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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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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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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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产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大连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上海海洋大学、辽宁渔港监督局、珠海万山海洋

开发试验区海洋渔业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丕茂、舒黎明、李成久、罗刚、袁华荣、冯雪、佟飞、陈钰祥、李志红、陈圣灿、田涛、

李应仁、杨文波、李娇、汪振华、尹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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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目的、原则、范围、内容和方法,效果评估的原则、内容和方法,以及

报告的编写、资料和成果的归档.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牧场的效果调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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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GB/T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１２７６３９—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１２７６３１０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１８６６８　海洋沉积物质量

HY/T０８２—２００５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T０８３—２００５　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SC/T９１１１　海洋牧场分类

SC/T９４０１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９４１６—２０１４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０１—２０２０　人工鱼礁建设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０３—２０２０　海洋牧场海草床建设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０４—２０２０　海洋牧场海藻场建设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１０—２０２１　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１１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技术指南

T/SCSF００１２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范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SC/T９１１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对照区　contrastarea
对比区

在海洋牧场外设定的与海洋牧场区生态环境条件相同或相近,且与海洋牧场间隔适当距离的用作科

研比较分析的特定海域.

４　效果调查

４１　调查目的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海洋牧场建成后的效果评估提供依据:比较本文件和 T/SCSF
００１３—２０２１的调查结果,对照 SC/T９１１１、T/SCSF００１１、SC/T９４１６—２０１４、T/SCSF００１２、T/SCSF

１



T/SCSF００１４—２０２１

０００３—２０２０、T/SCSF０００４—２０２０、T/SCSF００１０—２０２１、SC/T９４０１等的要求按照第５章的方法评估海

洋牧场的效果.

４２　调查原则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主要原则包括:

a)　目的性原则:效果调查的目的是为效果评估提供资料,为管理维护提供依据,调查的内容应根据

效果评估、管理维护的要求确定;

b)　一致性原则:调查的内容和方法尽量和本底调查一致;

c)　简洁性原则:在满足相关要求的前提下调查的内容尽量简洁.

４３　调查范围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范围包括:

a)　海上调查范围:依据海洋牧场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确定,应覆盖海洋牧场可

能影响到的全部区域,一般可选择海洋牧场及周边１倍~３倍海域范围;

b)　渔业生产调查范围:一般选择海洋牧场所在地.

４４　调查内容和方法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按照表１执行.

表１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调查项目 调查或测定内容 采样、测定或分析要求 站位 调查时间及频次

水文

水质

表层

沉积物

海洋生物

　海流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中

７２的规定执行,宜选择定点锚

定法

　在人工鱼礁区按照GB/

T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 中 ４３
的规定布设站位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等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１的规定执行

　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

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

氮(NO２ＧN)、硝酸盐氮(NO３Ｇ
N)、氨氮(NH４ＧN)]、活性磷酸

盐(PO４
３ＧP)、石油类、重金属

[汞(Hg)、铜(Cu)、铅(Pb)、锌
(Zn)、镉 (Cd)、总 铬 (Cr)(选
做)、砷(As)(选做)等]、悬浮

物(SS)等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２的规定执行

　pH、粒度、有机碳、石油类、
汞(Hg)、铜(Cu)、镉(Cd)、铅

(Pb)、锌(Zn)、硫化物、铬(Cr)
(选做)、砷(As)(选做)等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３的规定执行

　叶绿素a、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鱼卵仔鱼、底栖生物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４的规定执行

　附着生物

　附着生物按照以下方法采样:

　a)　选择天气晴朗、风浪较小、
水流平缓、海水透明度高

的时段进行

　b)　宜水下潜水采样,条件允

许可采用吊礁方式取样,
取样前进行摄影

　c)　在不同水层和水深的人工

鱼礁礁体上、中、下部位各

采集３个以上平行样本

　d)　取样面积根据生物的多少

酌定,一般按照２０cm×
２０cm面积取样

　在人工鱼礁区进行,根
据不同材料和不同形状礁

体选择站位,要求每种材

料和每种形状的礁体均采

集到３个及以上样本

　海洋牧场建成

后进行１次及以

上调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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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续)

