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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2-Z-088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 12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渔业协会

观赏生物分会、海南蓝泰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六）标准起草人：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吴钟解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所长 

副研究

员 
负责承担项目的总体任务 13307669682 

2 周智 海南大学 副院长 研究员 
负责标准的工作流程、珊瑚礁生态诊断

和修复可行性评估、部分附录 A、附录 B 
18876992599 

3 王道儒 
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 
副校长 研究员 负责标准校稿 13907582379 

4 李元超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主任 

副研究

员 

负责标准的生态调查、部分珊瑚移植、

部分监测评估 
13637553830 

5 黄丁勇 
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 
技术员 

副研究

员 

负责生态修复后期维护与跟踪监测部分

的编写 
15960280535 

6 郑新庆 
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 
站长 研究员 

负责修复可行性评估与生态修复后期跟

踪监测部分的编写、部分附录 A、附录 B 
18959203112 

7 蔡文启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技术员 

助理工

程师 

负责整理编辑标准、负责术语和定义、

部分珊瑚礁生态调查、部分珊瑚移植方

案编写、部分附录 A、附录 C 

18189853571 

8 刘兆群 海南大学 教师 教授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18042638097 

9 刘维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副所长 

高级工

程师 
负责海洋牧场生物功能恢复部分工作 13648612823 

10 吴程宏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技术员 工程师 负责海洋牧场生物功能恢复部分工作 13086096941 

11 郁强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 
技术员 

助理工

程师 
负责收集整理送审意见 15006291578 

12 杨超杰 
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 
教师 教授 负责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礁体修复建设 18789005650 

13 邢大禹 
海南建功海洋

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工程师 负责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施工 18601268833 

14 翁文明 
海南椰林坡实

业有限公司 
经理 工程师 负责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功能生物恢复 13368906333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本标准的编制补充了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技术规范，标准的建立有利于

规范我省海洋牧场的珊瑚修复、珊瑚种质保护、礁体建设等建设技术实施，避免

不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以及不规范的施工和管理，减少对退化珊瑚礁生态系统在修

复过程中的二次破坏，提高海洋牧场珊瑚礁生态修复效率。 

本标准的编制在于综合推进我国退化珊瑚礁的生态修复与海洋牧场建设技

术的应用发展，建立基于海洋牧场的珊瑚礁资源保护和修复模式，规范我省珊瑚

礁型海洋牧场科学选址、布局、建设、评价和管护，提高我省在珊瑚礁型海洋牧

场建设技术的标准化程度。形成的标准对于构建海洋牧场和恢复珊瑚礁生态功能

具有重要技术指导，有利于提高我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海

洋经济。 

我国的南海海域面积广阔，拥有得天独厚的岛礁资源与环境优势，具有巨大

的开发利用潜力。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提出，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

一步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之下，海南省正逐步推进南

海岛礁珊瑚礁资源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海洋牧场建设是集生境修复、资源养护、

休闲渔业和景观生态于一体的渔业生产新业态，可实现海洋经济开发、社会发展

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并行，但目前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仍相对滞后。倘若能充分利用南海热带岛礁海域的资源与环

境优势，大力发展热带海洋牧场珊瑚礁资源的恢复与修复工作，将是南海实现“海

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二）编制过程简介 

2022 年 6 月 29 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与海南建功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承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委托的《海南省珊瑚礁资源养护型海洋牧场规范及标

准建设》项目，根据项目要求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成员有吴钟解、周智、王道儒、

李元超、黄丁勇、郑新庆、蔡文启、刘兆群、刘维、吴程宏、杨超杰、郁强、邢

大禹、翁文明等。 

标准起草过程：分析总结国内外珊瑚礁资源恢复与修复相关理论与实践成

果，梳理制定珊瑚礁资源恢复与修复工作流程，开展珊瑚礁资源恢复与修复主要

内容及可行性论证的研究；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化工作导则等文件，组织

起草标准及其编制说明，开展分界洲珊瑚礁生态修复实验验证、清澜港 5000 吨

级航道扩建填海造地珊瑚礁修复验证和万宁乌场一级渔港珊瑚移植修复验证；针

对标准中涉及的框架及其关键要素，进行专家咨询和研讨，汇总和整理珊瑚礁资



源恢复与修复的主要目标、主要标准、工作流程等修复。完成《珊瑚礁型海洋牧

场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情况：2023 年 7 月，由起草单位牵头负责通过函审征求专家意见，

共向 5 个有关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有代表性的标准利益方发函征求

意见。截止 2023 年 9 月，征求意见收到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浙、江海洋大

学共 5 家单位的回函，共 58 条意见，最终采纳意见 49 条，补充说明意见 2 条，

未采纳意见 7 条。 

审查情况：2023 年 9 月 8 日，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

省 2022 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要求，召开海南省地方标准

专家征求意见会，来自海南大学、海南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等 4 单位专家组成审查组，审查组认审阅了相

关材料，经质询和讨论，提出了修改建议，并一致认为，《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

设指南》建议修改完善后报批。于 2023 年 9 月形成标准报批稿 

报批情况: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做了修改和完编制说明及其他

相关文件，报至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本标准涉及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共有 5 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尊重自然属性、顺应自然属性性、保护自

然属性性、生态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依据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 年）》、《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管理工作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

定》和《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是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细化和补充。与本标准密切相关的几个标准的关系如下： 

（1）《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规定了珊瑚礁

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及技术要求，该标准着重珊瑚礁多营养层次的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对珊瑚礁生境（人工和自然）以及通过增殖放流的方式等进行综合规

范。总体，本标准编制注重规范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建设，更具典型性。 

（2）《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指南》规范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

