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2025年6月



- 1 -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包括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坚持“产出来”“管出来”和“走质量兴农之路”。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包括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在内的投入品是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

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水产养殖投入品市场存在以“非药品”“动保产品”名义规避政府监管

和掺杂使假等现象，给水产养殖生产安全、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很大隐

患。为加强水产养殖投入品监管，农业农村部于2021年1月6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

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文件），拟用连续三年的时间，专项整治水产养殖用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相关违法行为，并决定在全国试行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督促养

殖者主动使用合法水产养殖投入品。“一号文件”下发后对水产养殖投入品规范管理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从实施情况看，市场上还存在一些无法纳入“白名单”管理，在水产养殖生产中又很难

杜绝使用的产品，主要是一些调水类产品，亟需加以规范。

水产养殖是完全不同于家畜家禽养殖的一种特别养殖行业。大多数水产养殖动物必需以水环

境为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水环境的优劣对水产养殖动物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会危及养殖动物

的安全。中国几千年来的养鱼史总结出来的一条颠覆不破的“养鱼先养水”“看水养鱼”的真理

不可能将“养水”的调水用品剔除出投入品之外。而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仅会影响着水产养殖

动物，而且还会影响水域生态环境。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渔药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水生动物疾病或

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物机能的物质，主要包括：血清制品、疫苗、诊 断制品、微生态制品、中药

材、中成药、化学药品、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及外用杀虫剂、消毒剂。2024年7月农业

农村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公告，也将兽用麻醉药品（盐酸氯胺酮等）和兽用精神药品（地西泮等）

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

很显然，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能归类于渔药（水产养殖用兽药）。前期的产业调研显示，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被广泛应用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各个环节，目前尚未替代方案，年产值超过

数百亿元，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相比渔药，调水用品的使用范围更广、使用频率跟高、使用

量更大。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相关标准，造成了行业监管的真空，导致水产

品的质量安全和养殖生态环境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这类标准的缺失是目前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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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江苏省渔业协会下达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团体标准的制定任务，

其主要目的是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该标准的制定单位包括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等50余家单位。

相比行业标准及其它标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团体标准具有以下特点：①发布

主体是行业协会，江苏是全国最大的水产养殖及消费市场，也是国内最大的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

生产企业所在地之一；②本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是：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成员需按章

程约定执行，非成员单位可自主选择适用，但一经采用需强制遵守标准要求；③本团体标准的侧

重点是紧密贴合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市场，快速响应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市场需求，在保障质量

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吸纳更多的行业企业参加，以点带面，全面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综上，《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的出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好润生物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系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所属综合性淡水渔业研究

机构。中心设有水产病害与饲料研究室等8个研究室，5个科研实验基地。依托中心各学科组建了

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无锡）、国家级CMA认证检验检测中心等。

标准修订负责人具有40余年水产养殖工作经验，且先后主持制定了《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水产

靶动物有效性评价试验技术指南》、《水产养殖环境（水体、底泥）中磺胺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2部分：稻鲤（梯田型）》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以及多项地方标准。项目组目前正在参与策划、制定多项国际标准，其中包括水产养殖用调水用

品等相关内容。

（2）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是多科性应用研究型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海洋局、农业农村部共建高

校。 2017年9月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拥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1个、国家重点学科

1个、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3个、上海高校一流学科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9个。水产学在全国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获 A+评级。标准团队拥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兽药残留专业

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生动

物防疫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先后主持制定和修订了《水生动物疾病术语与命名规则标准》、《绿

色食品鱼》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十余项；在新型渔药创制、水产品质量安全评价及其标准化研

究方面具有明显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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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建于1958年9月，隶属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学校以培养农牧科技类

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学校形成了“德技融合、共生共长”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三

协同、四结合、五优化”德技并修育人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德技并修的高素质农牧类专业人才，

赢得全国职教界广泛赞誉。近年来，已获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成果奖100多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3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10项。标准修订负责人具

