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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指出：“海南是我国唯一的

热带省份，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热带地区气候优势，做强做大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进一步打响海南热

带产品品牌”。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部署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农业标

准体系的建立，海南重点围绕鲜活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形成与国际接

轨，具有海南特色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系列标准体系，同时为

我省东风螺产业可持续发展制定纲领性文件。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

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和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三年

（2022-2024）行动方案》文件精神，按照“有标贯标、缺标补标、

低标提标”的原则和《产业标准体系实施工作指南》的要求，构建具

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主线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保障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东风螺(Babylonia spp.)俗称花螺、旺螺、凤螺，隶属于腹足纲、

蛾螺科。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因其肉质鲜美、酥脆爽口而成为仅次

于鲍的名贵海洋经济腹足类动物，是国内外市场近年十分畅销的优质

海产贝类，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前途的海水养殖品种之一，已被我

国东南沿海养殖户所接受，并逐渐形成生产规模。东风螺是我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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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海水养殖品种，主要有方斑东风螺和泥东风螺，以方斑东风螺为

主。方斑东风螺具有个体大、生长快、养殖周期短、适应性广、抗病

能力强、耐低氧便于活体运输、市场需求大、养殖效益好等特点，深

受养殖业者的欢迎。海南省是我国方斑东风螺养殖的主要产地，我省

方斑东风螺的养殖得益于其独特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包括适宜的水温

和良好的水质，据《2022 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报道及调研数据，

2021 年，我省的东风螺年育苗量超过 30 亿粒，占全国的 90%以上，

东风螺养殖年产量达 1.4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50%以上，直接产值 15

亿元以上，全产业链约为 60 亿元。尤其是近几年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东风螺有供不应求之势，价格一直维持在 120 元/公斤左右，养殖效

益在我省目前水产养殖种类中名列前茅，是入选我省“三鱼一虾一螺”

热带水产种业的唯一贝类。东风螺产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按照东风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省东风螺产业还存在一些

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品种结构不合理，种业体系不够完善。

受养殖周期及市场销售等因素的影响，我省以养殖方斑东风螺品种为

主，调查显示，方斑东风螺养殖面积占 90%以上，泥东风螺则不足 10%，

品种结构较为单一。近年来通过群体选育获得的方斑东风螺“海泰 1 

号”新品种，虽然进一步缩短了养殖周期，提高经济效益，但由于目

前亲本来源数量还比较有限，苗种资源明显满足不了养殖市场的需求。

二是养殖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标准化生产程度较低。海南东风螺

养殖管理技术以流水工厂化养殖技术为主导，生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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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程度较低，应对季节性和外源饵料风险的能力较弱。目前，在

海南因季节性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弧菌疾病发生率达到 50%以上，40%

的养殖户缺乏科学的进水水源处理方法，60%以上的养殖户忽视外源

冰鲜或冰冻等饵料的科学处理。部分养殖户出现疾病发生后，乱用或

过量用药现象；大部分养殖户养殖成功率不高，养殖效益极其不稳定。

三是东风螺产业链延伸不足，新业态融合发展不够。海南东风螺采后

成品科学分拣分级、包装、鲜活贮运和销售等产后配套设施缺乏，满

足不了收获期大批量成品贮运、鲜活等商品化处理需求。海南东风螺

以鲜活销售为主，东风螺主产区历史文化符号意义与人文价值挖掘不

充分，地理标志品牌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新业态融合发展不充分，

缺乏特色和吸引力。 

强化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是提升东风螺产业技术、规范

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举措。目前，国内外仅在我国的广东、广西、福

建及海南等省份的东风螺产区有相关东风螺标准的发布，但发布年限

过长，且仅限于苗种繁育和养殖技术，缺乏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全

产业链环节的相关标准，不具备较为完善的体系。为进一步促进我省

东风螺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升我省东风螺产业发展水平，

提高有效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深入挖掘产业发展潜力，培育产

业新业态。因此，亟需构建科学合理的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破

解东风螺产业高质量发展难题，补齐标准供应短板、不断加深产业融

合，推动东风螺产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以满足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为实现此目标，组织制定了《海南省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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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过程  

（一）起草与调研阶段  

为确保《海南省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2022 年 10 月起，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牵头，联合海南大学、

