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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湾花螺

Fengjiawan Babylonia areo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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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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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文昌市水产养殖协会，海南省标准化协会，中丰

沃水（海南）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旋达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文昌会文涌成水产养殖厂，文

昌市聚兴群种苗养殖基地，文昌溢丰水产养殖合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蒲利云，涂志刚，沈铭辉，夏光远，代晨

本文件协助起草人：赵德强，王能，杜磊，陈春玲，阮勇军，彭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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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湾花螺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冯家湾花螺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养殖环境、养殖技术、质量要求、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冯家湾花螺”地理标志产品的冯家湾花螺活体和非活及其包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6544 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通用要求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NY/T 4169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指南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SC/T 1132 鱼药使用规范

SC/T 3035 水产品包装标识通则

SC/T 7015 染疫水生动物无害化处理规程

DB46/T 95 方斑东风螺苗种繁育技术规程

DB46/T 96 方斑东风螺养成技术规程

DB46/T 475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冯家湾花螺（Fengjiawan Babylonia areolata）

花螺，学名称方斑东风螺（Babylonia areolata），属软体动物门，腹足纲，蛾螺科，东风螺属

（Babylonia）。冯家湾花螺，指在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范围内，采用水泥池工厂化养殖模式，且质量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花螺。

4. 保护范围

冯家湾花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地域范围为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东郊镇、龙楼镇、昌洒镇、

锦山镇、冯坡镇、翁田镇、铺前镇、和文城镇清澜区域，共 9个镇 33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34′～111°03′，北纬 19°23′～20°10′。（见附录 A）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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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养殖环境

养殖场址周围无污染源，交通、供电便利；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11607的规定，生态环境良好；

附近海域海水盐度为 25～33，水温为 18 ℃～32 ℃，取水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 NY 5052的要求。

5.2 养殖技术

养殖技术见附录 C。

5.3 质量要求

5.3.1 大小规格

根据目前花螺商品销售市场要求，以不同大小孔径的筛网或带孔塑料筐进行筛选，按大小规格

从 100 粒/kg至 140 粒/kg 逐渐分等级，数量小于 100 粒/kg的商品螺为优等品，数量为 100 粒/kg～

140 粒/kg范围内的为合格品，合格品根据大小规格可分为一至四个等级，数量大于 140 粒/kg为次

等品，见表 1。

5.3.2 外壳色泽

以外壳完整，斑块清晰，壳面光滑及壳色鲜艳等特征为合格品或优等品；以外壳不完整，外壳

斑块不清晰，壳面粗糙，壳色较浅或发黑等特征为次品，见表 1。

5.3.3 活力或饱满度情况

以商品螺活动力较强，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等特征为合格品或优等品；以商

品螺活动力较差，腹足部伸缩迟缓或肉质不饱满特征为次品，见表 1。

表 1 花螺等级分类表

规格（粒/kg）商品螺特征描述 等级

100 以下 活力良好，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外壳完整、光滑，

壳色鲜艳，斑块清晰。
特等级

100～110 活力良好，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外壳完整、光滑，

壳色鲜艳，斑块清晰。
一等

110～120 活力良好，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外壳完整、光滑，

壳色鲜艳，斑块清晰。
二等

120～130 活力良好，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外壳完整、光滑，

壳色鲜艳，斑块清晰。
三等

130～140 活力良好，腹足部正常、伸缩迅速有力，肉质饱满；外壳完整、光滑，

壳色鲜艳，斑块清晰。
四等

任何规格 腹足部伸缩迟缓或肉质不饱满；外壳不完整或粗糙，壳色不鲜艳或发

黑、斑块不清晰。
五等

5.3.4 安全指标

花螺产品的安全指标要求符合 GB 2733-2015、GB 31650-2019和 GB 31650.1-2022的规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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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见表 2。

表 2 花螺检测指标

检测项目 标准(μg/kg)