调查项目 调查或测定内容 采样、测定或分析要求 站位 调查时间及频次

海洋生物

　游泳及其他动物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４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

A、附录B、附录C、附录 D、附录E分别记录拖网、张网、刺网、
钓具、笼壶调查的参数

　海洋牧场建成

后进行１次及以

上调查

　大型海藻 　按照 T/SCSF０００４—２０２０中６４和第８章的规定执行

　海草 　按照 HY/T０８３—２００５中５１、T/SCSF０００３—２０２０中８１的规定执行

　珊瑚礁 　按照 HY/T０８２—２００５中５２１２的规定执行

　 按 照 T/SCSF
００１０—２０２１中９１
的规定执行

人工鱼礁

状态调查

渔业生产

调查

社会效益

调查

　位置、数量、沉降、稳定性等

状况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０、T/SCSF０００１—２０２０中４２的规定

开展声学调查,并结合潜水观测、水下摄影等方式进行

　按照 T/SCSF００１３—２０２１中６８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F记录相关参数

　行业影响
　走访海洋牧场所在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收集分析相关的行

业统计资料,统计海洋牧场带动的行业变化情况

　就业

　走访海洋牧场所在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分
析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行业生产统计资料等,统计海洋牧场促

进的转产转业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宣传、科普
　统计宣传、科普的资料和份数,采用走访、调查问卷等形式

获得民众对海洋牧场的认知改进

　海洋牧场建成

后进行１次及以

上调查

５　效果评估

５１　评估原则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原则主要包括:

a)　全面评估原则:需从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总体评估海洋牧场的建设效果;

b)　分类侧重原则:根据海洋牧场类别的不同,评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生态型海洋牧场主要侧重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增殖型海洋牧场主要侧重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休闲型海洋牧场主要侧重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c)　重点突出原则:生态型海洋牧场应专门阐述生物或者生态的变动情况;增殖型海洋牧场应专门阐

述增殖对象的变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应专门阐述休闲垂钓或者渔业观光的效果.

５２　评估内容和方法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按照表２执行.

表２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评估类别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生态效益

水文

水质

表层

沉积物

　海流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等

　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

(NO２ＧN)、硝 酸 盐 氮 (NO３ＧN)、氨 氮 (NH４ＧN)]、活 性 磷 酸 盐

(PO４
３ＧP)、石油类、重金属[汞(Hg)、铜(Cu)、铅(Pb)、锌(Zn)、

镉(Cd)、总铬(Cr)(选做)、砷(As)(选做)等]、悬浮物(SS)等

　pH、粒 度、有 机 碳、石 油 类、汞 (Hg)、铜 (Cu)、镉 (Cd)、铅

(Pb)、锌(Zn)、硫化物、铬(Cr)(选做)、砷(As)(选做)等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的规

定分析海流,比较人工鱼礁区内外

流场的异同

　 按 照 GB/T
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的

要求分析

　按 照 GB３０９７
分级

　按照 GB１８６６８
分级

　比较效果调

查和本底调查

或上次调查的

异同,比较海洋

牧场区和对照

区的异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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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续)

评估类别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生态效益

海洋生物

人工

鱼礁状态

　叶绿素 a、浮 游 植 物、浮 游 动

物、鱼卵仔鱼、底栖生物、附着生

物、游泳动物

　现状评估:海洋牧场区各

种生物的参数及分级

　变动评估:效果调查和本

底调查或上次调查的比较

　对比评估:海洋牧场区和

对照区的对比

　大型海藻

　海草

　珊瑚礁

　位置、数量、沉降、稳定性等状况

　按照附录 G的规定执行

　按照T/SCSF０００４—２０２０中第８
章的要求评估

　按照T/SCSF０００３—２０２０中８２
的要求评估

　按照T/SCSF００１０—２０２１中９２
的要求评估

　比较效果调查和规划或上次调查

的区 别,分 析 原 因,按 照 SC/T
９４１６—２０１４中第７章的规定进行

维护与管理

经济效益
价值

　海洋牧场建成后增加的渔业资源的经济价值

　游钓、潜捕、观光等休闲渔业开发产生的收益

投入产出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产出的情况

　按照附录 H 的规定执行

社会效益

行业影响 　海洋牧场建成后的相关行业的变动情况

　增殖型海洋牧场或养护型海洋牧

场分析海洋牧场促进的渔业产业变

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阐述海洋

牧场带来的旅游业变化情况等

就业 　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情况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统计分析海洋牧场建成后从事各