厦门大学、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海南冯家湾花螺

养殖专业合作社、海南蓝泰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海南诚毅水产种苗

有限公司的科研专业人员及一线专家成立编制项目组成员。起草成员

由长期从事东风螺产业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种业研究、苗种繁

育与养殖技术、病害防控、水产品检测及市场销售等行业专家组成。 

2022年 10 月初，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

组成员召开项目启动会，并对编制任务进行分工。2022年 11月，标

准体系编制小组通过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农业科技文献库、万

方标准数据库、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知网版）、中国标准服务网等

渠道对国内外东风螺相关标准进行检索和收集，参照农业农村部全国

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订的水产标准体系框架对东风螺产业标准

体系框架进行整理，形成东风螺产业标准体系框架草稿。 

2022年 11 月～2023 年 1 月，项目组成员先后赴文昌、琼海、万

宁、昌江、儋州及临高等养殖市县开展现场调研座谈，广泛与地方政

府、一线农技推广部门、企业和养殖户进行实地调研，重点围绕东风

螺养殖效益、药物使用及尾水排放等问题进行调研，并征求了有关东

风螺产业标准体系制定的意见。在听取一线农技推广部门、企业、合

作社及养殖户意见的基础上，对草稿进行修改，在此基础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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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3016-2018《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的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

了海南东风螺产业标准体系征求意见稿。 

3 月 21 日，在省农业农村厅监督下，项目组在文昌市和琼海市

等东风螺主产区分别对海南冯家湾花螺养殖专业合作社、文昌市水产

养殖协会、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琼海科研基地及部分养殖户进行

现场调研。在听取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及养殖户等意见的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征求意见阶段  

2023年 3 月 15日，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的监督下，组织专家在海口举办海南省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征

求意见会，对本标准体系进行评审论证。在评审专家听取汇报后，审

阅了该项目的相关技术资料，经过质询和讨论，并对研究成果提出修

改建议，专家组共提出意见 34条，采纳 33条，部分采纳 1 条。根据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本体系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2023 年 4 月，开展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定向征集与修改，共对

厦门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海

南大学、海南省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文昌市农业农村局、琼海

市水产技术研究推广站、昌江黎族自治县渔业综合服务中心、儋州市

畜牧渔业服务中心、海南省东风螺养殖协会、文昌市水产养殖协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东风螺养殖协会、海南冯家湾花螺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3 家管理、科研、教学及生产单位征求意见，收到修改意见 5 条。

编制小组对意见进行梳理分析，采纳 2 条，部分采纳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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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评审阶段  

 

三、标准体系的构建  

（一）确定标准化方针目标  

在构建标准体系之前，应首先了解下列内容，以便于指导和统筹

协调相关部门的标准体系构建工作： 

1、了解标准化所支撑的业务战略； 

2、明确标准体系建设的愿景、近期拟达到的目标； 

3、确定实现标准化目标的标准化方针或策略（实施策略）、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确定标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 

（二）调查研究  

开展标准体系的调查研究包括： 

1、标准体系建设的国内外情况； 

2、现有的标准化基础，包括已制定的标准和已开展的相关标准

化研究项目和工作项目； 

3、存在的标准化相关问题； 

4、对标准体系的建设需求。 

（三）分析整理  

根据标准体系建设的方针、目标以及具体的标准化需求，借鉴国

内外现有的标准体系的结构框架，从标准的类型、专业领域、级别、

功能、业务的生命周期等若干不同标准化对象的角度，对标准体系进

行分析，从而确定标准体系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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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标准体系表  

编制标准体系表包括： 

1、确定标准体系结构图 

根据不同维度的标准分析的结果，选择恰当的维度作为标准体

系框架的主要维度，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编写标准体系结构的各

级子体系、标准体系模块的内容说明。 

2、编制标准明细表 

收集整理拟采用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外部标准和本领域已

有的内部标准，提出近期和将来规划拟制定的标准列表，编制标准

明细表。 

3、编写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 

编写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的相关内容，一般包括标准体系建设

背景，编制过程，海南省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构建，实施建

议，编制依据和标准统计等内容。 

（五）动态维护更新  

标准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应不断优化完善，并

随着业务需求、技术发展的不断变化进行维护更新。 

四、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 7 月 1日，2013年 12月

28 日第四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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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1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3 号）； 