以及效果评估的标准，规定了与珊瑚礁生态修复效果密切相关监测指标，本标准



虽引荐了《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指南》中的大部分关键监。测指标作

为调查评估的评估指标，但本标准效果评估根据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关键效果指

标进行赋值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较好的规范了珊瑚礁型海洋牧场

的评估指标、方法和效果。 

（3）《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规定了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程序、

本底调查、建设选址、建设类型和建设规模、技术方法、监测与评价、维护与管

理等技术要求，本标准虽与该文件类型一致，但本标准是依据海南省环境特征，

结合长期的实践，总结出的更有可实施性的地方性标准。 

因此，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术指标、参数试验验的论述 

1. 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工作流程、

建设目标、生态诊断、可行性分析、实施建设、效果评估、维护管理、附录组成。 

2.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目标设立、生

态诊断、可行性分析、实施建设、效果评估、维护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涉及的内容主要参照： 

GB/T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本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GB/T 40946 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 

GB/T 41339.1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总则； 

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 

HY/T 082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序号 术语 常用术语定义说明 

1 海洋牧场 参照《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来源》定义 3.1 海洋牧场 

2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 参照《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定义 3.1 海洋牧场珊瑚礁 

3 功能生物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黄晖和张浴阳 2019）珊瑚礁的功能生物 

4 功能生物恢复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黄晖和张浴阳 2019）珊瑚礁修复功能生物 

5 人工礁保存率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7.5.3 人工礁

保存率 



（3）术语和定义 

（4）基本原则 

参照本文（三）1.本标准涉及的基本原则。 

（5）工作流程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的工作流程主要是将 GB/T12763 海洋调查规

范、HY/T 082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

和《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黄晖和张浴阳 2019）中的珊瑚礁调查方法、珊瑚礁

生态诊断、修复可行性、珊瑚礁修复方案、效果评估和管理维护等部分梳理整合，

结合本单位长期的珊瑚礁修复工作、海洋牧场建设、渔业增殖放流等工作经验，

再通过分界洲岛珊瑚礁型海洋牧场施工建设，提炼完善相关技术流程，最终总结

形成。 

6 移植造礁石珊瑚存活率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7.5.9 移植造

礁石珊瑚存活率 

7 移植造礁石珊瑚覆盖率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7.5.7 造礁珊

瑚群落中的造礁珊瑚的覆盖率 

8 移植造礁石珊瑚生长率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7.5.10 造礁石

珊瑚生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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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工作流程 

（6）目标设立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中关于“支持海南建设现

代化海洋牧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海南省海洋牧场项目建设，养护南海

珊瑚礁资源，建设目标首先应以恢复框架生物为基础，其次是恢复珊瑚礁功能生

物，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最终目标是改善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力，提升珊瑚礁型海洋牧场服务功能，发挥其应有

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及经济效益。 

（7）生态诊断 

依据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建设目标，对建设海域进行基线调查和生态等级划

分与诊断，主要从海洋环境（包括海洋水文、海水水质、底质类型）、珊瑚礁生

物群落、人类活动、管理政策这四大类出发。 

7.1 基线调查 



① 海洋水文 

参照《中国动物志 腔肠动物门 石珊瑚目》等资料，确立本标准海洋水文主

要对水深、流速、水温、盐度等进行监测，这些因素决定了珊瑚礁的生存及繁衍。

由于珊瑚礁的共生机制，其对光的需求度较高，而海水深度与光照强度密切相关，

因此海水深度是关系珊瑚礁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造礁石珊瑚适宜生长在寡营养

盐海域，海水的流动可以将水体中多余的营养物质被输出，有利于珊瑚的健康生

长，过急的海流不利于珊瑚幼虫的生长附着。 

依据《中国珊瑚礁质量公报》与三沙和海南岛造礁石珊瑚实际分布下限水深，

海南岛周边珊瑚礁主要在海表面以浅 2~8 m 深度分布，三沙海域珊瑚礁主要在海

表面以浅 2~30 m 深度分布，其余海水深度范围内珊瑚礁分布均较少。例如，西

沙海域造礁石珊瑚主要分布在 30 米以浅，分布水深可以到 50 米左右见图 1。按

照《DB37/T2982.2-2017 海洋牧场建设技术规范》等，确定 0.1~1.5 m/s 的水流最

适宜造礁石珊瑚的健康生长，当水流过急或过缓都不适宜珊瑚礁的生长。依据《中

国动物志 腔肠动物门 石珊瑚目》关于造礁石珊瑚适宜生长的月平均水温、月平

均盐度的描述，针对海南省历年的调查数据，最终确定造礁石珊瑚最适宜生长的

月平均水温为 26~28 ℃，不宜生长温度为小于 18 ℃或大于 31 ℃，其它温度范围

适中；造礁石珊瑚最适宜生长的月平均盐度为 32~34 ppt，不宜生长盐度为小于

28 ppt 或大于 36 ppt，其它盐度范围适中。 

 

 

图 1 西沙海域 30-50 米水深区域生境 

② 海水水质 

参照《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特性可知，水质 PH 值

稳定有利于造礁石的钙化生长；较低的悬浮物浓度水体澄清透明，有利于造礁石

珊瑚共生虫黄藻的光合作用；造礁石珊瑚适宜生长在寡营养盐海域，故此对 pH、



悬浮物、活性磷酸盐、无机氮等海水水质项目进行监测。调查的方法按照 GB 

17378.3、GB 17378.4 的规定执行。 

依据《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

中规定 pH 应该维持在 8.0~8.35，水体悬浮物低于 10.0mg/L。悬浮物颗粒会阻碍

海域上方太阳光辐射，光照强度降低，珊瑚的光自养条件受限。珊瑚礁海域属于

贫营养海域，营养盐需要维持在较低水平。具体海水水质标准参照《GB 3097 海

水水质标准》和《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

修复》。结合海南气候特点，总结珊瑚礁型海洋牧场海域海水水质参数宜均符合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一类标准，符合二类标准次之，符合三类标准最次。 

