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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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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发布机构部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渔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江苏孝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史文军、万夕和、黎慧、王李宝、付奎鹏、何孝锋、谭海军、姜琦、杨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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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工厂化生态循环水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南美白对虾工厂化生态循环水养殖技术，包括养殖环境、基础设施、生态循环水处理

系统、配套设施设备、放苗前准备、虾苗培育、分苗、成虾养殖、疾病防治、起捕与销售、养殖尾水处

理技术。

本规范适用于南美白对虾的工厂化生态循环水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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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SC/T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设计规范

GB/T 20014.15 良好农业规范 第 15 部分：水产工厂化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22919.5 水产配合饲料 第五部分：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

GB 2733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3.1 工厂化生态循环水养殖系统 industrialized ecological recirculating water culture system

工厂化生态循环水养殖系统由养殖池等基础设施、生态循环水处理系统组成。生态循环水处理系统

包括固液分离区、接触氧化区、生态处理池等功能区域。通过综合集成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技

术，机械过滤、接触氧化、生物滤食、植物吸收去除养殖水体中的残饵、粪便以及 NH3-N、NO2-N等，

后输回循环蓄水池实现循环再利用。

4 养殖环境

4.1 选址

应选择环境安静、水资源相对充足、周围无污染源、交通供电便利、公共配套设施齐全的地点。

4.2 水环境

取水水源应符合GB 11607的要求。水量充足，供水稳定，便于取水。按GB/T 12998 水质 采样技

术指导的规定，定期对水源地水进行采样检测，并将检测报告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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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设施

5.1 车间

养殖车间的设计要求参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设计规范》（SC/T 6093）和GB/T 20014.15进行。

宜用砖墙或混凝土墙体结构，顶棚框架钢结构或钢绳结构等，顶部采用阳光板或塑料薄膜覆盖，透光率

50%～80%。车间要求密封保温，并安装换风扇。车间四周应有能阻拦敌害生物进入的设施。

5.2 中间培育池

中间培育池形状为圆形或正方形、长方形去角扩圆，宜用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池体长6 m～10
m、宽3m～10 m、高1m～1.5 m。中间培育池面积≤100 m2。墙体宜刷水产专用油漆，排污（水）口设

计于池中间，池底呈锅底型，用管径16 cm的聚乙烯排污（水）管与排污（水）口相接。排污（水）口

用40目～60目尼龙筛绢网设计排污器，以防虾苗外逃。

5.3 成虾养殖池

成虾养殖池形状为圆形或正方形、长方形去角扩圆，宜用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池体长6m～10m、

宽3m～10m、高1m～1.5m。整体养殖池面积≤100 m2。墙体宜刷水产专用油漆，排污（水）口设计于

池中间，池底呈锅底型，用管径16 cm的聚乙烯排污（水）管与排污（水）口相接。排水口用10目～40
目尼龙筛绢网设计排污器，以防虾外逃。

5.4 蓄水池

5.4.1 循环水蓄水池

循环水蓄水池应能完全排干且具有保温能力，水容量为总养殖水体的1/3以上，宜用混凝土结构或

砖混结构。池中水用20 g/m3漂白粉消毒、充分曝气后，输入循环水调水处理池。宜高于循环水调水处

理池水平高度，可以自流到循环水调水处理池。

5.4.2 循环水调水处理池

循环水调水处理池应能完全排干，水容量为单日总换水量的1～2倍，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用于

养殖水添加有益菌、藻类等调水处理。

5.5 进排水系统

建设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协调各养殖车间、中间培育池、成虾养殖池等的进、排水。进水口与排

水口应尽量远离。排水管的直径应大于进水管直径，排水管底要低于各相应养殖池底，并保持一定的坡

度。

6 生态循环水处理系统

6.1 固液分离区

6.1.1 沉淀池

形状为长方形或正方形，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池体长6m～10 m、宽3m～5 m、高1.5m～2 m。