5.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一二〇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 4 国主席

令第七十七号）。 

（二）政策性文件及相关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 农牧渔业部）； 

2.《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107 号）。 

3.《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国家技术监督局第 19 号令）； 

4.《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质技监局标发〔1998〕181 号）； 

5.《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打造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王牌”的实施意见》（琼发〔2017〕15号）； 

6.《关于加强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19〕

120 号）； 

7.《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6号）； 

8.《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 

9.《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2019 年 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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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

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央一号文件）； 

11.《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2020 年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 

12.《“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国

标委联〔2021〕36 号）； 

13.《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14.《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审查批准）； 

15.《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农产发〔2021〕

2 号）； 

16.《“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农机发〔2021〕 

2 号）； 

17.《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21〕

2 号）； 

18.《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工作的

通知》农质发〔2021〕4号 

19.《海南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20.《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中发〔202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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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

地创建的通知》（农质发〔2022〕4 号）； 

22.《关于做好 2022 年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创建的通知》（农质标函〔2022〕124 号）； 

23.《2022 年海南省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实施

方案》（琼农字〔2022〕334 号）； 

2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南省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22〕13 号）； 

25.《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07 号）； 

26.《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国标委 6联〔2022〕

6 号）。 

（三）相关标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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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B/T 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NY/T 4164-2022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技术导则； 

4.DB46/T 566-2022 产业标准体系实施工作指南。 

五、标准统计  

本标准体系共包含 165 项标准，其中基础与通用标准 15 项，养

殖环境 7项，设施设备 11 项，种质资源 9 项，亲本与苗种 10项，养

殖投入品 19项，养成技术 4项，疫病防控 18 项，采收与商业化处理

5 项，产品质量与检验 17项，流通管理 45 项，农业社会化服务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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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标准的具体数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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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省东风螺产业标准体系-标准统计表 

标准层次 

基础 

与通用

标准 

养殖

环境 

设施

设备 

种质

资源 

亲本与 

苗种 

养殖投

入品 

养成

技术 

疫病

防控 

采收处

理初加

工 

产品质

量与检

验 

流通

管理 

农业社

会化服

务 

废弃物

资源化

利用 

合计 

已发

布 

国家 

标准 
11 3 3 2 0 7 0 5 3 7 32 4 0 77 

行业 

标准 
2 4 6 1 0 6 0 11 2 10 11 0 0 53 

地方 

标准 
2 0 1 0 1 0 1 1 0 0 0 0 0 6 

团体 

标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发布标准合计 15 7 10 3 1 13 1 17 5 17 43 4 0 136 

拟制定地方标准 0 0 1 4 4 1 2 1 0 0 0 0 0 13 

拟制定团体标准 0 0 0 2 5 5 1 0 0 0 2 1 0 16 

总计 15 7 10 9 10 19 4 18 5 17 45 5 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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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建议  

（一）政府推进 

1.组织推进并持续完善标准体系 

海南省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进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实施

工作，研究标准体系实施重大事项，对跨部门存在重大争议的地方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组织开展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实施情

况的评估工作，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标准体系，使之更适应产业发展需

求；对产业发展过程中需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直接或要求相

关部门依法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建议。 

2.制定地方标准 

针对列入标准体系中的拟制定的海南省地方标准，建议在 3 年内

制定发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计划下达地方标准制定技术，与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DB 46/T74-2018），

组织制定东风螺产业地方标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东风螺产业发

展需求，可在地方标准拟定清单之外，结合产业实际情况，可提出制

修订东风螺地方标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及时组织进行立项审查。

东风螺主产市县为推出东风螺产业发展，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

可依法制定东风螺地方标准。 

3.组织实施标准 

农业、生态环保、商务等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各自法定职能，

充分引导、发挥东风螺产业内各领域专家的作用，对基层干部、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进行标准培训。市县政府根据当地东风螺产业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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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东风螺养殖生产、销售、初加工、贮运等领域的养殖户、产销

企业、合作社等，按不同产业环节，充分引导、发挥东风螺产业内各

领域专家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标准培训形式应灵活多样，

线上线下相结合，注重内容通俗化，培训时机与生产活动相结合，让

真正需要标准、执行标准者熟悉标准。根据《标准化法》关于“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征标准化试点示范和宣传工作”的要求，以