③ 底质类型 

依据海南岛周边海域以及西沙海域底质类型情况，确定本标准监测底质类型

主要是对礁石、珊瑚石、珊瑚碎片、砂、淤泥等项目。调查的方法按照 HY/T 

082-2005 的规定执行。 

选址区域的底质类型往往决定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成败，坚实的底质是

基础。底质不宜有过多的砂、淤泥，因为砂、淤泥在海流的作用下会出现掩盖珊

瑚礁的风险，且砂、淤泥掩盖对于珊瑚来说是致命的，会直接影响珊瑚的存活率

(Furnas, et al., 1997)。在《GB/T 41339.2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

礁生态修复》中也说明珊瑚礁修复海区的底质应首选表面碎屑与沉积物数量少的

硬质珊瑚礁底质。因此修复区宜为珊瑚石或珊瑚碎片、砂任意组成与礁石的构成

的底质，礁石、珊瑚石或珊瑚碎片、砂单一或任意组成的无淤泥底质次之，任何

有淤泥的底质均为不宜。 

④ 珊瑚礁生物群落 

参照《Reef Rehabilitation Manual》、《Coral reef restoration handbook》、《珊瑚

礁生态修复技术》和《GB/T 41339.2 珊瑚礁生态修复》等资料，确立本标准珊

瑚礁生物群落主要是对造礁石珊瑚覆盖率、补充量，大型藻类覆盖率，核果螺密

度，长棘海星密度等项目进行监测。调查的方法按照 HY/T 082-2005 的规定执行。 

在资源养护型海洋牧场建设时必然要选择有珊瑚礁分布海域，如果没有珊瑚

礁存在，说明该海域不适宜建设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当珊瑚覆盖率较高时，说明

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已然很健康，也就没有修复的必要性。因此，依据建设意

义和目标，当海域珊瑚礁覆盖率在 5%~10% 时最适宜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

珊瑚礁覆盖率小于或超出该范围，修复的适宜程度即次之。参考《中国珊瑚礁质

量公报》，当造礁石珊瑚补充量大于等于 2 ind/m2 已为最佳，造礁石珊瑚补充量

在 0~2 ind/m2 时为次，等于 0 时为不宜。依据《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

技术指南》，大型藻类覆盖率不宜超 10%，覆盖率为 0~10% 为宜，覆盖率为 0

时最佳。而长棘海星和核果螺为造礁石珊瑚的敌害生物，依据（李元超等，2019）



调查结果和《GB/T 41339.2 珊瑚礁生态修复》，长棘海星和核果螺密度不宜超过

10 ind/ha 和 2 ind/m2，宜小于 10 ind/ha 和 2 ind/m2，最宜为 0。 

⑤ 人类活动 

参照《中国珊瑚礁质量公报》等资料，确立本标准人类活动主要包括污染排

放、海洋工程和渔业活动等项目。珊瑚礁属于较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极易受到

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被破坏，因此需要对相关的人类活动进行本底调查。调查的方

法按照 GB/T 12763.9 的规定执行。 

考虑到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难以量化，并且国际上缺乏相关由人类活动而造

成的干扰水平等级的判定，因此在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中尽量避免附近有污染

排放、海洋工程和渔业活动等人类活动。可参考珊瑚礁保护区海域环境或历史无

人类活动的珊瑚礁海域环境对有人类活动的海域环境进行评定，当人类活动对珊

瑚生长基本无影响的为最佳，人类活动轻度影响且在珊瑚生长的耐受范围时为

宜，人类活动影响严重且超出珊瑚生长的耐受范围时为不宜。 

⑥ 管理政策 

参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管理政

策，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确立生态保护修复的管理政策宜包括生态政

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建设不仅要能促进珊瑚礁生态的发展，也应该要提高海

洋牧场建设的综合效益。依托海南典型热带海岛特色，通过珊瑚礁资源恢复建设

海洋牧场，打造特色支柱产业，提升海洋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建设珊瑚

礁型海洋牧场应均有利于生态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为最佳，仅有利于生态

保护，且有利于社会发展或经济开发为宜，仅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不宜。 

7.2 调查站位 

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去选择调查站位。调查站

位的布设，应根据建设海洋牧场面积大小布设站位，应做到全面覆盖、重点代表

原则。调查站位布设需考虑生态修复区的海洋水文、海水水质、珊瑚礁生物群落

等要素的空间差异，且突出重点代表。根据修复区面积大小布设站位： 

——一般当修复区≦ 1 公顷时，调查站位宜布设 3 个以上；  

——一般当修复区＞1 公顷时，每 0.5 公顷站位宜增设 1 个； 

7.3 珊瑚礁生态等级划分与诊断 

珊瑚礁生态等级划分依据海南珊瑚礁生态基线情况结合《海洋生态分类》（在

编）等资料，确立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建设果可以从海洋环境、珊瑚礁生物群落、

人类活动等多重压力下的生态系统承载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四个方面的变

化，进行生态等级划分及诊断见表 2，以此来判断海域的综合情况。 

表 2 珊瑚礁生态等级划分与诊断表 



珊瑚礁生态

等级划分 

生态等级指标 生态等级诊断 

海洋环境 珊瑚礁生物群落 

人类活动等多重

压力下的生态系

统承载力 

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 

在≥1年时间内活珊瑚覆盖

率下降百分比 

无退化 保持优良 整体稳定 不超出 正常发挥 下降低于 10% 

轻度退化 基本优良 基本稳定 基本超出 
主要服务功能尚

能正常发挥 
累计下降[10%,30%）之间 

中度退化 发生退化 发生变化 已经超出 
主要服务功能发

生退化 
累计下降[30%,60%）之间 

重度退化 明显退化 明显变化 严重超出 
主要服务功能严

重退化或丧失 
累计下降[60%,100%]之间 

 

