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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

《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

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

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任务由江苏省渔业协会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关于征集

《2024年度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项目》的通知”（苏

渔协〔2024〕2号）下达，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兴化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作为承担单位完成《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技

术规范》制定。

本文件的主要工作过程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材料汇总。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江苏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

计划项目等项目的支持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

中心等单位对实施点开展了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

技术有关数据材料进行收集，并对省内该养殖模式的示范推广

情况实地调研，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完善本技术规范。

第二阶段：编写初稿。接到江苏省渔业协会的申报通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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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后，我中心联合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兴化市现代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成立了编制小组，根据文件及规范的编制

要求，制定了编制计划。根据前面工作基础形成的技术文件及

相关标准，参照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项目实施和已有的生

产经验，编制了《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技术规范》

（工作组讨论稿）。

第三阶段：在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形成后，组织在泰州兴化

市、淮安金湖县、盱眙县、盐城市阜宁县、宿迁市泗洪县等项

目实施点开展实践操作运用与试验验证，根据实施情况，对标

准不断总结和完善，进一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和可操

作性。

第四阶段：进行征求意见稿函审。邀请省内专家对《克氏

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进行函审，

共征求 xx个单位 xx位专家意见，收到 xx个专家的 xx 条反馈

意见，其中完全采纳 xx条，部分采纳 xx条，不采纳 xx条。函

审专家主要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市县级生产应用单位技术骨

干，以及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及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将专家给予

的修改意见汇总成 “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

表”。

第五阶段：形成送审稿。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和专家函审意

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

第六阶段：形成报批稿。根据专家会议审定意见，对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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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再次进行修改完善。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如下表：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1 徐钢春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

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

制定项目实施

方案

2 张凤翔
兴化市现代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资料收集

3 陈焕根
江苏省渔业技术

推广中心

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

资料收集

4 高建操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

副研究员 起草标准初稿

5 郑 尧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

副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

6 姚田玉
兴化市现代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

7 张 敏
江苏省渔业技术

推广中心
高级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

8 李全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

9 杜金梁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

副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

10 许冬梅
兴化市现代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编制原则是符合现有标准的规定，同时结合本省的

自然养殖条件和目前实际情况，技术内容可操作性强。



— 4—

本文件规定了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抱仔虾池

塘规模化培育的术语和定义、环境条件与池塘设施、放养前准

备、苗种放养、饲料投喂、养殖管理、病害防治、捕捞上市、

水草处理及尾水排放等技术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克氏原螯虾抱

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如下：

（1）环境条件与池塘设施

本文件提出了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系统中养殖环境、池

塘条件、增氧设施、防逃设施、埂内围网和养殖尾水净化区等

方面技术要求。池塘的面积、埂面宽和坡比有利于日常管理、

捕捞操作；池塘内搭建泥滩可为克氏原螯虾创造更多的打洞穴

居繁殖的场所，提高抱仔虾产量；遮阴棚的搭建有助于提高抱

仔虾繁殖率，同时减少白鹭等鸟类对小龙虾的损伤；埂内围网

设置有利于筛选体格健壮的亲虾，提高抱仔虾质量。微孔底增

氧结合水车式增氧机组成的立体增氧系统可保证养殖水体充足

的溶解氧，促进水体流动，加速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的转

化，维持池塘生态系统的稳定。养殖尾水净化区的设置符合水

产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放养前准备

本文件提出了清塘消毒、水草栽种和池塘注水等方面技术

要求。采用生石灰或漂白粉消毒，安全无残留，不影响养殖水

体和周围水域的生态安全。茶籽饼对鱼类有毒性而对甲壳类较

为安全，放苗前清除野杂鱼，可减少鱼类对虾苗的捕食和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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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提高小龙虾的产量。

伊乐藻、水花生和空心菜等品种的种植保证了深水区和围

埂水草的覆盖率，一方面为小龙虾提供了必要的植物性饵料、

躲避和繁殖交配场所，另一方面水草有效吸收水体氮磷等营养

物质，净化水质维持了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为虾的生长蜕壳

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水草栽种完毕进行池塘注水，池水深度控制在 0.3 m~0.4 m，