有17年水产养殖一线鱼病防控经验，对水产养殖中常用的投入品包括调水用品十分熟悉，参与制

定行业标准1项。

（4）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003年成立，目前由北京渔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渔经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平市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共

同组成渔经团队，合作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渔经团队目前员工超过300人。渔经公司和其他

公司，合作创办和支持的渔经易购销售，目前有超过600家的销售店、1100余人的销售队伍。常州

渔经具有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生产鱼虾蟹预混料20余年，对鱼虾蟹营养、水体营养剂的生产、

研究、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在鱼虾蟹营养性疾病、养殖水质调控方面具有明显的技

术优势。渔经公司和全国各地水产院校和水产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共同进行水产养殖调水用

品、渔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研究。渔经公司正在研究和寻找相关水产养殖营养性疾病、水质

调控方面的先进技术，用于水产养殖疾病的减少、养殖污水的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5）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新三板”上市企业（股票代码:838211)，拥有标准化厂

房及综合楼1.7万平方米，各类生产销售证照齐全，拥有兽药(新版GMP)、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卫生消毒剂、微生态制剂、肥料等诸多水产动保产品的生产资质，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秉承“立足科技创新，服务现代渔业”

的经营理念，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公司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公司

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型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请发明专利7

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2项，企业通过 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BS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6）江苏好润生物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好润生物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2012年，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是一家专注于

水产生态健康养殖领域，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化公司。集团旗下有：江

苏好润国蟹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好润饲料有限公司、厦门润和

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及多家规模化养殖示范基地，现已形成种苗、饲料、动保、线下实体水产

医院、养殖示范基地、电子商务等产业链，构建了以河蟹为典型代表完整的水产领域全产业链商

业模式。在全国主要水产养殖区域已建立直营为主、加盟为辅的连锁经营的水产医院。打造的核



- 4 -

心竞争力是：对水产养殖环节的深刻领悟，对水产行业趋势的准确把握，将优良产品在养殖过程

中科学合理应用。

（三）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前的工作基础

2022年6月14日，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上海海洋大学、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相关高

校、研究院所、企业代表召开“研讨优化水产用兽药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会议”。会议讨论

决定针对目前未纳入兽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的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进行整理分类，主要包括：一

是应纳入兽药管理的投入品，如属于化学药品、中草药、消毒剂和诊断制剂等；二是应纳入饲料

或饲料添加剂管理的投入品；三是其他类别，应另外制定管理办法的投入品。包括：（1）不需要

备案可直接使用，（2）需要备案但不需要安全性评价，（3）既需要备案又需要安全性评价。每

一类都需提供充分的划分依据和评判标准，该项工作由上海海洋大学牵头负责。

2022年7月1日，上海海洋大学、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相

关高校、研究院所、企业代表召开“研讨优化水产用兽药注册分类及注册资料要求会议”。会议

研讨了水产养殖用投入品分类管理措施，重点讨论了关于制定水产用投入品相关标准规范的意见

建议。

2022年9月21日-22日，“2022渔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湖北武汉）期间，上海海洋

大学代表标准体系起草小组作《水产用投入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设计与构建》专题报告，并与

与会代表（主要是企业代表）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意见咨询和征集，对于标准体系进行了进

一步的优化。

2025年5月27日，江苏省渔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专家在江苏溧阳召开《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

及原料》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相关专家、团标成员单位(各参与企

业)、省渔业协会团体 标准工作委员会成员等30余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徐

跑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杨先乐教授、四川农业大学汪开毓教授等省内外近20名专家以及常州渔

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省内和部分省外40余家调水用品生产企业代

表参会。会议由江苏省渔业协会秘书长邹勇主持。会议对标准文件草案、立项申请材料以及标准

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适用性、创新性等进行审查论证；按照协商一致、 共同确定的原则，

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后，形成结论性意见。

2025年6月18日，江苏省渔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专家在江苏溧阳召开《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

