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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harge standard of tailwater pollutants for ma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ischarge of mari-
culture tailwater. To formulate the discharge standard of mariculture tailwater in Tianjin scientific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lwater discharge of mariculture and relevant standards of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were studied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combined with the tailwater monitoring.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to formulate discharge standard of mariculture 
tailwater. Firstly, the standard is applicable to mariculture in closed water. Secondly,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functions of receiving water and aquaculture models. Thirdly, the control indicators are repre-
sentative and concise. Suspended solid, pH,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Mn), ammonia nitrogen,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are added. Fourthly, the emission limit is determined reasonably consi-
dering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pollution control.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charge standard smoothly,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farmer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re also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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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是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管理的重要依据，为科学制定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通过

文献查阅、调研以及尾水监测等方法对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特征和其他省市相关标准进行了研究。根据研

究结果，对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的制定提出几点建议：一是标准适用范围上适用于封闭性水体内进行

的海水养殖；二是在受纳水体功能类别基础上结合养殖方式进行标准分类分级；三是控制指标具有代表性且精

简，选取悬浮物、pH、化学需氧量(CODMn)、氨氮、总氮和总磷六项控制指标；四是充分考虑污染控制技术和

经济可行性，合理确定排放限值。为确保标准顺利实施，从行政管理层面、养殖户层面和加强监督管理层面提

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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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市海水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在获取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影

响了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海水养殖过程中残留的饵料以及水产品的代谢产物，是养殖尾水中氮、磷污染

的主要来源之一[1]。养殖尾水排放加剧了海水氮、磷的累积，造成海水富营养化，诱导赤潮发生[2] [3]。天津

近岸海域是渤海一个典型的赤潮高发区[4] [5]，是陆上子牙新河、独流减河等 12 条入海河流的入海口，沿岸海

域封闭性强自净能力弱[6]。近年来，海水养殖产生的环境污染备受关注[7] [8]，但天津市乃至国家层面环境主

管部门尚未出台针对海水养殖尾水的排放标准，无法有效监管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因此，研究制定海水养殖尾

水排放标准，对有效控制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改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各相关标准、统计年鉴、年报、调研和典型海水养殖尾水监测等相关资料。统计分析了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3-2007)及其修订版征求意见稿、辽宁《养殖海水排放标准》(DB21/T 2428-2015)
和海南《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DB46/T 475-2019)等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的标准分级、控制指标和排放限

值；调研了天津市海水养殖行业现状和污染排放特征等；监测了池塘养殖共 37 个，工厂化养殖共 14 个，其中

循环水养殖 6 个，非循环水养殖 8 个，监测时间为 2019 年 9~10 月。 

2.2. 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针对海水养殖废水的特点及相关标准控制指标，监测指标包括了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CODMn)、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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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总氮、总磷、硫化物、总余氯、锌和铜等。其中，pH、悬浮物、CODMn、氨氮、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硫化物、总余氯、锌和铜的分析方法执行《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GB 17378.4-2007) 
[9]，总氮分析方法执行《海洋监测技术规程第 1 部分：海水》(HY/T 147.1-2013) [10]，总磷分析方法执行《海

洋调查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GB/T 12763.4-2007) [11]。 

3. 结果与讨论 

3.1. 天津市海水养殖现状 

天津市海水养殖以海水、卤水，或以掺入一定比例的海水、卤水配制成的盐水为养殖水体，养殖方式有池

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工厂化养殖又分为循环水养殖和非循环水养殖。截至 2020 年 3 月，天津市有池塘养殖

867.1 hm2，约 1.3 万亩，工厂化养殖 75.7 hm2。工厂化养殖中，循环水养殖 56.4 hm2，非循环水养殖 19.3 hm2，

循环水养殖中 11.3 hm2 尾水零排放。 

3.2. 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特征 

池塘养殖水深平均约 1.0 m，年排水 1 次，集中在每年 10 月份，全部排干；工厂化养殖池水深度平均约 0.5 m，

其中，循环水养殖的日换水量约占总养殖水量 20%，非循环水养殖的日换水量约为总养殖水量 100%。按目前养

殖情况测算，天津市海水养殖年排水量共约 6037.8 万 m3，其中池塘养殖年排水量 867.1 万 m3，工厂化养殖年排

水量 5170.8 万 m3 (表 1)。养殖尾水约 99%直接排入地表水体，经入海河流入二类海域，约 1%直接排入二类海域。 
 
Table 1. Discharge of mariculture tailwater in Tianjin 
表 1. 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情况 