既能避免水草冻伤，也有利于水草快速生长。注水时进水口用

40目和 100目双层筛绢网过滤，防止小型鱼虾卵进入池塘，避

免池塘出现过多的野杂鱼虾。

（3）苗种放养

本文件提出了苗种质量和来源、苗种放养时间、苗种规格、

放养密度、防应激等方面技术要求。优良的苗种是产出优质虾

的前提，因此苗种来源应选择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相关资质的

苗种场或自行培育，苗种应不携带特定病原，从源头防控病害

发生的风险。苗种规格和放养时间应根据养殖生产的进展情况

灵活安排，放养密度考虑了生态养殖池塘的承载量和养殖效益

的平衡。

（4）饵料投喂

本文件提出了饲料质量、投喂方法和投喂量等方面的技术

要求。饲料种类和质量保证了小龙虾的基本营养需求和优良品

质需求。通过细致的投喂，确保不同发育阶段的特殊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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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应用料台进行投喂反馈，根据水质、水温、天气、

摄食等情况酌情增减投喂量。

（5）养殖管理

本文件提出了水位调控、水质调控、水草管理、投入品管

理、巡塘和生产记录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前期将水位控制在 0.4

m～0.6 m，有助于提高池水温度和增加光照，促进水草的扎根

生长；高温季节，水位保持在 1.2 m～1.5 m 左右，有利于降低

池底水温，避免小龙虾应激，防止水草因受太阳光曝晒而腐烂

死亡；高温期过后，水位逐渐降至 1.0 m～1.2 m左右。整个养

殖过程中及时做好补水和排水，保持草头在水面下，控制水位

的稳定。此外，水位的升降应根据抱仔虾生产需要进行灵活调

控。

5月开始定时开启增氧设备，开机按照“三开两不开”原则

进行，即晴天中午开、阴天清晨开、连绵阴雨半夜开，而晴天

傍晚和阴雨天中午不要开增氧机。5月起，每天开 3小时～4小

时，在高温季节的 20:00-8:00 开增氧机，阴天全天开机，以保

证池塘溶解氧不低于 5 mg/L。定期检测池水的透明度、pH、氨

氮、亚硝酸盐氮，透明度保持在 0.4 m左右，7.0≤pH≤8.5、氨

氮≤0.2 mg/L、亚硝酸盐≤0.1 mg/L。养殖过程中，每 7~10 d使用

光合细菌、EM菌等微生物制剂一次，以维持养殖池塘的良好水

质和菌藻相平衡；每 10 d～15 d施用过硫酸氢钾、枯草芽孢杆

菌等底改一次，营造良好的池塘底质环境，避免底质变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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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激和病害的发生。水温 10℃以上，每隔 5 d～7 d 泼洒葡萄

糖多维离子钙一次。养殖过程中宜补充粘性大蒜素、黄芪多糖、

大黄、甜菜碱、乳酸菌、芽孢杆菌、酵母菌、维生素 C等提高

虾免疫力。

安排专人管理，每天早、晚各巡塘一次，观察水质变化，

检查小龙虾的活动、蜕壳、摄食情况，检修养殖设施，观察并

驱除敌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建立日常养殖生产档案，

严格管理各项投入品，防控质量安全问题的出现，生产记录保

存 24个月以上。

（6）病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到生态调节与科学用药相结合，

提高小龙虾的免疫力，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疾病防控参照

《水产养殖动物疫病防控指南（试行）》（农渔养函〔2022〕

116号）的规定执行。一旦发现病情症状，尽快对症下药治疗，

药物使用应符合NY/T 755的规定。

（7）捕捞上市

分为成虾收获和抱仔虾收获。一个养殖季可收获两批成虾，

第一批成虾 5月中旬开始捕捞上市，8月中旬捕捞结束；宜采用

13号网目克氏原螯虾专用捕捞地笼进行捕捞，捕大留小，每亩

捕获量控制在 60 kg~80 kg。第二批成虾 10 月中旬开始收获，

捕大留小，至 11月中旬捕捞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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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仔虾收获的关键是水位调控，一个养殖季可收获两批抱