（8）可行性分析 

8.1 评估指标及其赋分 

结合生态基线调查结果，确立生态诊断的内容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包括海洋

环境、珊瑚礁生物群落、人类活动和管理政策。参考《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

价指南》等资料，结合本单位珊瑚礁修复的工作经验，经有关专家的分析质询，

最终确立，海洋环境包括海洋水文、海水水质、底质类型，是造礁石珊瑚修复的

基础，赋分 45 分；珊瑚礁生物群落是造礁石珊瑚修复的核心目标最为重要，赋

分 35 分；人类活动包括污染排放、海洋工程和渔业活动，选择性强，赋分 15

分；管理政策包括生态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主要依据专家结合实际情况

评判，赋分 5 分，合计 100 分。赋分的参考标准见表 B。 

表 3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海洋环境可行性评估 

一级指标 欠适宜的赋分范围 较适宜的赋分范围 适宜的赋分范围 

海洋水文 [0,12） [12,16） [16,20] 

海水水质 [0,9） [9,12） [12,15] 

底质类型 [0,6） [6,8） [8,10] 

表 4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珊瑚礁生物群落可行性评估 

一级指标 欠适宜的赋分范围 较适宜的赋分范围 适宜的赋分范围 

珊瑚礁生物群落 [0,21） [21,28） [28,35] 

表 5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人类活动可行性评估 

一级指标 
人类活动影响超出珊瑚生长的耐

受范围 

人类活动影响且在珊瑚生长的耐

受范围 
人类活动对珊瑚生长基本无影响 

人类活动 [0,9） [9,12） [12,15] 

表 6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管理政策可行性评估 

一级指标 仅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 
有利于生态保护，且有利于社会发

展或经济开发 

均有利于生态保护、社会发展和经

济开发 

管理政策 [0,3） [3,4） [4,5] 

 

表 B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Pi 评估参考标准 赋分 WⅡix 

海洋水文 海水深度 海南岛近海：（0,8]   三沙海域：（0,30] [4,5] 



8.2 可行性评估方法 

基于调查指标的监测数据，依次计算各个指标的分值，获取的总分值反应珊

m 海南岛近海：（8,20]  三沙海域：（30,50] [3,4） 

海南岛近海：[20,∞）  三沙海域：[50,∞） [0,3） 

流速 

m/s 

[0,1.5） [4,5] 

[1.5,2] [3,4） 

[0,0.1]或（2,∞） [0,3） 

水温 

℃ 

[26,28] [4,5] 

[18,30] [3,4） 

（0,18）或（31,∞） [0,3） 

盐度 

[32,34] [4,5] 

[30,36] [3,4） 

（0,28）或（36,∞） [0,3） 

海水水质 
pH、悬浮物 mg/L、活性磷酸

盐 μg/L、无机氮 μg/L 

修复区符合 GB 3097 海水水质一类标准 [12,15] 

修复区符合 GB 3097 海水水质二类标准 [9,12） 

修复区符合 GB 3097 海水水质三类标准 [0,9） 

底质类型 
礁石、珊瑚石、珊瑚碎片、砂、

淤泥等 

珊瑚石或珊瑚碎片、砂任意组成与礁石的构成的底质类型 [8,10] 

礁石、珊瑚石或珊瑚碎片、砂单一或任意组成的无淤泥底质

类型 
[6,8） 

珊瑚石或珊瑚碎片、砂等与淤泥组成的底质类型 [0,6） 

珊瑚礁生物

群落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 

%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下降，群落结构出现轻度退化 [8,10]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下降，群落结构发生中度退化 [6,8）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下降，群落结构发生严重退化 [0,6） 

造礁石珊瑚补充量 

ind/m2 

造礁石珊瑚补充量已高于同区域历史数据 [8,10] 

造礁石珊瑚补充量与同区域历史数据相持 [6,8） 

造礁石珊瑚补充量已低于同区域历史数据 [0,6） 

大型藻类覆盖率 

% 

大型藻类适宜分布，同造礁石珊瑚和谐共生 5 

大型藻类出现优势，对造礁石珊瑚存在风险 [3,5） 

大型藻类规模爆发，对造礁石珊瑚已成威胁 [0,3） 

核果螺密度 

ind/m2 

核果螺密度为 0 5 

核果螺密度小于等于 2 [3,5） 

核果螺密度小于等于大于 2 [0,3） 

长棘海星密度 

ind/hm2 

长棘海星密为 0 5 

长棘海星密小于等于 10 [3,5） 

长棘海星密大于 10 [0,3） 

人类干扰 

污染物排放 

基本无影响 [4,5] 

轻度影响 [3,4） 

严重影响 [0,3） 

海洋工程 

基本无影响 [4,5] 

轻度影响 [3,4） 

严重影响 [0,3） 

渔业活动 

基本无影响 [4,5] 

轻度影响 [3,4） 

严重影响 [0,3） 

管理政策 
生态政策 社会政策 经济政

策 

均有生态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政策支撑 [4,5] 

有生态保护政策，且有社会发展或经济开发政策支撑 [3,4） 

有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政策，无生态保护政策支撑 [0,3） 



瑚礁资源海洋牧场建设的可行性，计算方式如下： 

a) 二级指标赋分计算 

评估可行性的二级指标监测值按公式（1）计算： 

=  .......................................（1）（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式中， —该第i个指标的平均监测值；n—第i个指标的监测个数；Pi—

