲤资

源增殖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对放流增殖的全过程进行规范

操作。开展广泛调查研究，根据青海湖裸鲤生活习性、生产实际，

运输苗种的质量状况，影响增殖效益主要因素等制订。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属首次制定，其名称、内

容及指标不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国内其他行业标准、农业行业标

准、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等之间存在包含、重复、

交叉问题。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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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中相关指标的说明

本规范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于生产、实验、测试和验证。

是总结多年来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研究成果的实践经

验，主要技术参数真实可靠。

（1）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来源

依据 DB63/T 986 的规定获取亲鱼；依据 DB63/T 1912 的规

定获取受精卵并孵化。

（2）质量要求

健康无病、游动活泼、体型平直、体色浅灰黑色。

（3）装运工具和材料

水花鱼苗装运中需下列工具和材料：

——塑制水桶，容积 25L为宜；

——塑制水瓢，容积 250ml为宜；

——塑制虹吸管，内径 0.04m、长度 5m为宜；

——鱼苗暂养箱，规格 0.4m×4m×0.25m为宜；

——陶瓷杯，内壁光滑，容积 25ml为宜；

——塑制盆，容积 5L为宜；

——塑制漏斗，上口内径 0.3m为宜；

——鱼苗运输袋，规格 0.3m×0.6m；

——氧气瓶；

——封闭型车厢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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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回弹海绵，规格为 1m×1m×0.01m为宜；

——绒毛地毯，面积 15㎡、厚度 0.01m为宜；

——高弹力橡皮筋；

——原盐。

（4）运输前准备

运输前准备工作：

——装运鱼苗前停食 10h～12h；

——配制浓度为 9%的原盐消毒水；

——鱼苗袋中装入总容积四分之一的孵化用水；

——将育苗缸底部残饵、粪便、杂质进行集中后采用虹吸管进

行处理；

——将鱼苗用陶瓷杯进行随机打样，每缸打样不少于 3次，取

平均数进行计数。

（5）装袋技术流程

——将育苗缸中的水排出总容积的 60%；

——用虹吸管连水带鱼抽入到鱼苗暂养箱；

——在盆中加入 1L～1.5L 的孵化用水，再装入 3 万尾鱼苗为

宜；

——用漏斗将鱼苗装到鱼苗运输袋中，用水瓢加入 250ml原盐

消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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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挤压鱼苗袋排出多余的空气，充满氧气，用橡皮筋扎

封；

——将装好的鱼苗袋暂时平放在地毯上，装袋工作完成后，进

行检查、装运。

（6）运输技术要求

鱼苗运输技术要求如下：

——用高回弹海绵包住车厢内容易刺破鱼苗袋的物件；

——将鱼苗袋摆放整齐、固定、计数；

——运输车辆应平稳行驶，运输时间不超过 5h；

——到达放养池塘后，将鱼苗袋置于养殖池，鱼苗袋与放养池

塘的水温温差不超过±2℃时，将鱼苗缓缓倒入放养池塘中。

（6）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的运输实验开始于 2022 年 7 月 8 日结

束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共计 28 天。共计实验次数 16 次，收集

数据共计 120组，试验方法为控制变量法。检验规则为运输水花

鱼苗到西宁市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时的成活率。

（7）统计数据：

运输距离为 180km～240km,相溶氧、消毒用水浓度一致条件下水花鱼苗的成活率

单袋装入水花

鱼苗（万尾）

到达放养池是

的平均成活率

（%）

鱼苗袋消毒液浓度

鱼苗袋溶氧

1.6 99.7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1.8 99.1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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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每组数据都是以 10 袋鱼苗实验为基础所得出的数据，成活率是由 10 次

实验结果所得出的平均值。

2.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

告。

（1）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属于制定标准，没有可对

比的旧标准。

（2）实验分析

在运输距离、每袋溶氧、消毒液浓度一致的情况下，以单袋

装入鱼苗数量作为变量，将装入鱼苗基点定为1.6万尾，每次实

验以0.2万尾为递增梯度，依次增加直至4.0万尾。

当每袋装入的水花鱼苗控制在3.0万尾以下时，鱼苗到达放

养池的成活率在98.8%～99.7%；当每袋装入的水花鱼苗数量大

2.0 99.0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2.2 98.9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2.4 99.2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2.6 98.8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2.8 98.9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3.0 99.2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3.2 98.4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3.4 95.8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3.6 92.1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3.8 90.2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4.0 87.6 加入 250ml消毒液 充至鱼苗袋完全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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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0尾时，鱼苗到达放养池的成活率在87.6%～98.4%，并且成

活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3.综述报告

通过控制变量法实验得知：当水花鱼苗单袋运输量为≤3.0

万尾时，水花鱼苗到达放养池时的成活率较为稳定，成活率较高

是最有效的运输方法。

六、重大意见分歧、预审处理依据和结果

1、重大意见分歧处理依据和结果

对于科研、生产、管理等各方面专家提出的意见，按照标准

编制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协商解决。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征求了青海大学、青

海省渔业技术推广中、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的

意见，将相似建议进行合并，共发放征求意见函（5）份，收到

意见（5）份，按照意见进行了修改。共征集意见建议（19）条，

其中采纳（19）条，未采纳（0）条（见表3），无重大意见分歧。

表3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处理表

序 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未采纳理由

1 4.1、4.2

水花鱼苗来源依据 DB63/T 986的规定获取亲鱼；依据 DB63/T 1912

的规定获取受精卵。受精卵人工孵化平游后一周的鱼苗,体长在

0.9cm～1.7cm。

采纳

2 2 DB63/T 987  青海湖裸鲤鱼苗、鱼种质量标准未见引用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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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未采纳理由