养殖方式 养殖面积(hm2) 年排水量(万 m3) 排水量占比(%) 

池塘 867.1 867.1 14.4 

非循环水工厂化 19.3 3525.5 58.4 

循环水工厂化 45.1 1645.2 27.2 

合计 931.5 6037.8 100 

 
海水养殖尾水水质情况见表 2 和表 3，池塘养殖污染因子主要是悬浮物、CODMn 和总磷，工厂化养殖污染

因子主要是总氮和总磷。循环水养殖的特点是可减少约 80%的新鲜用水量和尾水排放量，但随着循环时间的延

长，污染物浓度会累积升高，相比非循环水养殖，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总氮和总磷平均浓度较高。 
 
Table 2. Water quality of mariculture tailwater in Tianjin 
表 2. 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水质情况 

养殖方式 悬浮物(mg∙L−1) CODMn (mg∙L−1) 氨氮(mg∙L−1) 总氮(mg∙L−1) 总磷(mg∙L−1) 

池塘 5.0~49.3 (24.7) 1.14~23.00 (14.64) 0.040~1.563 (0.525) 0.48~8.75 (3.22) 0.09~1.52 (0.48) 

非循环水工厂化 未检出~9.3 (5.8) 2.01~14.60 (6.76) 0.057~3.040 (1.029) 0.94~3.21 (1.83) 0.17~0.31 (0.25) 

循环水工厂化 未检出~8.2 (3.7) 1.78~8.02 (5.46) 0.003~1.201 (0.464) 1.76~8.45 (4.10) 0.33~0.62 (0.41) 

养殖方式 无机氮(mg∙L−1) 活性磷酸盐(mg∙L−1) 铜(mg∙L−1) 锌/(mg∙L−1) 硫化物(mg∙L−1) 总余氯(mg∙L−1) 

池塘 0.029~1.530 (0.650) 0.003~0.847 (0.278) 未检出~0.0204 (0.0127) 0.0007~0.0037 (0.00213) 未检出 未检出 

非循环水工厂化 0.060~5.160 (1.496) 0.103~0.261 (0.179) 未检出~0.0211 (0.0211) 0.0005~0.0036 (0.00188) 未检出 未检出 

循环水工厂化 1.017~5.170 (3.006) 0.255~0.441 (0.345) 未检出~0.0212 (0.0212) 0.0004~0.0018 (0.00124) 未检出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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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ater quality of mariculture tailwater in Tianjin 
表 3. 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水质情况 

项目 悬浮物 CODMn 氨氮 

标准值(mg∙L−1) 20 30 40 50 5 10 15 20 25 1.00 1.5 2.0 

池塘达标率(%) 35.1 70.3 94.6 100 11.1 18.5 44.4 92.6 100 74.2 100 100 

非循环水工厂化达标率(%) 87.5 100 100 100 28.6 87.5 100 100 100 62.5 87.5 87.5 

循环水工厂化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37.5 100 100 100 100 77.8 88.9 100 

项目 总氮 总磷 

标准值(mg∙L−1) 3 5 8 10 0.3 0.4 0.5 0.6 

池塘达标率(%) 53.8 84.6 92.3 100 29 38.7 48.4 72.7 

非循环水工厂化达标率(%) 71.4 100 100 100 85.7 100 100 100 

循环水工厂化达标率(%) 37.5 75.0 87.5 100 0 66.7 100 100 

3.3. 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范围的界定依据一是标准的可执行性，二是合法合规。因为开放性水域中的海水养殖无法监控排

放情况，天津市封闭性水体内的养殖方式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因此，标准适用于封闭性水体中进行的池

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尾水排放管理。 

3.4. 标准分级 

标准分级应综合考虑养殖尾水排放去向、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和受纳水体环境质量要求等。国内已发布实施

的关于海水养殖的排放标准均结合受纳水体的功能类别进行分级(表 4)。 
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约 99%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根据《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直接向水体

排放污染物的，其主要污染物还应当符合相应水功能区的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海水养殖特征指标与《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2]指标一致的是氨氮和总磷。由于不同养殖方式污染控制水平及管理水平不