及原料》团体标准第二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包括相关专家、团标成员单位(各参与企业)、省渔业

协会团体 标准工作委员会成员等30余人。会议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团体标准第二稿进行讨论，形

成统一的意见。

2、项目编制的主要工作过程

结合以上工作基础，在江苏省渔业协会的指导下，常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祥豪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开展摸底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生产和使用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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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论证，对需要建设的标准体系涵盖范围、原则、技术路线和要点进行了确认，以确保标

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讨论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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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起草，由江苏省渔业协会提出，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归口。编制说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

标准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六条和《农业部国家（行业）标准的计划编制、制定和审查管理办法》

第二章的基本要求而编写。标准承担单位遵循优先技术规程框架的系列性和配套性、技术规程的

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与现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相衔接等原则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

此外，对于推荐制定标准的水产用调水用品的条件，已经有了清晰地界定，至少应该满足如

下5个基本条件。

①不属于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范畴，在水产养殖生产中主要作用为调节养殖水体的

水质和改善水环境。

②在水产养殖生产中使用较广或使用量较大，能有效改善水产养殖水质，避免水环境污染，

确保水产养殖动物健康。

③对水产养殖生产安全、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环境安全无负面影响或潜在风险。

④在使用效果、保障安全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

⑤生产企业具备与生产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相适应的厂房、设备、技术人员、质量检验设施

和管理制度等条件。

综合上述5个基本条件，在制定标准时应该注重这类用品在调节养殖水体的水质和改善水环境

中的使用功效，其用品使用功效包括有效改善水产养殖水体水质、确保水产养殖动物健康、使用

这类用品后不会导致水环境污染、对水产品质量和水域生态环境无负面影响或潜在风险。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产用调水用品用法与效应与饲料类似，在质量安全角度出发，

应该采用统一等级的技术参数。

此外，本标准主要遵循以下二条原则：

①保障水产品安全性为首要原则；

本项工作的初衷是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因此标准体系的首要要务是从技术、管理等层面最

大限度去除投入品的安全性隐患，所有的标准体系细目也均以此为首要目标展开。

②符合产业特点和实际状况，实用性原则；

涉及本行业的产品及企业数量众多、体量大，标准体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尤为关键，否则

所有工作都会变成“无用功”。标准体系细目的设置应该避免过于细化、避免“一刀切”，并在

遵循安全性的原则上充分考虑产业的平稳过度及升级因素。

（二）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标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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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分类及原料清单等。

本文件适用于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以及以上原料制成的调水用品。

（2）术语和定义

①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 water conditioning supplies for aquaculture

用于调节养殖水体水质、底质的理化指标，或调节浮游生物、水生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群落结

构，改善水产养殖环境的物质或制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对于“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概念，是自2022年以来，经过十余次

研讨，数十家企业、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研讨达成的共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可行性。

②抗菌药 antibacterial agent;

指能抑制或杀灭细菌、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性感染的一类药物，包括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

菌药，在兽医临床上，用于预防、治疗动物细菌性感染的抗菌药，称为“兽用抗菌药”。

以上概念来引用于杨先乐教授、汪开毓教授等撰写的相关专著或教材，也是目前高校教学及

职业兽医考试（水生类）采用的概念。社会上对“抗菌药”存在着某些误解：对于某些仅抑制病

原菌繁殖而无杀灭作用的药物，应该属于抑菌药物，不属于抗菌药物。

③原料 raw material

指没有经过加工制造的材料。

④制品 production

通过人工加工制造的各类产品，其核心属性为具有明确的实用功能与物质形态

⑤原料药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指用于生产各类制剂的原料药物，是制剂中的有效成份，由化学合成、植物提取或者生物技

术所制备的各种用来作为药用的粉末等，但无法直接使用的物质。

（3）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质量要求

4.1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应遵循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原则，水产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2761、

