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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之一.
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３/４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票

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修

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复制、传播、印刷和发行本标准的任何部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１８号楼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２５　电话:０１０Ｇ５９１９５１４３　传真:０１０Ｇ５９１９５１４３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cxhttbz＠１２６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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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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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水产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大自然保护协会、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海南大学、天津市水产研究所、唐山海洋牧场实业

有限公司、山东富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唐山海都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海之都海洋牧场有限公司、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涛、马培振、奉杰、全为民、王海艳、王清、刘青、刘辉、吉红九、于雯雯、赵鹏、高
燕、李楠楠、程珺、张虎、张云岭、姜汉、李卫东、于波、李海州、陈圣灿、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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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的本底调查、礁区选址、构建方式、基质设计与投放、牡蛎移植、监
测与评价、维护与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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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３０９７海水水质标准

GB/T１２７６３１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GB/T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１８６６８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T４０９４６—２０２１　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

SC/T９１１１—２０１７　海洋牧场分类

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名词术语

T/SCSF０００５—２０２０　人工鱼礁礁体制作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０６　人工鱼礁礁体运输、投放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１２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

T/SCSF００１３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海洋牧场　marineranching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

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

模式.
[来源:SC/T９１１１—２０１７,３１]

３２　　
牡蛎礁　oysterreef
由牡蛎固着于硬基质表面生长或沉积形成的礁体.
[来源:GB/T４０９４６—２０２１,３６]

３３　
牡蛎补充量　oysterrecruitment
一定时期内,单位面积内新增牡蛎幼贝的数量.

３４　
牡蛎礁基质　oysterreefsubstrate
用于牡蛎幼虫附着、牡蛎礁构建的硬基质.

１



T/SCSF００１５—２０２２

３５　
牡蛎幼虫　oysterlarva
从牡蛎受精卵发育形成担轮幼虫开始,到完成附着变态之前的牡蛎个体.

３６　
移植　transplantation
将国内或同一地理分布区的水生生物从一个水域移入另一个水域的活动.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２４,有修改]

３７　
牡蛎幼贝　juvenileoyster
附着变态之后、初次性腺成熟之前的牡蛎个体.

３８　
牡蛎成贝　adultoyster
初次性腺成熟后的牡蛎个体.

４　本底调查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的规定开展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海域本底调查,重点调查牡蛎和牡蛎敌害生物的

种类及密度.
采用挂板附着的方法调查野生牡蛎补充量,应使用２５cm×２５cm 的挂板,选择牡蛎排卵高峰期前挂

放,排卵高峰期结束３个月后回收,挂板方法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中１３３１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　礁区选址

礁区选址应根据牡蛎的生物学特性,按照 T/SCSF００１２的规定,结合生物条件、环境条件、社会条件

等因素综合确定.符合下列基本要求可以建设牡蛎礁:

a)　海洋牧场区及周边海域牡蛎资源量丰富;

b)　流速应＜１５５m/s;

c)　水深应＜２０m;

d)　水质达到 GB３０９７规定的二类标准;

e)　沉积物达到 GB１８６６８规定的一类标准;

f)　海底地势平缓,坡度应＜５°;

g)　底质为硬底质或偏硬底质,海底表面土层承载力应＞４０kPa,淤泥厚度应＜０６m.

６　构建方式

在野生牡蛎补充量≥２００个/m２的海区,采用基质投放作为牡蛎礁构建方式,即人工投放牡蛎礁基质

用于海区牡蛎幼虫自然附着.在野生牡蛎补充量＜２００个/m２、牡蛎礁基质充足的海区,采用牡蛎移植作

为牡蛎礁构建方式,即移植牡蛎幼贝或牡蛎成贝.在野生牡蛎补充量＜２００个/m２、牡蛎礁基质受限的海

区,采用先人工投放牡蛎礁基质再移植牡蛎作为牡蛎礁构建方式.

７　基质设计与投放

７１　基质设计

应选择混凝土、石材、贝壳等作为基质材料,按照 T/SCSF０００５—２０２０中４３的规定设计基质形状与

结构.

７２　基质制作

７２１　混凝土基质

混凝土基质的制作按照 T/SCSF０００５—２０２０中５２的规定执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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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石材基质

直接选用单个体积大、不规则、坚实无风化、重量在１００kg以上的天然石材作为牡蛎礁基质.

７２３　贝壳基质

使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或尼龙网绳等构筑基质网架,内部填充牡蛎壳、扇贝壳等贝壳制成单体或复

合型牡蛎礁基质.