同，污染排放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应在受纳水体的功能类别的基础上，应再按照养殖方式分为池塘养殖和工厂

化养殖两类，工厂化养殖按照循环水和非循环水养殖分为两级。对直接排入功能区划未明确水体和排入海域的

1%养殖尾水适度放宽要求。海水养殖尾水排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需具备处理此类废水的

特定工艺和能力并确保达标排放，养殖户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责任单位可协商排放。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standard in existing standards (involving consultation draft) 
表 4. 已有标准(含征求意见稿)的标准分级统计 

标准分级 SC/T 9103-2007 SC/T 9103 修订(征求意见稿) 辽宁 海南 

一

级 
GB 3097 规定的一类、

二类海域 GB 3097 规定的二类海域 GB 3097 规定的第一、二

类水质区域 
GB 3097 规定的第一类、第

二类水质海域 
二

级 
GB 3097 规定的三类、

四类海域 
GB 3097 规定的三、四类海域

和海水养殖区 
GB 3097 规定的第三、四

类水质区域 
GB 3097 规定的第三类、第

四类水质海域 

3.5. 控制指标的筛选 

控制指标筛选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控制特征污染物，二是要充分结合现有管理水平和经济水平，适当

精简。 
现有国家及地方标准控制指标相对较多，但部分地方排放标准控制指标又相对缺失，如未考虑总氮和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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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标准控制指标选取情况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tatistics of control indicator in existing standards (involving consultation draft) 
表 5. 已有标准(含征求意见稿)的控制指标统计 

序号 控制指标 天津 SC/T 9103-2007 SC/T 9103 修订(征求意见稿) 辽宁 海南 

1 悬浮物 √ √ √ √ √ 

2 pH √ √ √ √ √ 

3 CODMn √ √ √ √ √ 

4 生化需氧量  √   √ 

5 锌 √ √  √ √ 

6 铜 √ √  √ √ 

7 无机氮  √  √ √ 

8 活性磷酸盐  √   √ 

9 氨氮 √     

10 总氮 √  √   
11 总磷 √  √   
12 无机磷    √  
13 硫化物  √  √ √ 

14 氯化物    √  
15 多氯联苯    √  
16 马拉硫磷    √  
17 甲基对硫磷    √  
18 磺胺噻唑    √  
19 磺胺二甲嘧啶    √  
20 磺胺对甲氧嘧啶    √  
21 磺胺间甲氧嘧啶    √  
22 敌百虫    √  
23 总余氯  √   √ 

 
pH、悬浮物和 CODMn 是所有标准中均控制的基本指标，海南和农业农村部 SC/T 9103-2007 对硫化物和总

余氯做了控制要求，但 SC/T 9103 修订版未做控制要求，辽宁针对其地方用药特点，对部分渔药做了控制要求。 
硫化物是高密度、集约化养殖破坏生态系统和水体自净能力弱化的产物，目前海水养殖溶解氧浓度较高；

水体中余氯过量会对鱼虾粘膜和腮部产生腐蚀作用，养殖池塘中的余氯主要来自所使用的含氯消毒剂，但余氯

的去除可以通过暴晒快速解决，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将水自然放 7~8 天或者用余氯中和剂处理水体，打开曝

气泵加速中和也能够降低余氯。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中硫化物和总余氯均未检出，因此，硫化物和总余氯没有

强制性控制的必要。 
根据检测表明，锌、铜未超过 SC/T 9103-2007 一级标准，最大值仅为一级标准限值的 10%和 5%左右，并

且锌多次未检出，因此，锌和铜可不作控制要求。 
对于海水或海水养殖，之前受监测方法的限制，没有总氮和总磷的控制要求，而是选取了无机氮和活性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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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但目前分析方法较为成熟，选择总氮和总磷作为控制指标也更符合管理需求。 
对于药残的控制，需要充分结合地方管理需求及用药特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控制指标。目前天津市海水

养殖用药，一是在投苗前对水体进行消毒所用的水体消毒剂，以漂白粉为主；二是养殖过程中改善水体环境的

环境改良剂，以石灰石、芽孢杆菌、氨基酸等为主；三是养殖过程中为调节养殖生物代谢、生长及提高生物免

疫力的药物，以维生素、EM 菌为主；四是工厂化养殖投入的中草药，包括大黄、黄岑等。根据《海水水质标

准》(GB 3097-1997) [13]，对天津市工厂化和池塘海水养殖尾水做了全项检测(除放射性)，结果显示，标准中药

物类指标六六六、滴滴涕、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部分重金属指标硒、六价铬，以及粪大肠、大肠菌、氰化