第i个指标监测值； 

珊瑚礁生态可行性评估赋分：根据公式（1）的计算结果，参照表B.1给出二

级指标的赋分 ； 

人类活动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B.2给出二级指标的赋分 ； 

管理政策可行性评估指标赋分：参照表B.3给出二级指标的赋分 。 

b) 一级指标赋分计算 

评估可行性的一级指标赋分按公式（2）计算： 

=  ............................................（2）（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式中， —第i个一级指标的赋分； —第i个二级指标赋分；n—

二级指标数。 

c) 综合总分计算 

评估可行性的综合总分计算按公式（3）计算： 

W=   .............................................（3）（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式中，W—综合总分；n—一级指标数； —第i个一级指标的赋分。 

d) 珊瑚礁型洋牧场建设可行性评估 

——W在[0,60）之间为低，表明具有较低的可行性，建议不开展珊瑚礁型海

洋牧场的建设； 

——在[60,80）之间为中，表明具有较高的可行性，较适合开展珊瑚礁型海

洋牧场建设；宜通过人为适度的干预，进一步提高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的可行

性； 



——在[80,100]之间为高，表明具有非常高的可行性，适合开展珊瑚礁型海

洋牧场建设。 

（9）实施建设 

9.1 礁体建设与养护 

9.1.1 人工礁体制作 

人工礁体制作宜采用无污染、环保、坚固耐用、易加工制造、来源丰富、经

济等的材料，礁体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水域自然条件和目的生物的生理、生态和行

为特点，确定最有效的形状与结构，礁体结构应满足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

强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礁体制作前需要对基底承载力、滑移稳定性和倾覆稳

定性等项目进行验算，以保证礁体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为避免海水侵蚀造成钢筋

锈蚀引起礁体开裂，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构造，混凝土强度应符合 GB50010，不

应低于 C20。因此，人工礁体制作应综合考虑建设海域的水深条件、底质状况、

生物生活习性、气象条件、流场、施工及投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后进行优化

设计，遵循海洋土木工程的一般设计准则和有关规定和《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JTS151-2011）》等的有关规定。 

人工礁制作应满足但不限以下要求： 

a) 生态环保性：投放的人工礁不会造成海域的污染； 

b) 生物功能性：人工礁结构符合移植珊瑚和放流生物的习性要求； 

c) 经久耐用性：人工礁的使用寿命至少为 30 年； 

d) 经济便宜性：制作人工礁的材料易获得且便宜； 

e) 操作简便性：人工礁制作、运输、投放和安置简便。 

9.1.2 人工礁体布放要求 

人工礁体投放区域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区划、规划等；礁体高度必须考

虑投放区域的水深、底质及船舶的航行安全；投放区域应受台风、风暴潮等灾害

性气象影响较小，水流交换通畅，流速宜＜1.5 米/秒，避免投放礁体移位、倾覆

和埋没等；投放区域水深满足 0-20 m，海底地势平缓、坡度小（一般 i<5°），避

开活体珊瑚、海草等生物投放；投放区域尽量选择珊瑚礁受损区域及饵料生物丰

富的区域，能够满足对象生物的栖息、生长和繁育要求。 

人工礁布放应满足但不限以下要求： 

a) 规划符合性：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与渔业发展等相关海洋与渔业规划； 

b) 礁体稳定性：符合稳定性要求，避免人工礁移位、倾覆和埋没等； 

c) 生物保护性： 符合保护自然生物要求，避开活体珊瑚、海草等生物投放； 

d) 生态功能性：能够改善功能生物的栖息、庇护、索饵、繁育等环境； 

e) 地形适宜性：海底地形平坦或平缓，满足人工礁稳定摆放。 

9.1.3 人工礁体布放措施 



人工礁体投放前，需要对选定好的珊瑚修复区进行整备，清除海底垃圾和不

利于珊瑚生长的藻类、海绵、核果螺、长棘海星等生物；选择天气较好、海浪平

静的时间投放礁体，海况等级宜小于三级，避免因海浪影响，造成船只摇摆，造

成礁体相互碰撞、堆叠等；在投放区域使用定位仪进行坐标定位，水深测定仪定

位深度，并安放浮标，拟投放单位礁体的主礁体上面安装浮筒等标志物；对于水

深较浅区域，可采用从船台直接投放，或用吊机把礁体吊至海面脱钩投放；对于

水深较深区域，宜使用吊机从海面吊至海底再脱钩投放，以提高投放位置的精度

和礁体稳定性；同时在投放过程中可配置潜水员实现更精准投放。 

人工礁布放应包括但不限以下措施： 

a) 投放前对区域进行清理以保证底质的整洁； 

b) 投放前根据人工礁布局定坐标、打浮标、实现精准投放； 

c) 投放时海况等级宜小于三级； 

d) 投放时根据人工礁的大小、形状、重量和位置水深等条件选择合理的方

法进行精准投放，保证过程安全和结果可靠。 

9.1.4 自然礁体养护 

自然礁体养护选址区域须具备实施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的自然条件，该区域

珊瑚受敌害生物、大型藻类及人类活动的干扰要在适度的范围内；自然礁体结构

特征要易于珊瑚苗种移植与养护，将珊瑚苗种移植固定在自然礁体上，可避免珊

瑚苗种被海浪打翻、脱落，能保持稳定性，不发生倾覆现象；自然礁体应适合珊

瑚苗种和放流功能生物栖息、庇护、繁育的自然栖息场所。自然礁体在养护的过

程中，要加强珊瑚礁生态功能系统评价及研究，加强珊瑚礁生态功能与环境保护

的宣传教育。 

自然礁体的选择和养护应满足但不限以下要求： 

a) 生态适宜性：选址的海洋环境应适宜珊瑚的生长分布； 

b) 干扰适度性：珊瑚受敌害生物、大型藻类及人类活动的干扰在适度范围

内； 

c) 生物功能性：礁体结构功能符合修复珊瑚和放流生物的习性要求； 

d) 礁体稳定性：礁体具有对抗自然极端天气的稳定性； 

e) 操作简易性：礁体便于珊瑚移植与养护管理。 

9.2 苗种供应 

9.2.1 苗种要求 

珊瑚苗种应选择具有生长速度快、容易进行扩大培育或抗沉积物能力强、耐

受环境压力能力强等特点的珊瑚种类，珊瑚苗种应该是来源于自然海区人工规模

化培育的二代以后珊瑚或者从珊瑚区收集的机会期珊瑚；功能生物苗种应是本地

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不应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



