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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随着沧州渤海新区的开发建设，用水量已大幅度增加。目前

渤海新区现有聚源水厂和神华水厂两座给水厂，承担着满足现状

港城区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供水任务。集聚区尚未形成完整的工

业给水管网系统，当地企业主要依赖于沧东国华电厂的供水，将

会影响地下水水质和水体环境，阻碍工业可持续发展。为此，新

建海水淡化项目，对加快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员工、

城镇居民用水困难，维持工业可持续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也是

十分必要的。沧州渤海新区首创阿科凌 10 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

一期工程，既 5 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位于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

东疏港路（即港前大街）与港口纬六路交叉路口之西南角，占地 

66.828 亩。首创阿科凌渤海新区海水淡化厂总投资 3.8 亿元，

建设运营单位为沧州渤海新区首创阿科凌新水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首创阿科凌”），其由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

司香港首创（股权比例 80%）和阿科凌全球（股权比例 20%）

共同出资于 2013 年成立，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出水调试。上海

巴安水务渤海新区海水淡化厂位于首创阿科凌海水淡化厂东侧，

紧邻首创阿科凌海水淡化厂。上海巴安水务渤海新区海水淡化厂

按 10 万吨/日进行规划，其中一期建设规模为 5 万吨/日，二期

规划建设 5 万吨/日。目前巴安水务海水淡化厂一期工程正在进

行实施，其中土建部分按 5 万/日进行建设，安装部分先期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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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进行建设，一期工程计划 2016 年底投入运行。本项目主要

为上海巴安水务渤海新区海水淡化厂、沧州渤海新区首创阿科凌

海水淡化厂以及渤海新区其它潜在海水用水户提供海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

理暂行办法》等的要求，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进行本项目对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对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工作，形成《黄骅港

综合港区海水淡化引水工程对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以下简称“专题论证报

告”）。专题论证报告通过综合分析，认为黄骅港综合港区海水淡

化引水工程的实施，将会对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的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

对保护区的主要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工程建设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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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设后应采取增殖放流、生物修复、渔业资源养护等有效措

施，将工程对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建

议建设单位尽快完成下一步的报批程序，积极采取渔业资源修复

措施，修复金额为 3989.14 万元，其中运行 5 年经济补偿金额为

1021.37 万元，项目运行 10 年需增加补偿金额 989.26 万元，项

目运行 20 年需再增加补偿金额 1978.51 万元。 

根据专题论证报告的建议和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关

于该专题论证报告复函的精神，项目计划于 2021 年进行第一阶

段的生态修复工作，所用资金 1021.37 万元，为了资金的合理使

用，制定该渔业资源修复方案，以便修复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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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1）明显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根据水生生物资源的区域分布特征，在确保水域生态安全性

前提下，增殖选择对渤海湾渔业资源恢复效果显著的物种。 

（2）苗种统一招标采购 

增殖放流苗种依法进行招标采购，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

证合理、诚实守信。承担增殖放流的单位或企业应符合《河北省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要求。 

（3）供苗企业在放流地点附近为宜，便于缩短苗种运输时

间、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节约运输成本，所产种苗近三年内有

农业部抽检药残超标和放流工作中有违规行为的单位不安排放

流任务。 

（4）资源修复过程需全程监督 

资源修复具体工作由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当地

渔业主管部门应在整个增殖放流过程中进行技术指导和现场监

督。 

（5）资源修复活动跟踪调查与效果评价 

组织开展增殖放流跟踪检测和效果评价，客观、科学反映增

殖放流效果，强化前、后期管理及风险防控。增殖放流跟踪监测

和效果评价由相关资质中标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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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机构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编写、执行修复实施方案，

组织修复工作中的招标工作。 

苗种实际中标单位：负责苗种的规范化生产、按照渔业主管

部门的要求进行苗种的检验检疫，放流前 15 日向当地渔业主管

部门申报放流时间、地点、种类、数量，并接受监督检查，符合

增殖放流苗种管理的要求后，按照合同进行苗种的运输与投放。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宏观指导修复工作，对补偿措施进行监

