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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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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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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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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人： 丁雪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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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33/T xxxx—20xx

1

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黄鱼浅海围栏养殖的术语和定义、环境条件、养殖设施、苗种放养、饲料投喂、日

常管理、病害防治、捕捞与包装和产品标准。

本标准规范适用于浅海围栏养殖大黄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22919.5 水产配合饲料 第 5部分：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

GB/T 32755 大黄鱼

GB/T 36192 活水产品运输技术规范

GB/T 36206 大黄鱼配合饲料

SC/T 2049.2 大黄鱼 鱼苗鱼种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浅海围栏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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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条件

4.1 选址

应对拟开展浅海围栏养殖海域位置及其周边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保存相关的调查

和评估记录。

4.2 地形地貌

选择海底较平坦，无暗礁石头，底质为泥沙质或泥质的浅海海域。以依托外侧海岛礁的天然湾口，

湾口地形较为复杂，拥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条件为宜。对于非湾口型海区，选址时应尽量考虑有一定的

海岛遮蔽，以降低风浪和潮流作用风险。拟建围栏内部主要区域在最低潮时围网里的水位不低于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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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潮时水位保持8m ~10m，最大水深不超过15m。养殖场地在洪汛期不能有大量的淡水流经，更不能有

工业污水。

4.3 水文条件

拟建围栏海域，应充分考虑主浪向和风浪的强度。对风浪较大的海域应考虑具有一定的天然遮蔽，

主浪方向与主围栏的纵轴方向应尽量避免垂直，以降低风浪作用风险。水流交换总体应畅通。围栏主体

养殖区域的最大潮流流速不宜超过1.5m/s。海域内的流速应具有多样性，即存在高流速区，也存在缓流

区。缓流区占比宜大于20%，平均水深不小于5m，且最大流速不宜超过0.25m/s。
4.4 水质要求

水质应符合GB 11607的要求。一般要求水温8℃~30℃、pH 7.5~8.5、盐度18‰~32‰、溶解氧5mg/L
以上。海底应无化学药物、重金属等污染物沉积。海域周边无工业、农业、生活污水源。

5 围栏设施

围栏主体工程应牢固结实，可抵抗海域设计环境条件，满足投喂、起捕、巡查维护等基本功能需求。

5.1 管桩式围网

5.1.1 围网

围网用聚乙烯有节网片制作而成，网线粗36股~48股，网目3cm~7cm，围网面积1500m2以上，形状

宜为长方形或圆形、椭圆形、六角形、正方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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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股~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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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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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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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栏式栏网养殖面积在30亩以上，根据自然形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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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栏式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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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围栏工程具有足够水面和水体的前提下，建议将围栏进行分割，以不少于2-3个围栏舱格，

单个舱格不小于10亩，满足轮养轮放的生产需求为宜。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舱格最好拥有自然

岸线。

5.4 配套及辅助设施

5.4.1 物资库房

建于作业平台或依托岛礁上，用于储备饲料、药品、救生物资及其他必要物资。饲料库房大小以能

储存15天左右的饲料为宜。

5.4.2 监控设施

在养殖区生产区域安装监控设施，对养殖区域进行全方位 24 h不间断监控。

5.4.3 水质和气象在线监测设施

建设水质和气象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质参数和气象参数。



DB33/T xxxx—20xx

3

5.4.4 养殖感知设施

建议配置探鱼器，定期监测养殖环境、侦测鱼群位置和鱼群行为规律。配备网络高清水下摄像机，

对水下网衣、结构紧固件重要部位和节点安全和鱼况，进行监控摄像。

5.4.5 投喂、起捕设施

建议因地制宜，配置一定量的机械化辅助设施，包括投喂系统、起捕设施、辅助养殖船、暂养系统、

分级系统、保鲜系统、物资运输系统等。

6 苗种放养

6.1 苗种选择

优先选用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来自具有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生产的苗种，检疫合格，不携带内脏白点病、刺激隐核虫病、虹彩病毒病等病原，或选用自繁自育适合

本地区养殖的品种，符合SC/T 2049.2的规定。

6.2 苗种运输

运输时应遵循GB/T 36192的规定。运输前需停饲1d～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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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选用50g/尾~1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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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选用规格150g/尾~400g/尾的商品规格鱼种，经过

4~6个月养殖后上市。

6.4 放养密度

管桩式围网放养密度一般为10尾/m2～15尾/m2，栅栏式围网放养密度一般为10尾/m2以下，根据鱼

种大小和计划养殖时间和出售规格调整。

6.5 放养时间

放养以4月~5月或10月~11月，水温15℃~25℃为宜。选择在小潮汛期间投放。

7 投饲

7.1 饲料选择

浅海围栏养殖大黄鱼的饵料由天然饵料及在适温生长期搭配人工配合饲料组成。 配合饲料技术要

求应符合GB/T 22919.5的规定，安全卫生应符合GB 13078的规定。

7.2 饲料投喂

7.2.1 投喂量

在生长最适水温18～26℃时，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投喂，日总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2%。其他季节，