行业的人口变化,分析转产转业的

情况以及促进就业人口的数量等

宣传、科普
　宣传、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效果;民众对海洋牧场的认知改

进

　统计宣传、科普的资料和份数,分析

资料宣传的效果;比较分析海洋牧场

建成前后民众对海洋牧场的认知等

６　报告编写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１４章、GB/T１２７６３９—２００７中第１１章的规定,并参照附录I进行.

７　资料和成果归档

７１　资料要求

归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及其附件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７２　管理要求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１５章的规定和以下要求执行: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６个月内完成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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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拖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拖网类型 拖速 网口宽度 总渔获量

种类 数量,ind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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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张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张网类型 放网张数 网目尺寸 囊网网目 网高 网长 总渔获量

种类 数量,ind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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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刺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刺网类型 放网张数 网目尺寸 囊网网目 网高 网长 总渔获量

种类 数量,ind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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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钓具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钓时间 起钓时间 钓区水深 钓具类型 钓钩数

钓区经纬度 总渔获量

种类 数量,ind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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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笼壶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笼时间 起笼时间 水深 笼壶规格 放笼个数

放笼经纬度 总渔获量

种类 数量,ind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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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渔业生产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渔船功率 kW
作业类型 作业日期 年作业天数 年总产值 年总成本 年耗燃油量

拖网:拖速 kn　上纲长度 囊网网目

刺网:网片张数 网片高 网片长

钓具:钓具类型 吊钩规格 吊钩数

笼壶:笼壶规格 放笼个数

作业水域 日期 作业天数 总产量 主要渔获种 产量 价格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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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生物评估

　

G１　现状评估

G１１　评估内容

各类生物根据对应的参数进行分析,生物具体的分析参数按照表 G１执行.

表G１　各类生物的分析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叶绿素a √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附着生物 √ √ √ √ √ √
游泳动物 √ √ √ √ √ √

　　注:√表示应进行分析.

G１２　计算方法

G１２１　种类组成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中第８章、第９章、第１０章、第１４章的要求分别归类到门、
科、属、种等.

G１２２　密度和生物量

按照公式(G１)~公式(G４)计算.

DB＝NB/VB (G１)

DB＝NB/AB (G２)

BB＝WB/VB (G３)

BB＝WB/AB (G４)
式中:

DB———密度的数值,单位为个每立方米或个每平方米(个/m３或个/m２);

NB———总数量的数值,单位为个;

VB ———生物栖息水体体积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３);

AB———生物栖息空间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２);

BB———生物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立方米或克每平方米(g/m３或g/m２);

WB———总重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注:公式(G１)和公式(G３)主要适用于叶绿素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鱼和游泳动物的密度与生物量的计算;

公式(G２)和公式(G４)适用于底栖生物、附着生物的密度与生物量(湿重)的计算.

G１２３　优势度

按照公式(G５)计算.

Y＝(ni/N)fi (G５)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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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优势度;

ni ———第i种的个体数;

N ———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Y＝００２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准;当Y≥００２时,为优势种;当Y＜００２时,为非优势种.

G１２４　多样性指数

按照公式(G６)计算.

H′＝－∑
S

i＝１
Pilog２Pi (G６)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i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G１２５　均匀度指数

按照公式(G７)计算.

J＝H′/log２S (G７)
式中:

J———均匀度指数.

G１３　分级标准

根据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项内容及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照表 G２~表 G４执行.

