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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辽宁省地方标准《循环水养虾水处理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内容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

作过程、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 2019 年辽宁省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计划编号 2019083）制定，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

出并归口管理。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和中科院海洋所负责

起草。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3.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人依次为：孙建明、杜以帅、吴垠、邱天龙、杨志平、

周利、赵新亚、徐哲。 

起草人承担的主要工作见下表：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孙建明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所/大连汇新

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策划标准研制方案，技术指

导，标准审校 

杜以帅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所 
收集资料，调研、标准文本起

草 

吴 垠 教授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

公司 

方案设计、收集资料、文本起

草 

邱天龙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所 标准审校，效果的检验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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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亚 工程师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

公司 
收集资料、水处理技术调研 

周 利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所 现场调研、意见反馈及论证 

杨志平 
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

公司 
现场调研及相关技术论证 

徐 哲 工程师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

公司 
设备研发及试验效果调研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6 月，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和中科院海洋研究

所接到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辽宁省地方标准《循环水养虾水处

理技术规程》编号 2019083 的制定任务后，立刻成立了标准起草小

组，分工进行，开展相关工作。 

（1）标准起草小组首先调查分析了辽宁省及山东、浙江、广东

等省的养殖企业，对循环水养虾的水处理相关环节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了解，并查询、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 

（2）2019 年 10 月-2020 年 7 月，标准起草小组对循环水养虾

水处理中涉及到的技术指标，包括养殖条件、环境指标、设备各项

参数、日常管理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等相关技术方面进行了验证，

确定了标准中主要技术指标及相应的参数。 

（3）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20 年 11 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

《循环水养虾水处理技术规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了高校、

科研院所专家和生产、应用企业及社会各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并根

据回函意见进行多次修改，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标准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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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遵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以下原

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现在已经颁布的国内有关渔业水质标准、无公害食

品对虾的行业标准及水产养殖行业环境管理的标准、规范为基础，

通过参考大量国内外相关的技术资料和在生产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手

数据，结合行业特点，将适合我国国情和技术水平，且生产实践证

明的经济、可靠、成熟的工艺和管理要求列入本标准的内容。重点

围绕着对虾循环水养殖过程中水处理工艺技术要求及参数、循环水

养殖过程中水质的标准要求和环境管理要求制定而成，符合我国现

阶段海洋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导向。 

（2）协调性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凡国家现行的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以及质量安

全要求已有规定的，本标准力求与其保持一致，以当前凡纳滨对虾、

中国对虾的养殖现状、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力求

使本标准有一定的先进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 

（3）科学性和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的叙述

尽可能清楚确切，并开展过案例验证研究，对所拟标准进行印证，

使得本标准执行起来尽可能易实现和可操作，充分满足使用要求。 

2.确定的主要内容 

根据我们对所收集材料的整理、分析研究，综合调研结果，现将

《循环水养虾水处理技术规程》确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循环水养殖对虾的水源水质条件；（2）循环水养虾水处理

的工艺流程；（3）水处理设备使用技术及参数（包括：微滤，泡沫

分离，生物氧化，消毒）（4）配套设备；（5）养殖过程中的水质

监测及管理；（6）尾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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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

响论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工厂化循环水养虾是利用工业化手段人为控制池内水环境，

为对虾创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生长和生活条件。它具有占地少、

产量高、效益好，可以避免传统养虾方式带来的虾病和水体污染，

减少天气对养殖的不利影响，生产方式环境友好等优点，在虾病

肆虐的当下，全程可控的工业化循环水养殖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方

向。本公司与中科院海洋所的项目组进行多年的产学研结合，根

据我国水产养殖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结合辽宁地区特殊的

地域及养殖条件，利用实验生态学原理对循环水养殖对虾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人工可控的循环水对虾养殖生态系统。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生产试验，团队在对虾养殖技术和水处理

技术二个方面进行了示范推广，成功地构建了全新凡纳滨对虾循

环水养殖工艺和养殖工程系统，取得了较好的养殖效果，获得了

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生产经验，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

础。 

其中与该标准相关的专利成果有： 

（1）发明专利“循环水养殖系统 PH 自动调节装置”(申请

号：201610266088.0)；（2）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养殖水循环处

理用自动反冲洗筛滤装置”（申请号：201921514374.X）；（3）

发明专利（实质审查）“一种循环水养殖系统间歇式回水装置及

其回水工艺”（申请号：201710432204.6）；（4）发明专利（实

质审查）“基于光电驱虾与回水缝隙自控耦合的虾池排污方法”

（申请号：202010899086.1）。 

 

目前辽宁地区约有 1/3 的育苗车间处于闲置状态，急需产业

转型，辽宁地区现有约 400 万 m
2

的养殖潜力，然而目前辽宁地区

尚没有对虾循环水工厂化养殖过程水处理方面的相关标准，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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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厂化养殖对虾的推广和普及具有很大的限制作用，因此，制

定一项海水虾类的循环水养殖的水质管理相关标准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标准实施后，将带动大批养殖户进行产业升级，为

对虾类工厂化养殖过程中出现的如水质、病害等问题提供了可参

考的技术标准。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法》为依据，并在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原则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和《农业标准编写规则》的基础上，

参考了 GB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NY 5052-2001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

殖用水水质； NY 5051-200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SC/T 

6056 水产养殖设施 名词术语；SC/T 9101 和 SC/T 9103 养殖水排

放要求；SC/T 0004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范；GB 17378 海洋监

测规范的要求。突出了本标准编写应遵循的特色和原则，与现行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都不冲突。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生产单位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并

根据本标准制定的原则，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本标准的

内容和结构。不同意见和分歧，根据标准制定的原则和目的协商解

决。 

 

（六）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及理

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七）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后应及时发布实施。同时加强对标准的宣传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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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贯彻和应用中不断收集用户意见和建议，不断修改完善。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