一般每天傍晚投喂1次，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左右和以下。具体根据大黄鱼的摄食情况调整投喂量，一

般以投喂后半小时内摄食完为宜。夏季海水水温高于27℃以上时，减少饲料投喂量，水温29℃以上，大

幅减少饲料投喂量或不投。冬季海水水温低于11℃以下时，停止投饲料。

7.2.2 投喂方法

配合饲料投喂的一般规律是小潮水多投，大潮水少投；水温适宜时多投，水温太高或太低时少投或

不投；投喂饲料时，要掌握“慢、快、慢”的节奏，开始时少投慢投，待鱼大量上浮抢食时，多投快投，

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少量慢投，照顾弱小个体，减少饲料浪费。

8 日常管理

8.1 围网清洗

根据围网附着生物情况，采用高压水泵冲洗或手工铲除的方法清洗。

8.2 三项纪录



DB3302/T xxxx—20xx

4

做好苗种放养记录（苗种来源、放养规格、密度等）、饲料、渔药等投入品使用记录（投入量、摄

食情况、活动情况、病害发生情况等）以及起捕销售记录（起捕量、销售量等）。

8.3 安全生产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养殖人员海上操作规范、海上养殖生活生产垃圾处理规范等。

9 病害防治

9.1 预防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投喂优质新鲜饲料，不投喂腐败变质饵料，苗种

放养前应进行病害检测与防病处理等暂养管理，发现病死鱼应及时捞出，立即检查病因、死因，渔药的

使用应严格实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参照水产养殖用用药明白纸规范用药。

9.2 治疗

浅海牧场式围栏养殖大黄鱼常见病害及防治方法见表1。

表1 浅海牧场式围栏养殖大黄鱼常见病害及防治方法

病害名称 发病季节（月份） 症状 防治方法

细菌性肠炎病 5月～11月 病鱼腹部膨胀，内有大量积水，轻

按腹部，肛门有淡黄色粘液流出；

解剖病鱼，肠道发炎，肠壁发红变

薄。

每 千 克 饲 料 拌 大 蒜

1.0g～2.0g，连续投喂

3d～5d。

内脏白点病 9月～翌年5月 病鱼活动力下降，体色变黑，体表

无明显异常，解剖发现病鱼脾脏、

肾脏、肝脏、心脏有许多1mm～2mm

白点状结节。

降低养殖密度，每千克

饲料中拌入氟苯尼考粉

4g，连续投喂5d～7d。

弧菌病 4月～11月 体表形成溃疡，尤其是头部和尾部

溃烂。病鱼初期体表皮肤有淤点或

淤斑，出现不规则红斑区，严重时

鳍充血发红、缺损，尾柄肌肉、头

部溃烂，肛门红肿或有黄色黏液流

出。

每千克饵料拌三黄粉

30g～ 50g，连续投喂

3d～5d。

本尼登虫病 6月～12月 虫体寄生在鱼体的嘴、眼、体表、

鳍、鳃等部分，呈白色透明状，大

小如芝麻粒。虫体数量多时皮肤黏

液增多，局部呈白斑状。病鱼焦躁

不安，不断狂游，或摩擦网衣，摄

食量下降。

淡水浸浴5min～10min。

刺激隐核虫病 4月～9月 肉眼观察到体表上有许多小白点，

病鱼的皮肤和鳃分泌大量粘液，严

重时体表形成一层混浊的白膜，皮

肤上有许多点状出血，眼角膜损

伤。

控制适宜的养殖密度，

保持水流畅通；淡水浸

浴2min～4min。

10 捕捞与包装

10.1 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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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商品鱼规格时即可起捕。起捕前停饲1d～2d以上，且确保已过药物休药期。捕捞时间宜选择夜

间捕捞。采用罾网、大拉网、流刺网等工具进行捕捞。

10.2 包装

将起捕的成鱼放入冰水清除部分体表粘液，擦干后装入尼龙袋，然后将鱼腹部朝上有规则排装入泡

沫箱，一般最多排2层，鱼上盖5cm碎冰，打包运输，鲜鱼鱼体温度维持在0℃～4℃。

11 产品标准

11.1 养殖时长

人工养殖的大规格鱼种或商品规格鱼种，在浅海围栏养殖4个月以上。

11.2 形态构造特征

大黄鱼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特征需符合GB/T 32755-2016 的规定。条形修长，肥满度≦1.25。

11.3 产品卫生指标

大黄鱼产品卫生指标应符合GB2733的规定。

11.4 感官要求

大黄鱼鲜鱼的感官要求如下：

外观：鳞片紧致、完整、呈金黄或虎黄色，体表有光泽；鳃丝清晰，呈鲜红或紫红色，黏液；眼球

饱满，角膜清晰。

组织：肌肉结实，组织紧密有弹性。

气味：具有大黄鱼固有气味，无异味。

水煮试验：水煮后，具鲜鱼正常的鲜味，鱼肉呈蒜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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