督管理。 

沧州市农业农村局：研究审定渔业资源修复方案，部署修复

工作，协调、解决修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苗种的验收、投放

等环节进行监督。 

黄骅港开发区水产局：负责放流前后有害渔具的清理、以及

后期海上巡航等管理相关工作；组织苗种的第三方检验检疫工作；

负责苗种投放工作的现场验收及渔业资源养护与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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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预计实施总时间周期为 1 年，苗种增殖放流具体实施进

度安排如下： 

（1）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进行苗种供应单位的招

标。 

（2）2021 年 4 月下旬，完成增殖放流前本底调查。 

（3）2021 年 5 月上旬，完成苗种检验检疫。 

（4）2021 年 7 月底前，完成苗种的增殖放流。 

（5）2021 年 6-11 月，进行增殖放流跟踪调查、社会调查。 

（6）2021 年 12 月，完成效果评估报告。 

生态环境跟踪监测为连续 3 年（2021-2023），每年进行春、

秋 2 季的航次调查，每年 12 月形成当年的调查评估报告，2023

年年度，形成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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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内容 

5.1. 资源修复依据 

根据《黄骅港综合港区海水淡化引水工程对辽东湾渤海湾莱

州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建议，项

目计划于 2021 年进行第一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所用资金

1021.37 万元。 

5.2. 主要渔业经济物种增殖放流 

5.2.1. 增殖放流物种 

本次增殖放流选择品种在《专题论证报告》的建议，分析了

沧州近岸的生物资源特点，选定5种渔业资源生物，甲壳类2种：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鱼类 2 种：褐牙鲆、半滑舌鳎，贝类 1

种：毛蚶。上述五个品种的确定一方面是渤海种质资源保护区重

点保护品种，是沧州海区重要的海洋生物资源，在工程海区受工

程影响较大，能够体现出补偿资金的修复意义；第二方面，毛蚶、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均是资源衰退品种，

需要通过增殖放流进行人工恢复，对其进行增殖放流能够体现较

好的生态保护意义；第三方面，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

和半滑舌鳎是工程影响海区渔民的的重要捕捞对象，对其进行增

殖放流不仅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还能促进工程影响海域的渔民群

体的社会稳定，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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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放流时间安排 

各物种的具体增殖放流时间为： 

（1）褐牙鲆放流时间选择在 6 月上旬至 7 月底前后进行。

放流时间长有利于种苗挑选，并可以避开恶劣天气。主要是由于

该季节为渤海湾主要物种的繁育期。而且投放苗种后，正值渤海

休渔期，便于管理。 

（2）半滑舌鳎放流时间选择在6月上旬至7月底前后进行。

放流时间长有利于种苗挑选，并可以避开恶劣天气。主要是由于

该季节为渤海湾主要物种的繁育期。而且投放苗种后，正值渤海

休渔期，便于管理。 

（3）中国对虾放流时间选择在 5 月底前完成。放流时间长

有利于种苗挑选，并可以避开恶劣天气。主要是由于该季节为渤

海湾主要物种的繁育期。而且投放苗种后，正值渤海休渔期，便

于管理。 

（4）三疣梭子蟹放流时间选择在 5 月底前完成。放流时间

长有利于种苗挑选，并可以避开恶劣天气。主要是由于该季节为

渤海湾主要物种的繁育期。而且投放苗种后，正值渤海休渔期，

便于管理。 

（5）毛蚶底播时间选择在 6 月适时进行。放流时间长有利

于种苗挑选，并可以避开恶劣天气。主要是由于该季节为渤海湾

主要物种的繁育期，利于苗种成活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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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放流地点 

