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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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渔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市普兰店区海参协会、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普兰

店区农业农村局、大连海洋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车鉴、丁雨、魏东、汪德峰、陈启俊、李双双、林永亮、张俊杰、于海洋、左

然涛、周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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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店刺参池塘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普兰店地区池塘养殖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的环境条件、设施设备、准备

工作、投苗、养成管理以及成参采捕等要求，描述了养殖过程档案记录等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大连市普兰店地区的刺参池塘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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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GB/T 32756  刺参  亲参和苗种 

SC/T 2037  海参配合饲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环境条件 

池塘周边海域海流畅通，环境水质应符合GB/T 11607 的要求，没有对产地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源。

海区底质为泥底或泥沙底，以硬沙质泥底为最佳。 

5  设施设备 

5.1  池塘 

池塘选址毗邻海边，方便进排水。形状以方形或长方形为宜，纳水深度＞1.5 m。 

5.2  进、排水设施 

每个池塘应设置独立的进水、排水闸门，闸门四周设立拦网。 

5.3  增氧设备 

根据池塘面积、水深、养殖密度等情况，选配使用水车式、叶轮式、喷水式、微气泡式等增氧设备。 

5.4  人工参礁 

5.4.1  石块礁 

石块礁礁体由 30 kg～100 kg重的石头堆砌而成，每个礁体以 1 m³～2 m³为宜。礁体高度 0.5 m～

1 m，长度 1.5 m～2  m，宽度 2 m～4  m。各礁体间距 2  m～3 m。 

5.4.2  瓦片礁 

瓦片每 3  片一组，捆成三棱柱，组成一个礁体，平放在塘底；或把瓦片一边斜插入塘底，每 2 片

相搭成小房状，每 6 片为一组，连成一个礁体。每个礁体间距 0.5 m。 

5.4.3  其他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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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片与旧扇贝笼、鲍鱼笼等材料组成的礁体，以带状分布为宜。 

6  准备工作 

6.1  清塘消毒 

池塘使用前清除塘底陈旧淤泥后晒塘。塘底每平方米使用 200 g～250 g生石灰，化浆后泼洒消毒。 

6.2  池塘进水 

池塘消毒后 6 d～10 d即可进水，水质指标应符合GB/T 11607 的要求。 

7  投苗 

7.1  投苗时间 

投苗时间为春季或秋季。 

7.2  环境要求 

投苗水温 8  ℃～18  ℃，水盐度 25～30。投苗前，育苗室海水与池塘海水的温度差小于 3  ℃、盐度

差小于 5。放苗时，池塘水深应没过参礁。 

7.3  放苗规格 

放苗标准为 200 头/kg～1 500 头/kg，参苗每头均重 0.6 g～5 g。 

7.4  放苗密度 

新池塘根据池塘海水深度、苗种大小、人工参礁的数量等条件确定放苗密度，以每平方米投放 8 

头～10 头为宜。 

池塘进行补苗投放时，可根据池塘内现有刺参密度等条件确定参苗投放量。 

7.5  参苗选择 

参苗应选择状态活泼、身形健壮、色泽正常且无病害发生的个体，符合GB/T 32756的要求。抽取参

苗放入海水中静置 5 min后，参苗身体自然舒展、体表光滑、疣刺粗壮尖突，且干露操作过程中参苗无

黏液为宜。 

7.6  参苗运输 

7.6.1  干法运输 

将沥干水的参苗放入洁净的泡沫箱中，箱内参苗厚度不超过 10 cm，封箱后运输。 

7.6.2  湿法运输 

将参苗放入存有洁净海水的桶或其他运输容器中，持续充气运输；或使用塑料袋加洁净海水后打包，

向袋内充入纯氧密封后装箱运输。 

7.7  投苗方法 

7.7.1  直接放苗法 

按池塘水域面积将参苗按投放密度标准投放，将参苗直接由水面投放到人工参礁上。 

7.7.2  网袋潜水投放法 

将参苗装入 20 目网袋，由潜水员将参苗均匀投放到参礁上；或将网袋开口后置于参礁上待参苗自

然爬出。 

8  养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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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巡塘 

每日进行巡塘，观察池塘水位、塘水颜色等情况，关注闸门、增氧机等设备运转是否正常，并对水

温、盐度、pH值、溶解氧等进行检测，水温宜 0  ℃～29  ℃、盐度 22～30、pH 7.8～8.4、溶解氧 5 mg/L

以上、透明度 40  cm～60 cm、氨氮 0.2  mg/L以下。每周需进行潜水观察，记录海参的生长、摄食、活

动情况，记录藻类生长、底质变化和敌害数量等情况。 

8.2  投喂 

原则上不投饲料，当发生天然饵料缺乏时，可进行补充投喂。投喂的饲料应符合GB/T 13078 和SC/T 

2037 的要求。投喂时间主要为每年春季和秋季。投喂量依据养殖池塘刺参密度与天然饵料丰富度确定。

投喂的种类主要为鲜海泥、鲜藻液、鲜藻粉、海参配合饲料。 

8.3  清除敌害 

使用渔网、蟹笼、承网、底挂等渔具，及时清理池塘内的鱼、虾、蟹等海参敌害。 

8.4  进排水管理 

进排水前，作业人员需检查堤坝、闸门、启闭机、电闸开关是否可以正常运转。按照潮汐汛期，合

理规划进排水时间。 

8.5  病害防治 

池塘养殖的病害防治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生产期间，保持良好的水质环境，加强饲养

管理；投苗、换水时，谨慎操作，减少海参应激反应。疾病预防和治疗期间所用药物按最新版《水产养

殖用药明白纸》的规定执行。 

9  成参采捕 

9.1  采捕规划 

养殖 2 年～4 年的成参可进行采捕，采捕规格在 1 头/kg～5 头/kg为宜。采用轮捕轮放的方式，

捕大留小。 

9.2  最佳采捕时间 

每年4月至6月；每年10月至12月。 

10  档案记录 

养殖过程关键环节应保持记录，记录内容和频次应能保证可追溯管理。所有记录保存期不应少于该

批产品销售后 3  年。记录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地环境调查和评估； 

b) 水质检验和日常监测； 

c) 苗种采购和放养； 

d) 饲料和渔药等投入品的采购和使用； 

e) 产品检验； 

f) 产品销售和召回产品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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