７３　基质运输和投放

按照 T/SCSF０００６的规定执行,投放后应按照附录 A中表 A１要求的内容填表记录.

８　牡蛎移植

８１　移植方式

幼贝移植:将人工繁育或自然海区野生的牡蛎幼虫附着于硬基质上,变态后移植幼贝.
成贝移植:在牡蛎繁殖季节,人工投放性腺发育良好的牡蛎成贝至牡蛎礁建设区,使其自然产卵,牡蛎

幼虫在牡蛎礁建设区自然附着.

８２　种类选择

选取海洋牧场建设海域本地种,见表１.

表１　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适宜移植的牡蛎种类

海洋牧场建设海域 适宜种类

渤海 　长牡蛎Crassostreagigas、近江牡蛎Crassostreaariakensis
黄海 　长牡蛎Crassostreagigas、熊本牡蛎Crassostreasikamea、近江牡蛎Crassostreaariakensis

东海
　福建牡蛎Crassostreaangulata、近江牡蛎Crassostreaariakensis、熊本牡蛎Crassostreasikamea、香
港牡蛎Crassostreahongkongensis

南海
　香港牡蛎Crassostreahongkongensis、近江牡蛎Crassostreaariakensis、福建牡蛎CrassostreaanguＧ

lata、熊本牡蛎Crassostreasikamea

８３　牡蛎规格

牡蛎幼贝壳高≥０５cm;牡蛎成贝壳高≥５cm.

８４　移植方法

将牡蛎幼贝或牡蛎成贝运输至牡蛎礁建设区后,贴近海面或在海水表层缓慢投放,或由潜水员均匀撒

播到牡蛎礁建设区,移植后应按照表 A２要求的内容填表记录.

８５　移植密度

牡蛎幼贝密度≥５０个/m２;牡蛎成贝密度≥１０个/m２.

９　监测与评价

９１　监测

定期监测牡蛎礁建设区的海洋水文、海水水质、表层沉积物、海洋生物和渔业生产,监测时间应为牡蛎

繁殖高峰期后,监测频率应为１次/年.

９２　评价

按照T/SCSF００１３的规定评价牡蛎礁建设区的海洋水文、海水水质、表层沉积物、海洋生物和渔业生产.
牡蛎礁建设效果按照表２的分级标准进行评价,频率应为１次/年.

表２　牡蛎礁建设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牡蛎密度,个/m２ ＜２５ ２５~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评价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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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维护与管理

a)　定期检查牡蛎的扩繁和生长情况,对于大范围牡蛎死亡现象,及时分析死亡原因,并采取补救和

修复措施;

b)　定期检查牡蛎礁基质整体稳定情况,对于发生倾覆、破损、埋没的牡蛎礁基质,应采取补救和修

复措施;

c)　及时清除牡蛎礁建设区敌害生物及垃圾废弃物;

d)　制定牡蛎礁管护规章,禁止在牡蛎礁建设区进行底层破坏性捕捞生产活动,防止人为破坏牡

蛎礁;

e)　在牡蛎礁建设区设立显著标识物或标志碑,注明牡蛎礁建设、保护和管理等信息;

f)　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的规定进行资料和成果归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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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海洋牧场牡蛎礁建设记录表

　

A１　基质投放记录表

见表 A１.

表A１　基质投放记录表

　　海洋牧场名称: 牡蛎礁编号: 牡蛎礁面积: 投放日期:
基质材料: 规格:长/m×宽/m×高/m＝　　　　　　　　　　　　　 数量/个:

共 页　第 页

序号 经度(E) 纬度(N) 牡蛎礁基质数量,个 备注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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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２　牡蛎移植记录表

见表 A２.

表A２　牡蛎移植记录表

　　海洋牧场名称: 牡蛎礁位置:　　　　　　　　　　　　(E)　　　　　　　　　　　　(N)
牡蛎种名: 牡蛎来源: 移植方式: 移植日期:

共 页　第 页

序号 牡蛎壳高,mm 牡蛎湿重,g 序号 牡蛎壳高,mm 牡蛎湿重,g

１ １９
２ ２０
３ ２１
４ ２２
５ ２３
６ ２４
７ ２５
８ ２６
９ ２７
１０ ２８
１１ ２９
１２ ３０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平均

　　注:牡蛎样品量不低于３０个,取平均值.

　　填表者:　　　　　　　　　　　　校对者:　　　　　　　　　　 审核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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