GB2762、GB2763、GB31650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水产品质量安全是制定本标准的初衷，也是最大的目标。我国包括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中，

从限量的角度而言对于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评价标准，主要遵循如下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以目前备受关注的“七条鱼”中恩诺沙星超标为例,其依据就是来

自于GB31650。

从未来的趋势来讲，目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在制定农业行业标准《农产品生

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 通则》及《产品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评价准则》，以上标准中对于质量安

全限量的依据就是GB2761、GB2762、GB2763和GB31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5%89%82/26499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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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应遵循水产养殖环境以及养殖动、植物安全的原则。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应对水产养殖环境以及养殖动、植物安全。化学类调水用品和生物类调

水用品各有侧重点。

①化学类水产用投入品安全评价应把对水产养殖靶动物的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作为评价重

点，主要内容包括急性毒性及安全浓度、耐受性、生态安全性等。

选取以上风险因子的依据是大量的风险评估结论及公开报道：

2015年7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某养殖场，面积近24000 hm
2
的鱼塘一次使用20000阿维菌素

制剂防治鱼病，约1h后，养殖鱼类出现典型的中毒症状，并大量类死亡，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019年虾蟹养殖户使用部分公司“杀青苔”产品后，其主要成分扑草净虽然对鹌鹑、蜜蜂低

毒，对鱼毒性中等，属低毒除草剂，但对小龙虾毒性极高，在江苏、湖北等主要小龙虾养殖区造

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

②生物类水产用投入品安全评价重点应该包括：生物学特征及致病性、耐药性、各类代谢产

物对水产养殖动物、人畜健康及生态安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等。

选取以上风险因子的依据是大量的风险评估结论及公开报道：

Shu Zhao（2020）报道，大量的水产用生物肥料在水产养殖中使用可能是副溶血性弧菌产生

耐药性的主要因素之一。20份抽检的生物样品中，超过30%的微生物肥料样品中检测出e qnrB,

qnrD and qepA等介导喹诺酮类耐药(PMQR)的基因。研究证实了，受水产养殖中生物肥料使用的影

响，PMQR耐药基因从生物肥料中扩散到Vibrio parahaemolyticus溶血性细菌中。本研究为生物类

调水制剂的耐药性风险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陈招弟（2018）分析 9种水产用微生态制剂的耐药性风险，发现9种微生态制剂中都存在耐药

菌株，100株分离菌株对除恩诺沙星以外的8种抗生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 46%的株菌同时携带

氟喹诺酮类、酰胺醇类、磺胺类、四环素类、氨基糖苷类和糖肽类耐药基因, 且有15株菌同时携

带整合子-基因盒、质粒、转座子和插入序列,携带两种及两种以上可移动遗传原件的比例为95%。

携带耐药基因盒的菌株中五重及五重以上耐药菌株占65.8%。微生态制剂中耐药菌株及可转移遗传

元件的检出, 提示水产用益生菌耐药性问题不容忽视。

韦成相（2016）报道了3种市售水产养殖复合微生物制剂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主要包括：①菌

群种类和数量与标注存在偏差，活菌含量不足；②微生物制剂中有霉菌检测。霉菌毒素具有致癌

性或致畸胎性，且可由食物链进入人体；对水产养殖微生物制剂中的霉菌检测非常必要；作者同

时建议应借鉴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 2001)中明确限制霉菌菌数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应

对向水体投放的微生物制剂中霉菌数量进行监控。

范玲玉（2021）针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生物类）的潜在安全风险，建议：①应当深入研究

制剂中各个菌种之间的代谢关系，尤其探究益生菌与水 产养殖环境中优势菌的相互作用关系。②

复合型微生物制剂中每个菌种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要求不尽相同，建议利用化学材料工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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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制新的包装材料，以延长保存时间。③微生物制剂具有绿色 、无污染、无毒副的特点，可以