要求的鱼种。移植的珊瑚苗种应来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

捉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

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等的苗种生产资质单位，人工繁育的水生经济生物苗种

应来自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苗种生产单位。因此，珊瑚礁型洋牧场建

设所需苗种供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合法性：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苗种的捕捉、繁殖、收购等单位

须取得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捉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等资质条件； 

b) 合规性：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苗种供应应选择具备相应资质

的单位提供，其中水生经济生物苗种供应单位需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c) 安全性：苗种须为本地种，禁止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及其它不符

合生态安全要求的物种； 

d) 生态性：苗种应选择有益于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适应性，且有益于珊

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维持以及功能提升的苗种。 

9.2.2 苗种规格 

对于枝状珊瑚苗种长度应大于直径的 2-3 倍，长度≥5 cm；对于叶状、桌面

状、皮壳状、块状珊瑚苗种直径或边长宜为 3-5 cm，面积≥20 cm2。功能生物苗

种规格整齐，游动活泼、对外界刺激反映灵敏，摄食良好，体色正常；苗种全长

≥2 cm，规格合格率≥95%，死亡率、伤残率、畸形率之和＜5%。功能生物苗种

投放前，由具备资质的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检验检疫，并由该机构出具检验检疫报

告。 

为提高种植珊瑚及其放流功能生物的成活率，保证珊瑚礁型洋牧场建设的成

效，选择的种源规格应按照下表 7 执行。 

表 7 移植珊瑚与放流功能生物的苗种适宜规格及实施方法 

物种 类群 规格要求 实施方法 

造礁石珊瑚 

枝状珊瑚 长度≥5cm 
移植钉移植 

水下胶移植 

扦插底播移植 

人工礁移植 

叶状珊瑚 面积≥20cm2 

桌面状珊瑚 面积≥20cm2 

皮壳状珊瑚 面积≥20cm2 

块状珊瑚 面积≥20m2 

功能生物 

鱼类 体长≥5cm 常规投放 

滑道投放 
蟹类 头胸甲宽≥2cm 

贝类 
腹足类壳高≥2cm 

常规投放 

潜水投放 

双壳类壳长≥3cm 

棘皮类 海胆类壳径≥2cm 



海参类体长≥5cm 

 