放流地点的选择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放流点在渤海种

质资源保护区，是鱼虾类的产卵场，也是上述三个品种的资源分

布区，同时在浅水区的敌害生物较少、海况稳定；二是该海区有

光滑兰蛤等天然饵料丰富，是上述三个品种的索饵场，放流后适

合放流苗种就地索饵、生长；三是交通便利，附近有大型渔港，

便于苗种的陆上运输和海上放流。 

根据本项目的实施位置和当地的特点，推荐放流点为 

中国对虾：沧州沿海（冯家堡外至南排河外近海） 

三疣梭子蟹：沧州沿海（黄骅港、冯家堡外至南排河外近海） 

褐牙鲆：沧州沿海（冯家堡外至南排河外近海） 

半滑舌鳎：沧州沿海（冯家堡外至南排河外近海） 

毛蚶：沧州沿海（冯家堡外至南排河外近海 5 米水深以上） 

放流船只出河口至毗邻海域后，应在放流区域分散投放苗种，

避免单站点集中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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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拟放流区域与品种 

5.2.4. 增殖放流规格 

放流规格的确定按照国家放流技术标准，对虾增殖放流技术

规范 SC/T 9419-2015、梭子蟹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SC/T 9415-

2014 和鲆鲽类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应 SC/T 9422-2015，同时根据

本地苗种的生产情况，中国对虾放流规格为体长 1cm 以上，三

疣梭子蟹放流规格为二期幼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规格在与相关

标准不冲突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存活率，尽量选择体长较大的规

格进行放流，其苗种规格为全长 8cm 以上，毛蚶 1cm 以上。计

划放流数量为中国对虾 40000 万尾，三疣梭子蟹 2000 万只，褐

牙鲆 70 万尾，半滑舌鳎 16 万尾，毛蚶 4000 万粒，具体价格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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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表 5-1 增殖放流计划表 

品种 规格 拟放流数量 单价 金额（万元） 

中国对虾 体长 1cm 以上 40000 万尾 80 元/万尾 320 

三疣梭子蟹 稚蟹二期 2000 万只 1000 元/万只 200 

褐牙鲆 全长 8cm 以上 85 万尾 2 元/尾 170 

半滑舌鳎 全长 8cm 以上 20 万尾 5 元/尾 100 

毛蚶 壳长 1cm 以上 4000 万粒 0.02 元/粒 80 

合计 870 

 

5.2.5. 放流方式 

中国对虾：虾苗经规格测量和计数后放入已装水的虾苗专用

塑料包装袋内、充氧密封包装运输至指定海域放流。 

三疣梭子蟹：二期幼蟹经计数后，蟹苗混入泡湿的稻壳中混

匀，装入塑料袋充氧包装运输至指定海域放流。 

褐牙鲆和半滑舌鳎：鱼苗经规格测量和计数后放入已装水的

鱼苗专用塑料包装袋内、充氧密封包装运输至指定海域放流。 

毛蚶：蚶苗经规格测量和计数后放入专用包装袋内、包装运

输至指定海域底播，密度控制 20000-40000 粒每亩，面积 1000

亩。 

5.2.6. 技术规范要求 

放流苗种供应单位的确定必须符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

规定》要求，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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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督查验收工作规范》要求进行现场督查验

收。 

对虾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应参照农业农村厅发布的行业标准

SC/T 9419-2015。 

梭子蟹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应参照农业农村厅发布的行业标

准 SC/T 9415-2014。 

褐牙鲆和半滑舌鳎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应农业农村厅发布的

行业标准参照 SC/T 9422-2015。 

毛蚶养殖技术规范可参考河北省地方标准 DB13/T 791—

2006，放流过程可参考天津市地方标准 DB12/T 364-2008，同

时也可参照周边省市的相关标准进行。 

5.2.7. 资源保护监测 

放流后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应进行放流苗种的监督工作，重

点加强增殖区域内有害渔具的清理和海上执法检查工作，依法打

击各类偷捕和破坏增殖苗种的行为，确保增殖放流资源得到有效

养护。 

增殖放流跟踪监测效果评价与效果评估由相关中标单位承

担，并提供效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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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6.1. 技术路线 