物、挥发酚、苯并芘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均未检出。根据《天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工作计划》要

求，天津市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提升水环境质量，入海河流全面消除劣Ⅴ类。因此，对天津市来说，目前应着重

考虑海水养殖尾水对水环境的影响的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 
基于以上分析，标准至少应选取悬浮物、pH、CODMn、氨氮、总氮和总磷 6 项控制指标。 

3.6. 指标限值的确定 

标准指标限值的确定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坚守生态环境质量底线，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兼顾污

染控制技术水平；二是引领海水养殖行业向循环水养殖方向发展，淘汰发展粗放的养殖方式。经调研，池塘养

殖目前没有切实可行的污染控制技术和措施，工厂化养殖相对来说污染控制技术比较成熟。非循环水养殖换水

频次高、换水量大，各项尾水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因此，相对循环水养殖，非循环水养殖宜收严标准限值。 
pH 限值。根据监测结果，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 pH 范围在 7~9 之间，参照 SC/T 9103 及 GB 3097-1997，pH

限值定为 6.5~9.0 较为合适。 
悬浮物限值。《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 356-2018) [14]中对排入地表水 V 类(二级标准)的悬浮物限值为

10 mg/L，池塘养殖尾水此限值的达标率仅为10.8%，30 mg/L时达标率为70.3%，40 mg/L时达标率可达到94.6%。

在污染控制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池塘养殖主要还是考虑现有尾水排放水平，而工厂化养殖可通过微滤机过滤

有效降低悬浮物浓度。因此，池塘养殖宜设为 40 mg/L，工厂化养殖可收严至 20 mg/L。 
CODMn 限值。对于池塘养殖，当 CODMn 为 15 mg/L 时，池塘养殖达标率仅为 44.4%，CODMn 20 mg/L 时，

达标率可达 92.6%。对于工厂化海水养殖可以通过生物净化技术有效去除污染物，例如生物膜工艺可有效去除

90%以上 CODMn，因此，相对池塘养殖应提高控制要求。循环水养殖较非循环水养殖污染物浓度会偏高一些，

但循环水养殖是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循环水养殖限值应较非循环水限值适度放宽。综合考虑，池塘养殖 CODMn

限值建议设为 20 mg/L，循环水养殖设为 15 mg/L，非循环水设为 10 mg/L，后者与 SC/T 9103 和其他地方标准

排入二类海域限值一致。 
氨氮限值。池塘养殖和循环水养殖尾水氨氮浓度较低，主要结合受纳水体要求确定排放限值，天津市入海

河流要消除劣 V 类，氨氮应至少设为与地表水 V 类一致；非循环水养殖氨氮相对收严，可与地表水 IV 类标准

值一致。还应当注意直接排入功能区的应与功能区标准值一致，非循环养殖排入地表水 V 类时，从严执行 IV
类标准值。 

总氮和总磷限值。其他现有相关标准均未对总氮和总磷做控制要求，因此，总氮和总磷限值的确定主要以

监测数据作为参考依据。总氮限值为 5 mg/L 时，池塘海水养殖的达标率是 84.6%，非循环水养殖达标率 100%，

循环水养殖达标率 75.0%。池塘宜放宽总氮指标限值，当排放限值为 8 mg/L 时达标率可达 92.3%；循环水养殖

由于浓度较高，现有处理技术去除效率欠佳，总氮限值宜放宽至与池塘一致。总磷限值 0.4 mg/L 时，池塘海水

养殖、循环水和非循环水养殖达标率分别为 38.7%、66.7%和 100%。因此，池塘海水养殖受处理技术和经济水

平限制，总磷限值应适度放宽。 
综合以上分析，海水养殖标准具体限值见表 6，依据受纳水体为地表水Ⅴ类和二类海域进行对比，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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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标准限值对比见表 7，执行该标准限制各污染物达标情况见表 8。 
 
Table 6. Discharge limit of tailwater pollutants for mariculture 
表 6. 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控制项目 池塘 
工厂化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mg∙L−1) 40 20 20 