9.3 实施方法 

9.3.1 珊瑚移植运输 

珊瑚移植主要根据人工礁的材料、结构和功能，结合珊瑚类群的形态与个体

大小，采用移植钉、扦插底播或水下胶粘合等方式将移植珊瑚固定在人工礁上。

移植钉用于珊瑚移植固定，如“T”型钉，长度 8-15 cm，直径 2-3 cm；η形钉，

两脚间相距 0.6-2cm，均可敲入珊瑚礁中，顶端用来移植造礁石珊瑚。扦插底播

是将珊瑚种苗直接嵌入底播区域的礁体空洞缝隙中，水下胶粘合是利用环保胶将

珊瑚种苗粘附在珊瑚礁体硬质基底上。 

珊瑚苗种在移植运输过程中须保证不离开海水，应采用带有活水舱的运输设

备，要避免活水舱内的珊瑚苗种相互碰撞、堆叠，需要每一个小时观活水舱内珊

瑚苗种状况，确保珊瑚苗种状况正常。 

9.3.2 功能生物投放 

根据功能生物的游泳、爬行、潜伏等的运动特性，通过常规投放、滑道投放、

潜水投放等技术方法实施投放见表 7。采用常规投放时，应尽量贴近水面，距离

不高于 0.5 m，小心轻放；采用滑道投放时，要求滑道表面光滑，与水平面夹角

小于 60°，末端离水面不超过 0.5 m，若在船上投放时，船速小于 1.0 m/s；采用

潜水投放时，适用于功能生物贝类、棘皮类投放，潜水员将投放苗种均匀播撒至

目标区域。 

（10）效果评估 

10.1 评估时间 

为及时了解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成效，并为维护与管理提供针对性措施，

建设完成后 1 年后进行评估调查，期间可多次开展跟踪监测。 

10.2 评估站位 

评估站位的布设，以能够客观反映修复区珊瑚及其功能生物因素的总体时空

分布及其变化趋势为原则，根据修复区面积大小布设站位。调查站位布设时应考

虑的因素包括海底地形、风向、涨落潮引起的水深变化，每个调查站位设 3 条调

查断面，每条断面长 50 m，调查区域断面布设尽可能的反映出该调查区域珊瑚

礁生态状况。参照《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当修复区≤1 hm2

时，评估站位宜布设 3 个以上；当修复区＞1 hm2 时，每增加 0.5hm2 站位宜增设

1 个。 

10.3 评估指标 

参照《GB/T 41339.2 珊瑚礁生态修复》等材料，确立本标准评估指标包括

移植造礁石珊瑚存活率、覆盖率和生长率，造礁石珊瑚补充量，鱼类平均密度，



大型底栖动物（除去长棘海星、核果螺等珊瑚敌害生物）密度和人工礁保存率共

7 个。 

人工礁保存率、移植造礁石珊瑚存活率、移植造礁石珊瑚覆盖率、造礁石珊

瑚补充量、鱼类平均密度、大型底栖动物密度（除珊瑚敌害生物）和移植造礁石

珊瑚生长率的评估指标满分参考值，宜以合理的历史区域测值、参考文献测值或

专家经验评议测值为标准值，可根据珊瑚修复区实际情况，参考表 8 确定。 

表 8 评估指标的满分标准和满分赋值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Fi 

满分标

准 

Si 

满分

赋值

Fimax 

满分标准与赋值说明 

造礁石珊

瑚群落 

移植造礁珊瑚

的存活率% 
100 40 

短期反应成效直接指标，根据实际修复苗种 100%数量反馈，

经验值并赋值 40。 

移植造礁石珊

瑚的覆盖率% 
5±1 10 

珊瑚覆盖度是评价珊瑚礁修复效果使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

效果显示最直观指标，根据蜈支洲分界洲等修复最佳效果满

分标准为增加的造礁石珊瑚盖率（5±1）%，经验值并赋值

10。 

移植造礁石珊

瑚的生长率 

参考表

C.2 
10 

造礁石珊瑚的生长率是最能反应珊瑚对环境适应情况的指标

之一，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收集，结合海南省珊瑚礁修复案

例，形成各类造礁石珊瑚的生长率满分参考值表 C.2，并赋

值 10。 

增加的造礁石

珊瑚补充量

ind/m2 

1±0.2 10 

造礁石珊瑚补充量的增加能够提高珊瑚覆盖度和繁殖能力，

有利于珊瑚礁生态的更替，扩大珊瑚礁资源，因此也是重要

关注指标之一，根据西沙和海南岛造礁石珊瑚补充量调查较

最范围值（1±0.2）ind/m2，并根据重要性赋值 10。 

功能生物 

增加的鱼类平

均密度

ind/100m2 

50±10 10 

珊瑚礁鱼类是珊瑚礁重要的生态类群,具有巨大生态价值，在

维护珊瑚礁生态的健康与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西沙和

海南岛珊瑚礁生态较好状况下设置增加的鱼类平均密度满分

标准为（50±10）ind/100m2，赋值均为 10。 

增加的大型底

栖动物密度

（除珊瑚敌害

生物）ind/m2 

0.5±0.1 10 

大型底栖生物作为珊瑚礁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脊椎动物

在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根据西

沙和海南岛珊瑚礁生态较好状况下大型底栖动物密度为

（0.5±0.1）ind/m2，故设置增加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0.5±0.1）

ind/m2 为满分标准，并赋值 10. 

人工礁 
人工礁保存

率% 

100 10 

人工礁为人工修复珊瑚的主要附着基底，其保存完整性关系

到修复的选址的科学性和修复成效的基础，人工礁保存率

100%，赋值 10。 

表 C.2 移植造礁石珊瑚生长率的满分参考值 

评估指标  
1 年满分参考值 Si 

美丽鹿角珊瑚 Acropora formosa [9,∞） 



花鹿角珊瑚 Acropora florida [9.7,∞） 

两叉鹿角珊瑚 Acropora divaricate [4.5,∞） 

佳丽鹿角珊瑚 Acropora pulchra [10.5,∞） 

鹿角杯形珊瑚 Pocillopora damicornis [3.8,∞） 

指状蔷薇珊瑚 Montipora digitata [11.1,∞） 

叶状蔷薇珊瑚 Montipora foliosa [9.8,∞） 

澄黄滨珊瑚 Porites lutea [0.8,∞） 

 

10.4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宜按照 HY/T 082 等珊瑚礁生态监测规范进行。本着不破坏珊瑚的

原则，采用断面监测法（Line Intercept Transect），以水下摄像和照相方式为主，

现场调查记录方式为辅。具体断面监测法为选择一条长 50m 带刻度（1cm）的皮

尺在断面上布设，用水下数码摄像机从断面上尺的一端沿着皮尺拍摄，水下摄影、

拍照完后，用 GPS 测定坐标，为下次监控提供准确位置。室内根据影像资料进

行珊瑚存活率、覆盖率、生长率、补充量、鱼类平均密度、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和

人工礁保存率等评估指标进行分析。 

10.5 评估方法 

评估公式（4）所示： 

W ......................（4）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式中，W—评估指标的分值；n—评估的指标个数；i—评估的指标； —

第 i 个指标的实测值； —第 i 个指标的满分参考测值（宜以合理的历史区

域测值、参考文献测值或专家经验评议测值为标准值，评估指标参考值 见

表 3 和表 4）； —第 i 个评估指标的满分值，见表 8。 

≥ 时，表示该指标实测值达到或优于参考测值， 直接取 1，

即该指标分值均记为最高值 ； 

＜ 时，表示该指标实测值差于参考测值，即该指标分值均为

直接计算值；10.6 评估等级与效果 

10.6.1 评估等级 

依据《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珊瑚礁生态修复》，结合有关专



家意见，确立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效果评估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包括造礁石珊

瑚群落、功能生物和人工礁，各部分内容的赋分依据其在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

中的重要程度结合专家意见进行赋分，初步赋分分别为 70、20 和 10，合计 100

分（可依据专家意见适度调整）。根据考核内容得分占满分赋值的比例进行等级

评估，差、中、良、优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指标得分占比为：[0，40%)、[40%，

60%)、[60%，80%)、[80%，100%]。 

10.6.2 评估效果 

依据《珊瑚礁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技术指南》（在编），结合本标准的评

估等级对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进行效果评估，评估效果分为差、中、良、优，

见表 9。依据评估内容各自得分，获得评估内容对应的等级，最终通过评估内容

总赋值比例来评估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效果。 

表9 评估内容效果等级 

评估内容 差[0，40%) 中[40%，60%) 良[60%，80%) 优[80%，100%] 