构建出水产养殖-生物修复的绿色健康养殖新模式。

许国焕（2017）综合分析了水产养殖用微生物制剂存在的安全性问题，包括：①菌种的选择，

但大多数菌株是为陆生动物设计的，并不适合水产养殖动物的消化系统和养殖水体的环境；②活

菌稳定性；活菌易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比如温度、pH 值、溶解氧等；③种属特异性和环境适

应性，菌株的应用场景环境和分离环境不同，其作用会有所变化。④配伍问题，在一定条件下，

复方制剂菌株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如拮抗或抑制作用等。⑤对水域微生态的影响，有些微生物

是条件致病性的，大多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并未对各种水域条件进行试验， 从而出现

出现风险。

唐钧（2020）在系统分析了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生物类）的安全性后，提出：水产养殖调水

用品（生物类）行业监管缺失，产品良莠不齐，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总体上还很落后，产品质量

也不可靠，监管部门的检测方法尚不够完善，产品标准也不统一，建立规范的标准是急需解决的

问题。

4.3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应遵循质量可控的原则。

质量可控是产业规范和产品合格的最基本保证，这一点是所有企业的共识。

4.4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得使用含有抗菌药物的原料或制剂、或含抗菌药物成分的物质（

指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菌药）。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同于兽药，因此不得含有抗菌药物的原料和制剂，否则就是违法添加

或者是假冒伪劣兽药。

抗菌药是指能抑制或杀灭细菌、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性感染的一类药物，包括抗生素和人

工合成抗菌药，在兽医临床上，用于预防、治疗动物细菌性感染的抗菌药，称为“兽用抗菌药”。

以上概念来引用于杨先乐教授、汪开毓教授等撰写的相关专著或教材，也是目前高校教学及职业

兽医考试（水生类）采用的概念。社会上对“抗菌药”存在着某些误解：对于某些仅抑制病原菌

繁殖而无杀灭作用的药物，应该属于抑菌药物，不属于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的具体清单应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公布的《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最新版）为准。

4.5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得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和原料药，不

得宣称具有兽药、农药、人用药的功能。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的《水产养殖

用药明白纸》（最新版）总结了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不得使用。

除去准许使用的抗菌药物意外，诺氟沙星等停用兽药及青霉素等人用药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

不得使用。

《兽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不准使用原料药。如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宣称具有兽药、农药、

人用药的功能则会被认定为伪劣兽药、伪劣农药及伪劣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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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原料成分应明确，应为本文件列出的清单内的物质。本文件列出

的物质清单动态变化，并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与公告进行增补和修订。

明确列出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准许使用的原料成分是本标准最大亮点，其清单是经过十余

次会议讨论，产业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

原料物质主要来源于食品、食品添加剂，药食同源物质。豁免肥料物质，饲料、饲料添加剂

等，具体来源依据如下：

GB/T 20412 钙镁磷肥

GB/T 21695 饲料级 沸石粉

GB/T 33804 农业用腐殖酸钾

GB/T 35112 农业用腐殖酸和黄腐酸原料制品 分类

NY 527 光合细菌菌剂

NY/T 2131 饲料添加剂 枯草芽孢杆菌

SC/T 1137 淡水养殖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量与使用原则

T/CPCIF 0159-2021 水产养殖用复合单过硫酸氢钾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批准塔格糖等6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4 年第 10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弯曲乳杆菌24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19年第2号

因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瑞士乳杆菌R0052 等53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0年第4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蝉花子实体(人工培植)等15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0年第9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β-1.3/α-1.3-葡聚糖等6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1年第5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食叶草等15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1年第9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关山樱花3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2年第1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莱茵衣藻等36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2年第2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假肠膜明串珠菌等2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3年第1号

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蓝莓花色苷等14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3年第3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文冠果种仁等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3年第5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桃胶等15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3年第8号

国家卫健委关于巴拉圭冬青叶(马黛茶叶)等9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3 年第 10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石斛原球茎等23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4年第2号