整体池容量与单日最大排水量相应。墙体宜刷防渗透专用涂料等，排污口设计边角排污，池底呈坡度至

排污口。宜使用保温措施，可以利用尾水的热源，为水源热泵加温提供热源，供应养殖区恒温。

6.1.2 微滤机

宜配备与养殖尾水单日最大排水量相适应型号的微滤机规格及功率，过滤网目150目～250目。

6.1.3 压滤机

宜配备与养殖尾水单日最大沉淀和过滤固体量相适应型号的压滤机规格和功率。压滤机金属榨筒由

无缝钢管加工、塑钢滤板精铸成型，耐高温、高压，经久耐用。压滤得到的固体物可以作为沙蚕等生物

的饵料再利用。

6.2 接触氧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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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氧化池

形状为长方形或正方形，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池体长6m～10m、宽3m～5m、高1.5m～2m。整

体池容量与单日最大排水量相应。墙体宜刷防渗透专用涂料等，排污口设计边角排污，池底呈坡度至排

污口。

6.2.2 增氧曝气盘

在氧化池底部安装纳米增氧曝气盘。曝气盘表面距池底安装高度：20cm～30 cm。曝气器尺寸，Φ

60cm；服务面积：10㎡～20㎡/个；曝气纳米管运行平均孔隙：80μm～100 μm；空气流量：1.5m³/h～
3 m³/h，增氧能力0.112KgO2/m³h～0.185 KgO2/m³h。
6.2.3 生物填料

生物接触氧化采用立体空心填料为好氧生物载体，填料为中空结构，正常运行时，通过增氧机曝气，

填料悬浮在水中。填料规格25mm～30 mm直径，度为0.4mm～0.6 mm，材质为全新料聚丙烯。配比数

量为氧化池的40%～60%空间比例。

6.3 生态处理池

生态处理池应能完全排干，水容量为总养成水体的1倍以上，土塘结构，按7:3～8:2的比例划分为

生物虑食和植物净化模块，两模块间用潜流坝隔开，投放/种植适宜的滤食性鱼类、贝类、植物。植物

净化模块与循环水蓄水池之间用16 cm PVC管道相连，可用水泵将植物净化模块中的水泵入循环水蓄水

池，以实现循环利用。

7 配套设施设备

7.1 增氧机

根据总养殖水体按照10w/㎡～15w/㎡的比例配备罗茨增氧机，养殖区域单独配备，宜按1用1备配备。

7.2 发电机组

配备不低于总养殖区所有电力需求的发电机组，宜按1用1备配套。

7.3 水质处理设施设备

水体由循环水蓄水池进入循环调水池时进行二次消毒处理，配备紫外线消毒器或臭氧消毒器等设

备。

7.4 仓库

7.4.1 饲料仓库

建设能储存养殖期间供应的饲料仓库，要求通风、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等，同时做好防虫防鼠等。

仓库内划分区域，按要求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查。

7.4.2 动保品仓库

建设能储存养殖期间供应的动保品仓库，要求通风、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等，同时做好防虫防鼠等。

仓库内划分区域，按要求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查。

7.4.3 生产用具仓库

建设储存养殖用具专用仓库，要求通风、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等，同时做好防虫防鼠等。仓库内划

分区域，按要求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查、消毒。

7.5 检测设备

配备水质检测仪器：显微镜、溶氧仪等，水质快速分析盒：总碱度、总硬度、pH、氨氮、亚硝酸

盐、余氯等简易设备，病原、水质分析等可以送至第三方有资质机构进行检测。

8 放苗前准备

https://baike.so.com/create/edit/?eid=6944424&sid=7166787&secid=3
https://baike.so.com/doc/424066-449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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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清洗消毒