及《海南省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开展省、

市、县各级东风螺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并选择优秀的养殖户、合作

社、企业参与相关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并主动推动建立健

全标准体系，带动周围零散养殖户在生产中实施标准，探索推广的经

验，提升品质与产量。对涉及面广、技术先进、经实践证明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良好的东风螺相关标准，省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市县政府要有计划组织推广实施。组织推广实施重要标准要进行

必要的物资准备，包括养殖方面的土地、种苗、生产设施以及相关投

入品等，所需设施与设备等，也应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发挥政府机

构和东风螺各领域专家的作用，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广实施重要

标准。 

4、监督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农业、生态环保、商务等行政主管部门，

要依法对省内东风螺标准的制定进行监管，防止出现省内相关团体制

定团体标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所有与东风

螺有关的强制性标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查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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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对所有与东风螺相关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归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要进行标准实施评估，

及时了解标准实施情况，提出标准实施改进意见，并对不适应东风螺

养殖生产、运输贮存、初加工等产业发展所需的标准，国家有关部门

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进行修订或废止。 

5、制定鼓励政策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县政府，应根据《标准化法》关于“对

标准化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和奖励”的规定，对主导制定东风螺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推动实施东风螺标准和组织开展标准化活动取得

重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出台给予奖励的

政策；对东风螺行业组织制定科学有用的团体标准，养殖销售企业、

行业协会进行标准创新，出台给予奖励的政策。 

（二）技术保障 

1、积极参与东风螺国内外标准化活动 

省内相关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东风螺相关领域的协会、重点

农业企业应，充分利用相关领域的优质资源或技术指导，通过国内外

相关标准、案例分析、技术研究等为方斑东风螺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支

持；密切关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与东风螺标准的活动，与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建立联系，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制修订工作，贡献海南智慧，提供海南技术，引领东风螺标准化。 

2、大力加强东风螺标准化技术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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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螺产销聚集地，要在基层干部、技术人员、专业协会成员、

合作社成员、养殖大户等人员中，培育一批既懂标准化原理，又熟悉

东风螺产销推相关技术标准，且实际操作力强的技术骨干。让大家懂

得使用标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做到自觉使用标准，并能提

出标准需求，提高标准的实效性。 

（三）市场驱动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大对标准化工作投入力度；根据国内外市

场新变化、新要求，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出现，及

时组织制定相关标准，用标准展现质量，用标准化实现质量。帮助企

业不断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吸纳先进生产管理技术，总结自身经验，

制定适应企业和所在地东风螺养殖、尾水净化处理及质量安全等全产

业链的标准，形成完善的标准可追溯体系，严格组织实施标准和运行

标准体系，以标准为载体，以标准化手段为基础，复制推广科学管理

经验。 

1、以标准化夯实创建东风螺公共品牌的技术基础 

东风螺产销聚集地，已获得地理标志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的

应积极做好维护工作，未获得的要主动申请，全力争取获批各种地理

标志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种植过程中实现标准化的，准予使用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注（或商标）。探索通过标准化手段和市场机

制，打造如“冯家湾花螺”等区域公共品牌，加速制定其专门的质量

标准，注册商标或设计标志，鼓励养殖企业申请使用商标或标志，经

第三方机构对申请者按照质量标准进行考核并定期复审，建立进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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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征信机制，促进东风螺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 

2、鼓励发展团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东风螺养殖协会等产业团体组织，应根据行业自律、技术创新和

市场变化情况，按照团体标准制定和管理规范，组织制定东风螺包装、

微生物制剂及产销运方面的团体标准，供成员采用，鼓励社会自愿采

用。鼓励团体研发创新成果，以标准化推动技术推广，对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的出现，应及时组织制定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亦可向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将团体标准上升为地方标准，从而更好地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提升全省东风螺产业技术水平。 

3、提升东风螺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东风螺养殖户、企业、合作社、协会以及从事东风螺研究相关的

专家学者，应不断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或不断宣贯标准化生产技术，

积极吸纳相近品种、相近领域等生产管理技术，结合海南省自贸区的

自身特点，制定适应海南省东风螺产销运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实现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东风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不断提高海南

省东风螺产业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附录 1：市（县）级农业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外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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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市（县）级农业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外省地方标准 