孔雀石绿（含无色孔雀石绿） 不得检出，≤1.0

氯霉素 不得检出，≤0.3

氟喹诺酮类（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洛美沙星） 不得检出，各分项≤2.0

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

物及呋喃妥因代谢物）
不得检出，各分项≤1.0

甲砜霉素 ≤50

氟苯尼考（含氟苯尼考胺） ≤100

磺胺类（包括磺胺噻唑、

磺胺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甲基异噁唑、磺

胺多辛、磺胺异噁唑、磺胺喹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间二甲

氧嘧啶、磺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等 12 种）

总量≤100

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恩诺沙星） 总量≤100

6．检验方法

6.1 感官

在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将样品在离水状态下，放置在洁净白色水瓢或不锈

钢工作台上，逐项检查其大小规格、外壳色泽及活力或饱满度等特征。

6.2 安全指标

安全指标检验方法，按表 3检验方法执行。根据安全指标和生产档案进行精准检验，

检验合格的，开具检验结果报告单；检验不合格的，集中销毁处理。

表 3 花螺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孔雀石绿（含无色孔雀石绿） GB/T 19857-2005 或 GB/T 20361-2006

氯霉素 GB/T 20756-2006

氟喹诺酮类（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
洛美沙星）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或 GB/T

20366-2006

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

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及呋喃妥因代谢物）

农业部 783 号公告-1-2006 或 GB/T

21311-2007

甲砜霉素 GB/T 20756-2006

氟苯尼考（含氟苯尼考胺）
GB/T 20756-2006、GB 31658.5-2021 或 GB

31656.16-2022

磺胺类（包括磺胺噻唑、

磺胺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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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胺甲基异噁唑、磺胺多辛、磺胺异噁唑、磺胺喹

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间二甲氧嘧啶、磺

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等 12 种）

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恩诺沙星）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或 GB/T 20366-2006

7．检验规则

7.1 检验批次

同一养殖场、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一规格、同一天包装的花螺作为一个检验批

次。

7.2 抽样方法

抽样检验按 GB/T 30891规定进行。

7.3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必须进行出厂检验，凭检验合格证入库或出厂。

7.4 判定规则

7.4.1 所检项目中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允许加倍抽样将此项指标复验

一次，按复验结果判定本批产品是否合格。

7.4.2 所检项目中若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标不符合规定时，则判本批产品不合格。

8．产品追溯

8.1 生产档案管理

建立独立完整的花螺养殖生产记录档案，如实记录养殖池的编号和数量，养殖过程

中使用的饵料、药品、微生态制剂和动物保健产品等的名称、规格、来源、用法用量以

及使用日期等，记录花螺收获的日期，数量及销售去向，并与追溯体系衔接。养殖生产

档案保存时间不少于 2年。

8.2 质量安全管理

产品上市前应按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测，抽样检测按 GB/T 30891规定进行，主要

检测指标为孔雀石绿（含无色孔雀石绿）、氯霉素、氟喹诺酮类（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培氟沙星、洛美沙星）、甲砜霉素、氟苯尼考（含氟苯尼考胺）、磺胺类（包括磺胺噻

唑、磺胺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甲基异噁唑、磺胺多辛、磺胺异

噁唑、磺胺喹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间二甲氧嘧啶、磺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

等 12 种）及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等。检测合格的产品附上产品商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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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识等。检测不合格的产品根据规定处理。

9.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9.1 包装

9.1.1包装要求

严密包装，正确标贴，不应漏水、滴水、渗水和散发不良气味。能承受气温和气压

的突然变化，具有一定的抗压强度，保证在正常运输过程中不会损坏。每件产品运输包

装件的重量不宜超过 35 kg。

9.1.2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应选用泡沫箱、聚氯乙烯贴布革水产袋、聚乙烯塑料袋、胶带及其他辅助

材料。

9.1.3包装方法

将降温处理的商品螺放入聚氯乙烯贴布革水产袋或聚乙烯塑料袋并扎紧，再放入泡

沫箱内，泡沫箱箱盖用胶带将四边密封。

9.2 标识

根据包装分级贴上或附上对应等级标识。包装标识按 SC/T 3035规定执行，并统一

附上“冯家湾花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商标或标识。

9.3 运输

根据运输距离，市场要求等确定运输方式。在泡沫箱内加容积为 550 mL/瓶的冰袋

或冰瓶 4～8个保持低温条件。若需航空运输，参照 GB/T 26544要求执行。

9.4 贮存

花螺活体运输至目的地后，应及时清理出死亡的个体，并放入清洁海水中暂养贮存，

保持增氧，水温控制在 20 ℃～25 ℃。水质应符合 NY 505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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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冯家湾花螺地理标志产品地域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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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花螺生产管理档案