每个批次养殖前要及时对车间、中间培育池、成虾养殖池、进排水系统、循环水系统、生产用具等

进行清洗、消毒。

8.2 进水处理

在放苗前1d～3d天注入处理好的水，水深0.8m～1m；调节盐度与育苗场一致，原则上< 2；曝气增

氧，让育苗池水质与虾苗场水质接近；水温 26℃～30℃，温差< 2℃。

8.3 苗种选择

严格把控苗种质量，供苗单位需要提供种苗生产许可证，检验检疫报告，有来源证明或检测报告方

可购进。一般规格为体长0.5cm～1.0 cm。

8.4 放苗

调节中间培育池水体各指标（温度、pH 和盐度等）与待入池虾苗所处环境相近，其中，温度相差

< 2℃, pH相差 < 0.5，盐度相差< 2。调节曝气量，做到充分均匀曝气。放苗时间一般选择在下午或晚上，

投放前先将虾苗袋放进中间培育池恒温15min再入池，并适度加大增氧量。

8.5 中间培育放苗密度

密度不宜过高，一般1.0 cm 左右的虾苗宜不超过1万尾/m³水体。

9 虾苗培育

9.1 饲料选择

选用配合饲料或者功能性发酵饲料，要有来源证明，有对应的产品生产批准文号，生产厂家有国

家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认证。

9.2 投料时间及数量

日投料量依据其生长状况、规格以及水质而定。前期日投料量为虾体重的7%～8%。

投喂方法：投喂方法为沿池边均匀泼洒投喂。遵循“少量多投、日少夜多、均匀泼洒”的原则。

投喂次数：每天 5次～8 次，投喂间隔4小时，具体投喂次数、时间和投喂量应依据养殖具体情况

调整。

9.3 水质管理

应用有益细菌进行水质的处理。

9.4 日常管理

在整个虾苗培育过程中，必须每天检测水体温度、溶氧、pH、氨氮和亚硝酸盐等，并于每次投料

1h后检查虾苗的游动、摄食、存活情况，做好虾苗培育生产记录。

10 分苗

10.1 分苗时间

在虾苗培育30d～40 d，体长达到 4cm～5 cm时分池最适宜。

10.2 打样计数

确定中间培育池中大致的虾苗数量，然后确认好每个成虾养殖池的放苗数量。

具体操作：用水盆或水桶，其中加入中间培育池水，用抄网取出约0.5 kg的虾苗，放入到盆或桶中

记录准确重量，再记录相应的虾苗数量，计算出单位重量的虾苗数量。最后根据中间培育池的总重量，

估算池中虾苗数量。

10.3 分苗前准备

10.3.1 捕捞虾苗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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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前对中间培育池做抗应激处理，提高虾苗抗应激能力，并提前降低水温至20℃～22℃，以提高