国家卫健委关于阿拉伯木聚糖等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4年第3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拟微球藻油等1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及解读卫健委2024年第5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金花茶培养物等11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卫健委2024年第6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甜叶菊多酚等20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25年第1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嗜酸乳杆菌等7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8年第12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低聚半乳糖等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8年第20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蛹虫草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9年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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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批准菊粉、多聚果糖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9年第5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γ-氨基丁酸等6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9 年第12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茶叶籽油等7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09第18号

卫生部关于批准DHA藻油、棉籽低聚糖等7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公告卫生部

2010年第3号

关于批准金花茶、显脉旋覆花(小黑药)等5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年第9号

关于批准金花茶、显脉旋覆花(小黑药)等5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年第10号

关于批准金花茶、显脉旋覆花(小黑药)等5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年第11号

关于批准金花茶、显脉旋覆花(小黑药)等5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年第13号

关于批准蔗糖聚酯、玉米低聚肽粉、磷脂酰丝氨酸等3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

年第15号

关于批准由生红球藻等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0 年第 17号

关于批准翅果油等两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1年第1号

关于批准元宝枫籽油和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1年第9号

关于批准玛咖粉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1 年第 13号

关于批准蚌肉多糖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2年第2号

关于批准中长链脂肪酸食用油和小麦低聚肽作为新资源食品等的公告卫生部2012年第16号

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2 年第 17号

关于批准蛋白核小球藻等4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2012 年第 19号

关于批准茶树花等7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计委2013年第1号

关于批准裸藻等8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3 年第 10号

关于批准显齿蛇葡萄叶等3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3 年第 16号

关于批准壳寡糖等6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4年第6号

关于批准线叶金雀花为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4 年第 12号

关于批准茶叶茶氨酸为新食品原料等的公告卫计委2014 年第 15号

关于批准番茄籽油等9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4 年第 20号

关于乳木果油等10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计委2017年第7号

关于黑果腺肋花概果等2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健委2018 年第 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7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3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1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249号

农业部2134号公告—2014 饲料添加剂目录

农业农村部21号公告—2018 饲料添加剂目录

农业农村部356号公告—2020 饲料添加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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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356号公告《饲料原料目录》

农业部2134号公告《饲料添加剂目录》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营养素补充剂（2023年版）

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营养素补充剂（2023年版）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二氧化氯和二溴海因及宝碘等产品定性问题的函〔农办政函[2010]72号〕

中国石油和化工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T/CPCIF 0159-2021

4.7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优先选用本标准附录中列出的物质；对于未列入以上目录的原料

应开展安全性评价后方能采用。

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优先选用4.6相关标准中的物质，以资料性附录在标准附录中列出。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对于未列入以上目录的原料应开展安全性评价后方能采用。具体的安全性评

价标准或方法，由后续工作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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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试验（验证） 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草案前期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主要包括：

① 2025年5月27日，江苏省渔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专家在江苏溧阳召开《水产养殖用调水

用品及原料》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相关专家、团标成员单位(各参

与企业)、省渔业协会团体 标准工作委员会成员等30余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

心徐跑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杨先乐教授、四川农业大学汪开毓教授等省内外近20名专家以及常

州渔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祥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省内和部分省外40余家调水用品生产企

业代表参会。会议对标准文件草案、立项申请材料以及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适用性、

创新性等进行审查论证；按照协商一致、 共同确定的原则，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后，形成结论性

意见。

②2025年6月16日，江苏省渔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专家在江苏溧阳召开《水产养殖用调水用

品及原料》团体标准第二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包括相关专家、团标成员单位(各参与企业)、省渔

业协会团体 标准工作委员会成员等30余人。会议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团体标准第二稿进行讨论，

形成统一的修改意见。

③结合以上工作基础，在江苏省渔业协会的指导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上海海洋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经过前期论证，对需要建设的标准体系涵盖范围、原则、