表 A.1 养殖投入品档案记录表

序号 饵料品种（厂家）采购地点和数量使用情况 废弃物回收 记录人

序号 渔药品种（厂家）采购地点和数量使用情况 废弃物回收 记录人

序号 其它品种（厂家）采购地点和数量使用情况 废弃物回收 记录人

表 A.2 养殖生产工作档案

时间 天气 水温 亚硝酸 氨氮
补水、流水

或换水情况
投饵情况 用药情况 生长情况 记录人

表 A.3 商品螺销售档案记录表

销售日期 批次 类别 数量 包装情况 收购商 销售价格 记录人



10 / 13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花螺养殖技术

1.养殖设施

1.1 养殖池

商品螺养成池，为室内或室外的圆形或方形池，以池深0.7 m～1.0 m、面积为10 m
2
～15 m

2
为宜，

池底铺有专用塑料底板，再铺设60 目筛绢网，筛绢网布上面铺设厚度为5 cm～6 cm的砂层，砂粒径

0.1 cm～0.3 cm。池内配有进水管、排水管和曝气石，气石数量为0.5 个/m
2
～1 个/m

2
。泥东风螺亲

本培育池需要配置附卵器。室内池通过玻璃窗和窗帘控制光线，水面光照强度小于1500 lx。室外池

弧形顶篷最低弧度高为2.0 m，遮阳网遮光率为50%～75%以上。

1.2 供水、供气及供电系统装置

1.2.1供水系统

取水水源通过海边沙滤井或近海取表面水获得，供水系统包括抽水设备、沉淀池、过滤池、供

水管道、控制器开关及紫外杀菌器或臭氧机消毒设备等，供水量根据养殖场正常运行后，保证除育

苗池外所有养殖池日流水量达到6 倍以上。

1.2.2供气系统

供气设备包括罗茨风机或空气压缩机、PVC管道、阀门等，通过在池底设置纳米孔增氧或连接气

石增氧。根据育苗和不同养殖阶段用气量的大小，确定增氧设备的功率及纳米孔增氧管或气石的使

用量，使养殖水体溶解氧达到5 mg/L以上。

1.2.3供电系统

供电设备包括变压器、发电机、连接电线、配电箱及控制开关等，根据场地规模的大小及配置

的主要仪器设备，配置适合的供电系统，保证电压的稳定性。

1.3 养殖尾水处理系统

养殖尾水经过物理及生物等技术处理后达标排放，即经过沉淀池沉淀、沙滤及生物滤池吸收后

再排放。排放的尾水应符合DB46/T 475的规定。

2. 投入品管理

2.1 基本要求

农业投入品的选择、使用和管理应遵守以下规定：

——所有养殖投入品应统一购买、统一供应、统一管理、统一处置；

——应选购具有合格证明的渔药、饵料、种苗、管具及网具等养殖投入品，购买时检查投入品

的产品批号、标签标识；

——不应采购“三无”（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产品批准文号）、质量差、批准文号过

期的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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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购买、使用、储存国家禁用的养殖投入品；

——购买后应索取并保存购买凭证或发票，采购数量较大时宜签订采购协议；

——变质和过期的投入品做好标识，隔离禁用，并安全处置；

——妥善回收苗袋、饵料、渔药包装等废弃物；

——做好养殖投入品使用管理档案记录。

2.2 饵料

选择饵料投喂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使用藻粉和虾片等配合饲料时，要求从正规厂家选购；