3 6  b） 建议改为：b)将鱼苗进行随机打样，每缸打样不少于 3次 采纳

4 6 建议改为：e)根据平均数计算出每袋装鱼苗 3万尾所需杯数。 采纳

5 5 建议各类工具按装袋、运输中使用的前后次序排列，且表述统一。 采纳

6 2 DB63/T 986建议改为 DB63/T 986-2011 采纳

7 2 DB63/T 987建议改为 DB63/T 987-2011 采纳

8 2 DB63/T 1912建议改为 DB63/T 1912-2021 采纳

9 4.1 DB63/T 987未见引用建议删除 采纳

10 5
“绒毛地毯 1块，面积大于 15㎡”面积单位应改为 Times New Roman

格式“㎡”
采纳

11 8
若有必要建议将养殖池水少量多次且缓慢注入鱼苗袋，适应 5min后，

将鱼苗缓慢倒入养殖池中。
采纳

12 5 容量单位统一改为 L或 ml 采纳

13 2 DB63/T 987未见引用建议删除 采纳

14 5

原盐50kg；这种描述是否准确，运输多少鱼苗需要50kg，还是给

出原盐的大体浓度，而且原盐是试剂材料，不属于工具。建议改为 “5 

装袋、运输工具及材料”，40cm×400cm鱼苗集存装置1个；这个装置

是什么，简单描述形状，40cm×400cm只有长宽，没有高度。高回弹

海绵若干，规格为100cm×100cm。只有长宽，没有厚度

采纳

15 8 运输距离 180km～240km；超过这个距离怎么办，需要有补充的手段 采纳

16 8
鱼苗袋水温 13±2℃，建议补充说明冬季和夏季运输时如何控制温

度
采纳

17 7 用水瓢加入 250ml的原盐消毒水，建议说明具体盐浓度 采纳

18 7
在盛有水的盆中打入 3 万尾鱼苗，建议说明适宜的具体鱼苗密度范

围。
采纳

19 6

a)将育苗缸底部残饵、粪便、杂质等进行清理。咋清理，用什么工

具，方式

b)将鱼苗进行随机打样，每缸打样≥3 个。咋打样，用什么工具，

方式与下面的内容衔接不紧密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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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审处理结果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初稿起草完成后，并

邀请了青海大学、西南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渔业技术推

广中心相关单位的专家，对起草稿件进行了预审，预审处理结果

如下：

表4 地方标准预审阶段意见处理表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1 “水花鱼苗装袋工具、材料、运输前准

备”改为“水花鱼苗装运工具和材料” 采纳

2 2 加入引用文件 DB63/T 987 高强 采纳

3 3 定义中加入“原盐”和“水花鱼苗” 采纳

4 4.1 将“全长 0.9cm～1.7cm”加入到水花鱼

苗定义中

采纳

5 4.2 加入“质量要求：健康无病、游泳活泼、

体形平直、体色浅灰黑色。”

都玉蓉

采纳

6 5 改为“——塑制水桶，容积 25L 为宜；

——塑制水瓢，容积 250ml 为宜；

——塑制虹吸管，内径 0.04m、

长度 5m 为宜；

——鱼苗暂养箱，规格 0.4m×4m

×0.25m为宜；

——陶瓷杯，内壁光滑，容积

25ml 为宜；

——氧气瓶；”

唐洪玉 采纳

7 6 将英文字母项格式统一为“——” 采纳

8 6 按照流程进行排序 采纳

9 7 将英文字母项格式统一为“——”

李柯懋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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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待鱼苗袋中的水温与放养池塘中的

水温”改为“鱼苗袋与放养池塘的水温” 采纳

11 将全文字体进行统一格式 陈付菊 采纳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预审环节征求了青

海大学、青海省渔业技术推广中、西南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相关

单位的意见，将相似建议进行合并，共征集意见建议（11）条，

其中采纳（11）条，未采纳（0）条（见表4），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实施

做好宣传工作。本标准发布后，应及时在青海湖裸鲤生态保

护区域进行宣讲贯彻，并同时积极宣传《标准化法》和《标准化

法实施条例》，增强有关管理机构的标准化意识。

加强技术培训。运输单位技术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提高行

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规范实施水平，充分发挥本技术规范的示范带

动作用，推动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增殖放流向规范化、标

准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

2.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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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单位提供了统一的苗种质

量标准，有利于引导放流单位按标准规范生产，提高放流苗种质

量。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中无涉及有关专利情况。

九、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根据专家评估，增殖放流对青海湖资源的贡献率为 23%，为

此，每年放流 2000万尾裸鲤鱼种，则在湖中有 460万尾增殖鱼

类，5年以后每尾重 250克，有 1150吨鱼，按青海省价格认证，

每吨按 40万元计，产值为 4.6亿元。通过本规范的推广使用，

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规模扩大，潜在的经济效益显著。 

2.社会效益

本规范提高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的成活率，增殖放流规

模扩大，数量增加，对青海湖渔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渔业资源的

恢复起到积极作用。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天然种质资源，是青

海水产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用工程措施进行青海湖裸

鲤原种亲本保存、人工受精、孵化、大规格鱼种培育、增殖青海

湖渔业资源，对青海湖“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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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及生态效益。

《青海湖裸鲤水花鱼苗运输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

组 

二〇二一年五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