技术路线和要点进行了确认，以确保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水产养殖用调

水用品》（讨论稿）。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

①奠定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基础，加快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进度，为落实《关

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2021〕1号文）等文件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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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培育和构建系统的投入品标准体系。由于调水用品标准缺失，这类标准的制定将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困扰行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使我国水产投入品标准体系的建设逐步得以完善。

③提供制定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质量标准的通用参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水产品质

量安全，可有效降低由此造成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90%以上。

④提升我国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标准化体系水平，标准体系制定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改

进和完善，强化理论和技术基础建设。以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通则建设为主，避免后续标准出现

散、乱等问题。

⑤提高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团体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的行

业的门槛，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行为规范以及发展方向。通过标准战略实现市场的引领作用，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

⑥为国家标准制定积累前瞻性应用数据。由于国家标准应用范围广，制定和修订周期性长，

会导致市场存在的某些无法规范的盲区。团体标准因立项手续简单，制定周期性较短，制定和发

布是由协会进行协商制定，比较灵活，因此它可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前期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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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情况，或与测试到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无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相关标准，国内与之相关的标准见表1。由表1可见，目前

我国对于水产用调水用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尚属空白。已有的标准中，GB 13078—2001、GB/T

14924.2-2001、GB 10648-2013与饲料或饲料添加剂有关，GB 9687-1988、GB 9688—1988、GB

9689—1988属于食品卫生标准，不是本标准主要针对对象，其余标准只是涉及了部分投入品的质

量标准，如：HJ 494-2009、NY 527-2002、SC/T 1137-2019是以行业标准的形式规定了相关的规

程。由此可见，建立水产团体标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能填补国内外空白，意义重大。

表1 国内调水用品投入品相关标准

序号 颁发部门 标准名称 范围 标准类别

1 卫生部
GB 9687-1988 食品包装用

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规定了聚乙烯成型品的卫生要求。

国家标准
2 卫生部

GB 9688—1988 食品包装

用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规定了聚丙烯成型品的卫生要求。

3 卫生部

GB 9689—1988 食品包装

用聚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

准

规定了聚苯乙烯成型品的卫生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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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GB 13078—2001 饲料卫生

标准

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中有

害物质及微生物的允许量及其试验

方法。

5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GB/T 14924.2-2001 实验动

物配合饲料卫生标准

规定了实验动物配合饲料的卫生要

求和检验方法。

6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国家标

准化管理

委员会

GB 10648-2013饲料标签

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

料标签标示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

和基本要求。

7
环境保护

部

HJ 494-2009水质采样技术

指导

规定了质量保证控制、水质特征分

析、底部沉积物及污泥的采样技术

指导，是为保证水质采样的规范性

而设计的。

行业标准8 农业部
NY 527-2002 光合细菌菌

剂

规定了光合细菌制剂的分类、技术

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及贮存。

9
农业农村

部

SC/T 1137-2019 淡水养殖

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

量与使用原则

规定了淡水养殖调节水质光合细菌

制剂、芽孢杆菌制剂和乳酸菌制剂

等3种微生物制剂的外观辨别、质

量判定及使用原则。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的法律法规依据如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②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2019年1月），第十六条，提出

“强化投入品管理”“将水环境改良剂等制品依法纳入管理”

③农业农村部公布《2020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 患排查计划》（2020年 3

月 11日）

④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布《依法应 按兽药管理的水产养殖用物质类型清单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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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 2020年专项整治“利剑 3号”行动，整治重点“非药品”“动

保产品”添加兽药和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行为

⑥2021年 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渔发〔2021〕1号文《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

通知》

⑦2021年农业农村部《实施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工作规范（试行）》

本标准和我国颁布的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规范我省乃至全国各种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质量评价，为水

产健康养殖保驾护航。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制定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及原料使用的要求，可以作为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指导性团体

标准，建议尽快推进本标准落地实施。建议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水产技术推广站相关人员均学习该标准，

鼓励水产院校相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熟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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