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2 养殖环境 

1 地方标准 DB32/T 736-2004 
无公害水产品  产地环境采样监

测技术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32/T 687-2004 
海水养殖有机水产品  产地环境

要求 
江苏省地方标准 

3 设施设备 

3.1 养殖设施 

1 地方标准 DB50/T 1089-2021 
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设施建设及

养殖技术规范 
重庆市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3302/T 059-2018 水产养殖池塘改造建设规范 宁波市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2/T 1398-2009 规模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11/T 192-2021 水产养殖场生产管理规范 北京市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50/T 863-2018 
池塘水产养殖设施配置及使用技

术规范 
重庆市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3401/T 203—2020 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规范 合肥市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21/T 3382-2021 辽宁省海水养殖尾水控制标准 辽宁省地方标准 

8 地方标准 DB32/ 4043-2021 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江苏省地方标准 

9 地方标准 DB6111/T 187-2022 
工厂化水产养殖循环水处理技术

规范 

陕西省杨凌区地

方标准 

3.2 养殖设施 1 地方标准 DB44/T 841.1-2010 
水处理设备性能试验 第 1 部分: 

超滤 
广东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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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2 地方标准 DB 4416/T 8-2021 
工厂化小水体水产养殖配套设施

要求 

广东省河源市地

方标准 

4 种质资源 4.4 

种质检验

检疫与管

理 

1 地方标准 DB21/T 2211.1-2013 
养殖贝类种质检测规范 第 1 部

分：抽样方法 
辽宁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21/T 2211.2-2013 
养殖贝类种质检测规范 第 2 部

分：染色体组型分析 
辽宁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2/T 1055-2007  
埋栖性贝类种质同工酶检测技术

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21/T 1861.4-2010 
水产生物种质检验技术规程  简

单重复序列扩增法 
辽宁省地方标准 

5 
亲本与苗

种 
5.3 苗种繁育 

1 地方标准 DB44/T 370-2006 
东风螺养殖技术规范  繁殖与苗

种培育技术 
广东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44/T 378-2006 东风螺养殖技术规范 养成技术 广东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45/T 454-2007 方斑东风螺工厂化育苗技术规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35/T 1524-2015 泥东风螺人工育苗技术规范 福建省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37/T 1194-2020 皱纹盘鲍苗种繁育技术规范 山东省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37/T 2773-2016  脉红螺苗种繁育技术规范 山东省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44/T 2307-2021   泥蚶苗种繁育操作技术规范 广东省地方标准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1D99E4D34A92E24E05397BE0A0A3A10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1D99E4D34A92E24E05397BE0A0A3A10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1D99E4D5BE42E24E05397BE0A0A3A10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1D99E4D5BE42E24E05397BE0A0A3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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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8 地方标准 DB33/T 2290-2020   菲律宾蛤仔苗种繁育技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9 地方标准 DB37/T 2080-2012 魁蚶苗种繁育技术规范 山东省地方标准 

10 地方标准 DB33/T 457.1-2003  
无公害太平洋牡蛎 第 1 部分：苗

种繁育技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11 地方标准 DB33/T 458.1-2003  
无公害泥蚶 第 1 部分：苗种繁育

技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12 地方标准 DB33/T 565.1-2005 
无公害文蛤 第 1 部分：苗种繁育

技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13 地方标准 DB13/T 931-2008 杂色蛤苗种繁育技术规范 河北省地方标准 

14 地方标准 DB37/T 1191-2009 太平洋牡蛎苗种生产技术规程 山东省地方标准 

6 
养殖投入

品 
6.2 药品质量 

1  地方标准 DB22/T 1640-2012 氟苯尼考水产养殖使用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22/T 1641-2012 培氟沙星水产养殖使用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22/T 1650-2012 漂白粉水产养殖使用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22/T 1642-2012 庆大霉素水产养殖使用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22/T 1647-2012 硫酸铜水产养殖使用技术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22/T 1648-2012 中草药水产养殖使用技术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22/T 2706-2017 水产养殖中生石灰使用技术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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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8  地方标准 DB37/T 2074-2012 海水养殖中草药使用技术规范 山东省地方标准 

9  地方标准 DB33/T 721-2008 水产养殖消毒剂使用技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6.3 
其他投入