效果评估服务大纲重点在于调查站位的合理性，并根据调查

结果对增殖放流品种的回补率进行放流品种的产量和产值分析。

最后根据放流品种的总体存活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效益分析。 

 

图 6-1 跟踪调查与效果评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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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调查内容 

6.2.1. 本底调查 

1．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本底调查内

容包括： 

（1）主要放流海区的生物资源概况，放流水域优势种组成，

以此来确定放流品种在放流区域的生态位置，为将来的后期评估

提供基础数据。 

（2）敌害生物种类与数量，主要考虑放流种的幼体是否会

受到敌害生物的大规模摄食，从而影响放流效果。 

（3）水文环境即水温、盐度和透明度等，以此进一步确定

放流区域是否符合放流品种幼体生存的基本条件。 

6.2.2. 跟踪调查 

1．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毛蚶、褐牙鲆和半滑舌鳎跟踪

调查内容包括： 

（1）渔获物的组成，以此确定总渔获量中放流品种的的生

物量比重。 

（2）放流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毛蚶、褐牙鲆和半滑舌

鳎的移动方向及分布，以此确定放流种的分布范围和鱼汛期间可

能形成的渔场。 

（3）放流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和、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的

生物学测定，包括体长、体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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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文环境：水温、盐度和透明度等。 

6.2.3.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主要包括放流品种捕捞生产规模、作业方式、作业

海区、作业时间、产量、产值及成本等，以前确定放流品种的实

际经济产出效益。 

6.3. 调查方法 

6.3.1. 本底调查 

用 175 马力渔船进行底拖网作业，每站拖网 20 分钟，船速

1.5 节，进行亲体调查。用采泥器，每站采集底栖生物样品 2 次；

用中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采样，样品用 5%福尔马林

溶液固定，室内鉴定分析和资料整理；同时测定水温、盐度、透

明度。 

6.3.2. 跟踪调查 

第一次跟踪调查：放流区 1 米以上水深均用 40 马力渔船带

扒拉网（密眼网），拖网 20 分钟，船速 1.5 节。1 米以下水深用

手推网（网口宽 2.5 米），推网 10 分钟。毛蚶采用 40 马力渔船

进行毛蚶耙子网作业，每站作业 20 分钟，船速 1.5 节。 

第二、三次跟踪调查：随着群体向深海移动，采用 150-180

马力渔船 1 艘，单拖网一条，拖网 30 分钟，船速 2.0 节。毛蚶

调查同第一次调查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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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会调查 

按主要作业方式的渔船数量的 2%选取样本船，发放生产情

况记录表及生产成本统计表，由船长按要求填写。走访渔民、渔

业协会和渔业主管部门了解市场价格、成交数量等。社会调查采

用发放渔捞日志和现场采访的形式，包括放流品种捕捞生产规模、

作业方式、作业海区、作业时间、产量、产值及成本等。收集调

查地点设为沧州、唐山的主要渔业码头。发放统计表预计 300 张，

收集后进行计算机统计分析。各统计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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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统计样表 

 



 

18 

渔捞日志统计样表 

 

面上调查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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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调查时间与站位设定 

6.4.1. 本底调查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毛蚶、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的本底调

查在放流前进行。毛蚶的本底调查在放流前进行，由于底播毛蚶

的移动性差，在播区内、外各设两个站位，跟踪调查站位也与此

一致。 

 

 

图 6-2 放流区本底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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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毛蚶本底调查站位 

6.4.2. 跟踪调查 

跟踪调查具体时间根据放流时间确定，不同品种放流时间不

同，跟踪调查时间也不尽相同。一般放流后 10～15 天进行第一

次跟踪调查，然后每月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连续跟踪调查三次。 

第一次跟踪调查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第一次跟踪调查

共设计调查站位 34 个，其中手推网 15 个，扒拉网 19 个。毛蚶

的跟踪调查站位设置与本底调查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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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第一次跟踪调查调查站位 