分苗存活率。

10.3.2 养殖池准备

需要放苗的养殖池，要提前做好消毒、进水、水质调控和抗应激处理，尽量与中间培育池之间的理

化指标差距不大，特别是水温、pH、盐度等。

10.3.3 消毒

要对分苗过程中用到的所有工具如收集网、装苗框等进行彻底消毒处理。

10.4 分苗

分苗过程中宜采用排水方式捕捞虾苗，用虾苗收集网进行收集，注意操作时勿损伤虾苗，且避光直

射、保温，运送速度要快，尽量不要离水时间过长。一般成虾养殖池分苗量为350m³～600尾/m³水体。

分苗后当天不要投喂饲料，第二天根据体重正常投喂饲料。

11 成虾养殖

11.1 饲料质量与投喂管理

11.1.1 饲料质量

配合饲料安全卫生应符合GB 13078、GB/T22919.5的规定。

11.1.2 饲料投喂量

配合饲料日投喂量宜为虾体重的3%～8%。根据摄食情况、天气状况，确定当日投喂量。投料后，

观察虾摄食情况，对投喂量进行调整。原则为：

1) 坚持定时、定质、定量；

2) 水质不好、天气闷热时少投或不投；

3) 白天少投（约占 20%～30 %）、夜晚多投；

4) 投饵量应依照虾的蜕壳、健康状况和大小，以及底质、水质、天气等增减；

5) 在虾池内设置料台，投料1h～2h 后观察残饵情况，以1h吃完为宜；

6) 大批蜕壳后要足量投喂；

7) 水温低于20℃或高于32℃时减少投料量，16℃以下停止投喂。

11.1.3 投料时间

通常每日投喂4次，间隔时间为4h～8h。
11.2 水质管理及调控

11.2.1 水质指标

水色宜为黄禄色或黄褐色，pH 7.8～8.6，溶解氧5.0mg/L以上，氨氮0.5mg/L以下，亚硝酸盐0.1mg/L
以下。

11.2.2 水温要求

养殖期间水温宜控制在25℃～30℃。外界气温较低时，要及时关闭车间，开启加热系统；盛夏季节

要及时遮光通风。

11.2.3 水量及换水量

养殖期间养殖池保持水位1 m以上，每天根据养殖情况更换10%～30%水量。

11.2.4 水质调控

每天 7:00～8:00 及 15:00～16:00各测定pH一次，若 pH 值高于9.0，可结合消毒、换水，施用白

云石粉或异养型有益微生物等方法；pH 值低于8.0，可施用熟石灰进行调节，用量为75kg/ hm²～112.5kg/
hm²。每天7:00～8:00采虾池中央底层水样进行氨氮、亚硝酸盐检测，氨氮含量高于0.5mg／L、亚硝酸

盐氮含量高于0.1mg／L时，应通过调节水色、换水排污、沸石粉与有益微生物制剂混合使用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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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水质改良

添加异养型有益微生物辅助肥水，养殖中、后期应经常添加异养型微生物分解水中的有机物，维持

池水的清爽度，降低氨氮、亚硝酸盐的浓度。进行水体消毒时，必须待消毒药效消失后方可使用有益微

生物制剂。

11.2.6 增氧

养殖池水溶解氧含量应保持在5.0 mg/L 以上。

11.3 养殖观察

每天早、中、晚巡池，观察池水色的变化和对虾活动、摄食情况，观察对虾是否有游池或爬伏于池

边等异常现象。检查对虾的体色、触须的颜色、活力、胃肠食物饱满度、鳃丝和肝胰脏的颜色、体表是

否粘着污物等，并做好养殖生产管理日志。

11.4 生长测量

生长测定每周进行一次。在虾池内各处随机取样 30～50尾，测定对虾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并

做好记录。

11.5 日常管理

1) 勤巡池，看水色、水质、虾情；

2) 日常排污；

3) 做好有关记录。

12 疾病防治

遵循“防重于治，勤观察、早预防、早治疗、对症下药”原则。

12.1 巡池

每日早、中、晚各巡池一次，及时捞出病、死虾，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分析病、死原因。

12.2 切断传播途径

定期监测水质；对饵料台、工具等进行严格消毒；对人员进出进行管理。

12.3 病原生物检测

定期对对虾和养殖水体进行常发疫病及弧菌等检测，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12.4 药物使用

虾病及其防治药物使用应符合《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和水产用药明白纸规定，并遵循以下

原则：

1）建议使用生物制剂，不得使用含有机磷等剧毒农药清池消毒；

2）收获前一个月停止使用药物；

3) 做好动保产品使用记录。

13 起捕与销售

13.1 时间

养殖时间在 90d～120 d，应将池虾全部起捕完毕；平时可根据情况，捕大留小，分批捕捞销售。

13.2 方法

可用虾笼、围网、干池等方法。

13.2.1 虾笼

一般在池水水温较高、虾活动频繁、捕大留小时使用，每次放笼时间不宜超过 2h。
13.2.2 围网

一般要求起捕量大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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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干池

在换茬时或池中存虾不多的情况下进行干池捕捞。尤其是在虾完全停止摄食和生长或严重发病时，

因即刻抽水或放水进行干池捕捞。

13.3 销售

捕捞的商品对虾应符合 GB 2733的规定，经检验合格后上市。

13.4 销售记录

对每次销售数量、价格、时间、销售地等进行记录。

14 养殖尾水处理

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方法对养殖尾水进行生态治理，达到 DB32T 4043-2021规定的指标限值后方可

排放；理化指标达到渔业水质标准，进行消毒处理后可用于再次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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