仔虾。第一批收获要求在 6月份降低池塘水位至 0.6 m～0.8 m，

胁迫克氏原螯虾上岸打洞；8月中旬，将池塘水位至 0.6 m～0.8

m，保持 10 d~15 d；8月下旬，将池塘水位提高至 1.2 m～1.5 m；

保持 1 d~2 d，再次降低水位至 0.6 m～0.8 m，用地笼捕捞内网

外的抱仔虾。待该批抱仔虾捕捞完毕时提高水位至 1.5 m，逼剩

余的克氏原螯虾出洞生长。11月中旬，可通过控制水位进行第

二批抱仔虾的生产，宜根据生产需求合理安排抱仔虾捕捞。

（8）水草处理及尾水排放

将水草捞出集中堆肥，可以避免坏死水草对养殖过程中水

质的影响，还可以充分利用后期的水草资源。养殖尾水监测达

标后方可排放，是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

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及综述报告

该团体标准的编制，编写组充分利用了起草单位在生产试

验、调研考察中的一些技术成果。前期，起草单位在兴化、盱

眙等地进行了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的应用示范，相关内容在

应用示范中得到了验证。

参编单位具有丰富的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经验，在抱仔

虾的生产、养殖管理和捕捞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技术、管理资

料。标准部分内容来源于参编单位的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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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对各参编单位提供的抱仔虾生产资料进行了系统整

理与分析，赴兴化、泗洪、盱眙等地调研了抱仔虾池塘生产模

式，与生产一线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收集了池塘设施、养殖

管理和捕捞上市等技术资料，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验证

了《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技术规范》的科学合理

性，证明了标准的技术可行性。

（2）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规定了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的术语和定义、环境

条件与池塘设施、放养前准备、苗种放养、饲料投喂、养殖管

理、病害防治、捕捞上市、水草处理及尾水排放等技术要求，

保证了技术标准的经济性及与环境保护要求的协调性，倡导养

殖全程的生态高效管理，降低养殖风险，提升投入产出效益。

标准制定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要求，保证本标准的可推广性及

后续持续效益产出，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

一与协调。经综合论证，本标准具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技术经济论证：

①技术水平评估：评估当前抱仔虾培育技术的水平，包括

技术成熟度、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范围等方面。通过对比

分析不同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制定相应规定。通过制定

本标准可以确保抱仔虾培育过程的标准化和产量的规模化，可

实现亩产平均规格 30g/只的抱仔虾 1500~1800只。近年来，市

场对抱仔虾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其生产缺乏统一的标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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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产量的不稳定和抱仔虾质量的参差不齐。通过标准化生

产流程，可以提高优质抱仔虾的生产效率，从而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

②经济成本分析：对抱仔虾生产成本进行详细分析，包括

材料成本、设施成本、人工成本、生态安全成本等方面。本标

准的制定有助于确保养殖过程安全可控，避免水质问题和病害

风险的发生；同时，充分利用池塘资源，为克氏原螯虾提供充

足的繁衍场所，节约养殖成本。此外，标准的制定可以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与沟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个行业的经

济效益。

③环境影响评估：评估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对环境的影

响，包括风险物质的产生、尾水排放和水草处理，以及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安全的养殖管理措施，避免了

风险物质的产生，同时规定了养殖尾水排放和水草处理要求，

避免了对环境的影响。

④综合效益评估：包括技术水平、经济成本、环境影响和

社会效益等方面。该标准的制定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提高了抱仔

虾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还在经济层面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抱仔虾质量，同时避免了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促进了

产业链协同。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技术经济价值。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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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原螯虾产业是中国特色产业，仅在国内有完善的产业

链和充分的发展，国外缺乏相关的产业和标准，本标准首次对

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育技术集成规范，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作为制定标准，属于首次对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

规模化培育技术集成规范，填补了同类标准缺失的空白；本标

准依据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现行行业标准，并与

这些文件中的规定相一致，无冲突关系。有利于进一步贯彻落

实《渔业法》和《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征求专家意见中无重大分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宣传的力度，在省内有关媒体、专业性杂志上做专

题介绍和宣传，将本文件、相关关键技术短视频等传播到广大

一线生产者手中。

2、尽快发布本文件，加大克氏原螯虾抱仔虾池塘规模化培

育技术规范的推广力度，带动渔农民增产增效，推动我省现代

渔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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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现行有关标准，无需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