第二次跟踪调查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第二次跟踪调查

共设计调查站位 6 个。毛蚶的跟踪调查站位设置与本底调查仍然

设置一致。 



 

22 

 

图 6-5 第二次跟踪调查调查站位 

第三次跟踪调查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第三次跟踪调查

共设计调查站位 9 个。毛蚶的跟踪调查站位设置与本底调查仍然

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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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第三次跟踪调查调查站位 

6.4.3. 社会调查 

9 月初伏季休渔结束，开捕后进行社会调查，主要走访河北

沿海的中心渔港的渔民、渔业协会和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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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殖放流苗种生产管理 

7.1. 苗种场确定 

供苗场要求：一是苗种生产单位必须是在河北省内从事水产

苗种繁育的独立法人单位，从事苗种生产两年以上，持有县级以

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且近

两年内生产的苗种无质量问题，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厂址位于

放流地点附近为宜。二是必须具有繁育增殖放流苗种的亲本，用

于增殖放流的亲体、苗种等水生生物应当是本地种。苗种应当是

本地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亲本数量要满足放流苗种生产需要，

且具有固定的生产场所，生产条件和设施齐全。三是有一定数量

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产专业中专以上学

历、三年以上的水产苗种繁育工作经验。具备水质和苗种质量检

验检测基本能力，有自己的企业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以及完

整的引种、保种、生产、用药、销售、检验检测等记录。 

苗种采购按照农业农村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苗

种生产单位。 

苗种生产单位一经确定，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苗种供应

单位签订《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协议书》，明确品种、规

格、数量、单价和供应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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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苗种生产及质量控制 

选定的苗种场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中国对虾、三疣梭

子蟹、褐牙鲆和半滑舌鳎的苗种的培育，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对生

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具体要求放流苗种亲本入池后，苗种孵化要求严格按照相应

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严禁高温育苗以及使用劣质饵料、违禁药物

等行为，并认真做好生产日志。生产过程中，项目出资单位要派

出技术人员进行全程监督与定期抽查，确保苗种健康、质量良好。

发现违规生产或苗种质量不合格的，不准进行放流，并取消其生

产厂家资格。 

7.3. 苗种检验检疫 

用于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应当依法经检验检疫合格，确保健

康无病害、无禁用药物残留。放流前，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组织苗

种样品的送检，委托第三方具备检测资质的单位对苗种进行检验、

检疫，检验、检疫采取随机采样的方式，相关费用由苗种生产厂

家承担。 

所供苗种放流前必须进行检验、检疫和质量鉴定，出具《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质量检验检疫报告》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苗种质量鉴定报告》，验收人员和监督成员对报告进行审核，确

认合格后，方可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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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态环境跟踪监测 

本部分工作内容是因为本工程位于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渤海湾保护区的核心区内，为了解和

掌握工程开发项目对渔业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影响，农业农村

部要求业主单位应对工程附近区域及临近海域进行渔业生态环

境和生物资源跟踪监测。本部分的工作内容重点在于调查、采样

和样品分析。 

8.1. 调查内容 

（1）开展生态补偿实施前的本底监测 

提供对照的本底值与后期修复或者工程后期的生态环境变

化提供对比值。 

（2）每年度（按 3 年计，每年实施前、后各调查 1 次）生

态补偿实施后的效果跟踪监测（海水水质（包含 pH、溶解氧、

COD、BOD5、氨-氮、总氮、总磷、悬浮物、铜、铅、锌、镉、

铬、汞、砷、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等因子）、生态（包含叶绿

素 a、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鱼卵仔鱼）

及渔业资源调查）。 

（3）生态补偿工作全部实施完成后的总体效果监测及评价。 

（4）提交每年度生态补偿效果跟踪监测报告、总体效果监

测及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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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调查频率及站位设置 

渔业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跟踪监测每年春、秋 2 季，工程建

设后进行 3 年的跟踪监测。 

 

图 8-1 调查站位设置 

8.3. 调查与实验方法 

海水水质部分：样品采集参照“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

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

控制参照“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

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pH 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 pH 计法。 