造礁石珊瑚群落 修复效果较差 修复效果尚可 修复效果较好 修复效果显著 

功能生物 恢复较差 恢复尚可 恢复较好 恢复显著 

人工礁保存率 完整性较差 完整性一般 完整性较好 完整性好 

珊瑚礁型海洋牧场 效果较差 效果一般 效果较好 效果显著 

 

（11）维护管理 

依据海南分界洲岛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维护管理经验，推荐珊瑚苗种移植

初期管护频率宜每周一次，待移植珊瑚苗种成活率趋于稳定，管护频率可降为每

月至每季度一次；定期观测移植珊瑚苗种的存活情况，当成活率<75%时应开展

补充移植；对移植珊瑚苗种的生长状况进行监测，及时清理患病和白化的个体或

组织；及时清除病害虫、污损生物和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珊瑚敌害生物；人工清

除或通过放流植食性鱼类等措施控制藻类规模，定期清理修复区内的海洋垃圾；

对于在珊瑚礁修复区内进行旅游开发等活动必须严格限制。 

常见的维护管理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以下要求： 

a) 定期巡查：控制污染物排放、海洋工程、渔业活动对建设区域的影响，

防控人类干扰活动； 

b) 定期维护：清理建设区域内的垃圾废弃物，清除珊瑚礁的敌害生物和大

型藻类； 

c) 定期评估：评估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情况，根据评估的建设效果，优

化方案； 

d) 应急维护：在台风影响、海水高温和敌害爆发等极端事件后，合理增加

监测和维护频次，进行针对性的维护。 

如有其他对有利于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维护与管理的事宜可视情况增加。 



3. 试验证的论述 

本文件选择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为试样，分别开展了基线调查、珊瑚礁生态

诊断、建设可行性评估、实施建设、效果评估和维护管理等步骤。 

（1）基线调查 

2022年12月25日至12月27日派遣外业调查技术队员12人在分界洲岛周边海

域进行珊瑚礁资源和海洋环境调查工作，最终形成海南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

设规范》项目选址海域珊瑚礁资源本底调查报告和海南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

设规范》项目海洋环境调查监测报告。 

（2）珊瑚礁生态诊断和建设可行性评估 

依据珊瑚礁资源调查报告和海洋环境调查监测报告，通过生态诊断分析在分

界洲岛海域筛选出适宜建设珊瑚礁型海洋牧场的位置，对建设海域的海洋环境、

珊瑚礁生物群落、人类活动和管理政策等指标评估分析，确认建设珊瑚礁型海洋

牧场具备可行性。 

（3）实施建设 

2023年1月9-13日在分界洲岛工作人员的配合下陆续开展珊瑚礁型海洋牧场

建设，建设苗圃50个总面积100 m2培育珊瑚苗种1200 株，投礁70个建设人工礁

面积100 m2移植珊瑚苗种1890 株，原生礁“T”型钉，长度8-15 cm，移植珊瑚

苗种1000 株，建设人工船礁1 艘。最终形成海南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

范》项目建设实施报告。 

（3）效果评估和维护管理 

委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验证海南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在分界洲岛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中应用的效果情况，分析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终形成“海南分界洲岛-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验证

报告”，详见附件1。 

经过“清澜港5000吨级航道扩建填海造地项目珊瑚红树及岸线整治生态修

复”项目实验验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指南》建立的珊瑚礁资源恢复与修

复技术符合珊瑚礁生态修复应用，该方案技术思路清晰，可操作性强，可为珊瑚

礁修复与恢复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详见附件2。 

通过“万宁乌场一级渔港珊瑚移植”项目实验验证，《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

指南》对海洋珊瑚礁生态修复移植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提供的技术可靠，

可操作性强，详见附件3。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协同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南分界洲岛旅

游公司、海南建功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从事珊瑚礁生态保护的单位对在分界

洲岛建设的珊瑚礁型海洋牧场进行定期维护管理。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1. 组织措施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每年配套相关经费用于《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

规范》推行，组织海南大学、中科院南海所等国内海洋牧场和珊瑚礁研究机构共

同应用实施。 

2. 技术措施 

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指导下，由标准的制定单位实施技术指导，通过国内外

相关标准、案例分析、技术研究等为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3. 过渡办法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启动省本级项目经费为标准发布后顺利实施提供

经费保障。 

4. 实施日期 

建议实施日期以本项目结题之日起，最终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及相关主管部

门商议决定。 

（九）预期效果 

预期海洋牧场建设与珊瑚礁资源恢复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海洋牧场建设

通过恢复增殖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支持并促进珊瑚礁生态的发展，而珊瑚礁生

态的恢复可显著提高海洋牧场建设的综合效益。依托于海洋牧场建设，发展珊瑚

礁资源恢复可充分利用热带海岛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支柱产业、提升海洋经济和

综合实力，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重要支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三、附件材料 

附件 1 海南分界洲岛-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验证报告 

附件 2 “清澜港 5000 吨级航道扩建填海造地珊瑚礁修复项目”珊瑚礁型海

洋牧场建设规范验证报告 

附件 3 “万宁乌场一级渔港珊瑚移植项目”珊瑚礁型海洋牧场建设规范验

证报告 



 

四、其它参考标准 

1．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2．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3．SC/T 9417-2015 人工鱼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 

4．《人工鱼礁管理细则》（农办渔[2017]58 号） 

5．GB/T 40946-2021 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 

6．SC/T 9401-201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7．T/SCSF 0007-2020 海洋牧场资源增殖技术指南 

8．T/SSCSF 0013-2021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9．T/SSCSF 0014-2021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10．JTS151-2011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11．GB50017-2014 钢结构工程设计规范 

12．DB35/T 1661-2017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福建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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