——使用鲜活单胞藻和卤虫等生物饵料时，鲜活单胞藻要求藻液颜色正常、无沉淀和附壁；卤

虫要求使用冷冻卤虫无节幼体。

——使用冰冻或新鲜蟹、鱿鱼、牡蛎及杂鱼等冰鲜饵料时，应避免投喂腐烂或被污染的饵料，

且使用前应先用淡水浸泡解冻，消毒和洗净后再投喂。

2.3 药品

选用绿色、环保的渔药，严格掌握使用剂量和投喂次数，使用方法应符合SC/T 1132的规定。漂

白粉、二氧化氯及聚维酮碘等消毒剂应按NY 5071规定使用。

2.4 非药品

2.4.1微生态制剂

选用绿色、环保的微生态制剂，有效活菌含量不少于2×108 CFU/mL(g)，使用前应先活化。

2.4.2动物保健产品

定期使用动物保健产品，使用维生素类及多糖类等产品时，要求从正规厂家选购。

3.养成技术

3.1 苗种选择

苗种的选择，要求规格整齐，壳形完整无破损；斑块清晰，色泽鲜艳；活动力强，摄食力强。

3.2 投放前准备

培育池及设施消毒处理：养殖池底铺板、铺网及铺沙后，装上气管和气石，水池先加水浸泡，

再使用20 mg/L～40 mg/L的高锰酸钾或200 mg/L漂白粉进行消毒，48 h后排干消毒水冲洗干净。

水环境条件：养成池消毒处理干净后，加入养殖用的海水，水深20 cm～40 cm。养殖环境以水

温为20 ℃～30 ℃、盐度为20～33、pH值为8～8.4为宜。养成池与螺苗池盐度差小于5，24 h内逐渐

过渡的盐度差不应超过3～5。

3.3 螺苗投放

壳高为0.4 cm～0.6 cm的螺苗，按1500 粒/m
2
～1800 粒/m

2
的密度均匀撒播于养殖池中。

3.4 商品螺养殖

3.4.1 饵料投喂

养殖前期：刚放养的螺苗继续以牡蛎为过渡饵料，3 d～5 d 后逐步更换为冷冻或冰鲜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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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投饵 2 次，日投喂量为螺体重的 8%～10%；

养殖中期：个体数量400 粒/公斤～1200 粒/公斤时，日投饵1次，日投喂量为螺体重的5%～8%；

养殖后期：个体数量小于400 粒/公斤时，隔日投饵或连续投饵2 d～3 d停料一天，日投喂量为

螺体重的3%～5%。

以上投喂次数具体根据养殖条件、管理技术、天气及环境等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投喂量

以投饵后0.5 h内摄食完为宜。具体投喂见表1。

表 1不同养殖阶段投喂次数及投喂量

养殖阶段 数量（粒/公斤） 投喂次数 日投喂量

养殖前期 大于1200 2次/日 8%～10%

养殖中期 400～1200 1次/日 5%～8%

养殖后期 小于400 隔天或2-3日停一天 3%～5%

3.4.2 日常管理

养成期间，日换水量达到6 倍以上，每日观察螺苗摄食、生长发育及水质变化情况，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饵料调整及水质调控。定期投放活菌等有益微生物稳定培育水体和底质环境。巡池观察记

录按DB46/T 95的方法进行。

4.病害绿色防控

4.1 防控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坚持以生态调节为主，科学用药为辅，有效降低东风螺

养殖病害发病率。

4.2 防控对象

东风螺的常见病害主要包括由弧菌引起的“翻背症”、“肿吻症”以及“急性死亡症”等。

4.3 防控措施

4.3.1 苗种检疫

选用苗种应经过严格检疫，确保不含病毒或病原在安全范围内。

4.3.2 环境调控

投苗前，做好养殖场全面消毒工作，利用氯制剂、碘制剂等消毒剂对养殖车间进排水管、养

殖池、砂层、养殖用具和过道等进行消毒。

4.3.3 科学用药

药饵（投入品）使用：在养殖过程中，定期使用乳酸菌拌料投喂，改善养殖螺体内消化系统

菌群；使用微生态制剂，如定期全池泼洒芽孢杆菌、光合细菌，改善养殖水体和底质环境；定期消

毒：定期使用氯制剂、碘制剂等常用消毒剂对养殖水体及使用工具等进行消毒，定期监测水质、螺

体、砂层以及饵料中弧菌的数量，确保水体弧菌数量控制在 103 CFU/m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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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期预防：遇到季节交替或者天气异常时，提前做好应激处理，使用多糖多维拌料投喂，

提高螺体免疫力；若发生病害，应尽早分离、鉴定病原菌，筛选敏感药物，科学合理用药；

病害发生处理：哈维氏弧菌和塔式弧菌爆发前期，可以使用盐酸多西环素或恩诺沙星拌料投

喂，降低病害的发生率；爆发期不再使用抗生素等药物治疗，主要通过加大换水量，及时改善水质

等生态措施进行处理。

4.4 病死螺的无害化处理

病死螺无害化处理方法参照SC/T 7015规定执行。

5.采收及商品化处理

5.1 采收方法

采收方法有过筛法和诱捕法，按DB46/T 96规定执行。

5.2 商品化处理

采收的东风螺应先充分清洗干净，浸泡于10 ℃～15 ℃的冰海水中降温处理3 min～5 min，捞

出晾干3 min～5 min，再按大小规格、外壳色泽及活力或肉质饱满情况等要求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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