 

28 

溶解氧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碘量法。 

COD 测定方法参照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碱性高锰酸钾法。 

BOD5 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五日培养法。 

氨-氮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次溴酸盐氧化法。 

总氮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过硫酸钾氧化法。 

总磷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过硫酸钾氧化法。 

悬浮物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重量法。 

铜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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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汞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原子荧光法。 

砷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

分：海水分析”中的原子荧光法。 

挥发酚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氰化物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石油类测定方法参照“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的紫外分光光度法。 

海水生态部分：样品采样、贮存与运输参照“GB_T 12763.6-

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执行。 

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叶绿素 a 和初级

生产力粒度分级测定。 

浮游植物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

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小型浮游生物调查采样、样

品分析和资料整理。 

浮游动物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

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中型浮游生物调查采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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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分析和资料整理。 

底栖生物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

范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大型底栖生物采样、样品分析

和资料整理。 

鱼卵仔鱼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

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鱼类浮游生物采样、样品分

析和资料整理。 

渔业资源调查采样及测定参照“GB_T 12763.6-2007 海洋调

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的游泳动物采样、样品分

析和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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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障措施 

9.1. 严格规范工作流程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河北省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督查验收工作规范》要求进行现场督查验收。

放流苗种供应单位的确定必须符合《关于加强河北省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苗种供应基地管理规定》要求。 

9.2.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本项目中所有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规定，规范各

项程序，完整保存有关档案，做到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积极配

合财政、审计部门开展项目资金的使用监督，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9.3. 确保苗种质量  

苗种培育、技术、运输前要制定详细的技术方案及意外风险

防范预案，避免损害苗种质量的事故发生。培育过程中每半月进

行抽检，监测病害以及药物残留，严禁使用违禁药物，做好三项

纪录，保证放流苗种质量。 

9.4. 加强监督管理 

为保证放流苗种的质量和数量，放流前由技术人员对苗种质

量和规格进行鉴定评估。放流过程在地方渔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渔民代表、项目施工单位代表监督下进行，按照相关规程进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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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整个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 15

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殖放

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 

9.5. 效果跟踪监测及调查评价 

为了实事求是地检验和评价渔业资源修复、增殖放流效果，

由相关中标单位对放流海域进行水质环境、生物资源跟踪监测调

查，根据项目实施前后水质环境、生物资源的变化情况，全面、

科学地对项目实施效果做出评价，相关设区市（县）渔业主管部

门应给予积极协调配合。 

9.6. 加强放流区域的管护 

放流前由实施小组组织人员对放流海域进行清理，放流后一

周内每天进行巡查，严禁船只进入和捕捞作业，定期巡查保障放

流苗种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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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金安排 

本次渔业资源损失经济补偿资金（1021.37 万元）主要用于

增殖放流苗种采购、实施方案编制、项目管理费用、放流品种的跟

踪调查及效果评估、资源养护及监督以及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跟踪监

测费用，具体金额见下表。 

表 10-1 增殖放流计划表 

类别 金额（万元） 占比 

苗种费用 870 85.18% 

实施方案编制 10 0.98% 

项目管理费用 46.37 4.54% 

放流品种的跟踪调查 30 2.94% 

资源养护及监督 5 0.49% 

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跟踪监测 60 5.87% 

合计 1021.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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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 

1、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关于《黄骅港综合港区海水

淡化引水工程对辽东湾渤海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

响专题论证报告》意见的复函 

2、SC/T 9419-2015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中国对虾 

3、SC/T 9415-2014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三疣梭子蟹 

4、SC/T 9422-2015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鲆鲽类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A154C842D8180E05397BE0A0A90FC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A154C842D8180E05397BE0A0A90FC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F3382B592FE1CE05397BE0A0ABB5C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F3382B592FE1CE05397BE0A0ABB5C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A154C84308180E05397BE0A0A90FC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F7A154C84308180E05397BE0A0A90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