品质量 

1 地方标准 DB12/T 862-2019 
水产微生态制剂 乳酸菌生产技

术规程 
天津市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12/T 863-2019 
水产微生态制剂 解淀粉芽胞杆

菌生产技术规程 
天津市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12/T 864-2019 
水产微生态制剂 EM 菌使用技术

规范 
天津市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33/T 722-2008 
水产养殖微生物制剂使用技术规

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14/T 542-2009 渔用微生物制剂使用技术规范 山西省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22/T 1879-2013 
水产养殖用微生物菌剂使用技术

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33/T 722-2017 
常用水产养殖微生物制剂使用技

术规范 
浙江省地方标准 

7 养成技术 7.2 
工厂化养

殖技术 

1 地方标准 DB45/T 332-2006 方斑东风螺工厂化养殖技术规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44/T 378-2006 东风螺养殖技术规范 养成技术 广东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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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3 地方标准 DB35/T 1292-2012   鲍工厂化养殖技术规范 福建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45/T 948-2013  管角螺工厂化养殖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21/T 3369—2021 
海水工厂化养殖地衣芽孢杆菌菌

剂使用技术规程 
辽宁省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45/T1802.3-2018 
渔业生态养殖规范 第 3 部分：工

厂化养殖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13/T 1561-2012   
全封闭循环海水工厂化养殖技术

规范 
河北省地方标准 

7.3 

机械化与

智能化养

殖技术 

1 地方标准 DB12/T 739-2017 
海水工厂化养殖物联网系统数据

处理要求 
天津市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12/T 584-2015 
海水工厂化养殖水质在线监测技

术要求 
天津市地方标准 

8 疫病防控 8.1 检疫鉴定 

1 地方标准 DB44/T 743-2010 水生动物防疫采样技术规范 广东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43/T 221-2004 水生动物检疫规程 湖南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6/T 1622-2022 水生动物疾病临床诊断技术规范 江西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45/T 1014-2014 
致病性嗜水气单胞菌检测 PCR

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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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5 地方标准 DB45/T 50-2002 海水养殖贝类检疫规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8.2 

监测预警

与风险评

估 

1 地方标准 DB42/T 932-2013 水产养殖病害测报规范 湖北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13/T 783-2018 水产养殖病害测报预报技术规范 河北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7/T 434-2017 水产养殖病害测报规程 山东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32/T 936-2006 水产养殖疾病测报技术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34/T 594-2020 水产养殖动物病情测报规范 安徽省地方标准 

6 地方标准 DB22/T 1638-2012 水产养殖动物病情测报工作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7 地方标准 DB45/T 455-2007 水产养殖动物病情测报技术规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10 
产品质量

与检验 
10.2 安全卫生 

1 地方标准 D32T-1709-2011 海水贝类 江苏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32/T 1710-2011 海水贝类毒素采样检验技术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7/T 2297-2013 
海水贝类养殖区污染物筛选技术

规范 
山东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37/T 3354-2018 
海水贝类增养殖区环境监测技术

规程 
山东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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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0.3 
产品抽验

检验 

1 地方标准 DB32/T 1710-2011 海水贝类毒素采样检验技术规范 江苏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44/T 535-2008 贝类抽样技术规范 广东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34/T 3649-2020 
水产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

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 
安徽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22/T 2516-2016 
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新方法验证

规范 
吉林省地方标准 

5 地方标准 DB44/T 1432-2014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技术规

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标准 

11 流通管理 
11.2 产品追溯 

1 地方标准 DB36/T 1081-2018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数据接口规范 江西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34/T 1898-2020 
池塘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管理规范 
安徽省地方标准 

11.3 电子商务 1 地方标准 DB31/T 1322-2021 生鲜电商配送货服务规范 上海市地方标准 

12 农业社会化服务 技术服务 

1 地方标准 DB21/T 2800.14-20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 14 部分：水

产业服务质量控制规范 
辽宁省地方标准 

2 地方标准 DB21/T 2800.19-20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 19 部分：水

产业服务评价 
辽宁省地方标准 

3 地方标准 DB21/T 2800.3-20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 3 部分：术语

和定义 
辽宁省地方标准 

4 地方标准 DB21/T 2800.2-20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 2 部分：标准 辽宁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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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类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化工作导则 

5 地方标准 DB21/T 2800.1-20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 1 部分:标准

化工作指南 
辽宁省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