表G２　生物量或密度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１０４ind/m３ DB＜２０ ２０≤DB＜５０ ５０≤DB＜１００ １００≤DB＜２００ DB≥２００

浮游动物,mg/m３ BB＜１０ １０≤BB＜３０ ３０≤BB＜７５ ７５≤BB＜１００ BB≥１００

底栖生物,g/m２ BB＜５ ５≤BB＜１０ １０≤BB＜５０ ５０≤BB＜１００ BB≥１００

附着生物,g/m２ BB＜２０ ２０≤BB＜１００ １００≤BB＜６００ ６００≤BB＜４０００ BB≥４０００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G３　多样性指数H′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H′＜１００ １００≤H′＜１６６ １６６≤H′＜２３３ ２３３≤H′＜３００ H′≥３００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G４　均匀度指数J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J＜０５０ ０５０≤J＜０６０ ０６０≤J＜０７０ ０７０≤J＜０８０ J≥０８０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G２　变动评估

G２１　评估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或上次调查是否存在变化,各类生物分析的各项参数

按照表 G１执行.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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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２２　计算方法

采用比值法进行评估,具体按照公式(G８)计算.

SVＧi,j＝CEＧi,j/CBＧi,j (G８)
式中:

SVＧi,j　———i类生物的j参数的变动评估指数;

CEＧi,j ———效果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BＧi,j ———本底调查或上次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i类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鱼、底栖生物、附着生物、游泳动物;

j参数 ———生物量、密度、种类、多样性指数.

G２３　分级标准

按照 G２２的方法计算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或上次调查的比值并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 G５
执行.

表G５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或上次调查生物变动评估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SV－i,j SVＧi,j＜１１０ １１０≤SVＧi,j＜１５０ SVＧi,j≥１５０
评估等级 １ ２ ３
分级描述 一般 较好 好

G３　对比评估

G３１　评估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海洋牧场区和对照区是否存在变化.

G３２　评估方法

采用对比法进行评估,具体按照公式(G９)计算.

SCＧi,j＝CFＧi,j/CCＧi,j (G９)
式中:

SCＧi,j　———i类生物的j参数的对比评估指数;

CFＧi,j ———海洋牧场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CＧi,j ———对照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i类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鱼、底栖生物、附着生物、游泳动物;

j参数 ———生物量、密度、种类、多样性指数.

G３３　分级标准

按照 G３２的方法计算海洋牧场区和对照区的比值并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 G６执行.

表G６　功能区和对照区生物对比评估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SCＧi,j SCＧi,j＜１１０ １１０≤SCＧi,j＜１５０ SCＧi,j≥１５０
评估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分级描述 一般 较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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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海洋牧场经济效益评估

　

H１　价值评估

H１１　评估内容

主要包括海洋牧场建成后增加的渔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以及游钓、潜捕、观光等休闲渔业开发

产生的收益.

H１２　计算方法

按照公式(H１)计算.

V＝∑
m

i＝１YiPi＋∑
n

j＝１Vj (H１)

式中:

V ———海洋牧场的经济价值;

Yi ———第i种渔业资源的产量;

Pi———第i种渔业资源的单价;

m ———渔业资源的总种数;

Vj ———第j种休闲渔业的产值;

n ———海洋牧场带动的休闲渔业的总数.

H１３　评估要求

比较效果调查和上次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H２　投入产出评估

H２１　评估内容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产出的情况.

H２２　计算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率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情况,按照式(H２)计算.

R＝VO/VI (H２)
式中:

R ———投入产出率;

VO———产出的经济价值;

VI ———投入的经济价值.
注:投入包括投入的各个主体以及对应的资金;产出包括产出的主体以及对应的收益,主要收益的来源组成等;投入产

出率包括同类别海洋牧场的投入产出率的比较.

H２３　评估标准

按照B２２的方法计算投入产出率并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 H１执行.

表H１　投入产出率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R R＜１１０ １１０≤R＜１５０ R≥１５０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分级描述 一般 较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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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报告编写

　
表I１给出了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报告的编写大纲.可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对有关章节做适当

增减和调整.

表I１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报告编写大纲

１　调查概述

２　调查目的和依据

３　调查时间和调查站位

４　调查内容与分析评估方法

４１　海洋水文调查

４２　海水水质调查

４３　海底表层沉积物调查

４４　海洋生物调查

４５　人工鱼礁状态调查

４６　渔业生产调查

４７　社会效益调查

５　调查结果分析及评估

５１　生态效益评估

５２　经济效益评估

５３　社会效益评估

６　调查总结和有关建议

７　附录(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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