2 pH(无量纲) 6.5~9.0 6.5~9.0 6.5~9.0 

3 CODMn(mg∙L−1) 20 10 15 

4 氨氮(以 N 计) (mg∙L−1) 2.0 1.5 2.0 

5 总氮(以 N 计) (mg∙L−1) 8 5 8 

6 总磷(以 P 计) (mg∙L−1) 0.6 0.4 0.4 

 
Table 7. Limits of indicators for water discharge into class V of surface water and class two of sea areas 
表 7. 出水排入地表水Ⅴ类和二类海域的各指标限值 

序

号 污染物 
天津 SC/T 

9103-2007 
SC/T9103 

(征求意见稿) GB3097-1997 GB3838-2002 DB12/35
6-2018 海南 辽宁 

池塘 非循 
环水 循环水 一级 一级 二类 V 类 二级 一级 一级 

1 悬浮物(mg∙L−1) 40 20 20 ≤40 ≤50，有本底

时增量 ≤ 20 增量≤10 -- 10 ≤35 增量 ≤ 40 

2 pH(无量纲) 6.5~9.0 6.5~9.0 6.5~9.0 

7.0~8.5，同
时不超出

该水域正

常变动范

围的 0.5单
位 

7.0~8.5，同时

不超出该水域

正常变动范围

的 0.5 单位 

7.8~8.5，同时

不超出该水

域正常变动

范 围 的 0.2 
pH 单位 

6~9 6~9 

7.0~8.5，同
时不超出

该水域正

常变动范

围的 0.5 单

位 

7.0~8.5，同
时不超出

该水域正

常变动范

围 的 0.5 
pH 单位 

3 CODMn (mg∙L−1) 20 10 15 ≤10.0 ≤10.0 ≤3 高锰酸盐指

数 15 
CODCr 

40 ≤10 增量≤10 

4 氨氮(以 N 计) 
(mg∙L−1) 2.0 1.5 2.0 - - - 2.0 2.0(3.5) - - 

5 总氮(以 N 计) 
(mg∙L−1) 8 5 8 - 10 - 2.0 

(湖、库) 15 - - 

6 总磷(以 P 计) 
(mg∙L−1) 0.6 0.4 0.4 - 1.0 - 0.4 0.4 - - 

注：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执行括号内的排放限值；“-”表示不控制此项污染物。 
 
Table 8. Achievement rate of different culture modes 
表 8. 不同养殖方式执行标准达标率 

执行标准达标率 pH(%) 悬浮物(%) CODMn(%) 氨氮(%) 总氮(%) 总磷(%) 

池塘 100 94.6 92.6 100 92.3 72.7 

非循环水工厂化 100 100 87.5 87.5 100 100 

循环水工厂化 100 100 100 100 87.5 66.7 

3.7. 标准环境效益 

如果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按照上述标准执行，不同养殖方式均有一定程度减排效益，经测算，海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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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各污染物减排量为悬浮物 4.17 t，CODMn 21.33 t，氨氮 6.79 t，总磷 1.74 t，具体见表 9。 
 
Table 9. Environmental benefit of the standard 
表 9. 标准环境效益 

养殖方式 项目 悬浮物 CODMn 氨氮 总磷 

池塘 
排放量(t) 214.43 126.94 4.55 4.16 

减排量(t) 4.17 1.06 0 0.97 

非循环水工厂化 
排放量(t) 204.48 238.37 36.28 8.90 

减排量(t) 0 20.27 6.79 0 

循环水工厂化 
排放量(t) 60.87 89.83 7.63 6.75 

减排量(t) 0 0 0 0.77 

合计 
总排放量(t) 479.78 455.14 48.46 19.81 

总减排量(t) 4.17 21.33 6.79 1.74 

 
若目前保留的非循环水养殖全部改造成循环水养殖，且改造后达标排放，各污染物在上述减排的基础上，

能再减排悬浮物 63.46 t、CODMn 112.34 t、氨氮 15.39 t、总磷 6.08 t (表 10)。因此，按照改造并达标排放计算，

各项污染物减排总量为悬浮物 67.63 t、CODMn 133.67 t、氨氮 22.18 t、总磷 7.82 t，减排比例依次为 14.1%、29.4%、

45.7%和 39.5%。 
 
Table 10. Environmental benefit of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mode 
表 10. 养殖方式改造的环境效益 

污染物 悬浮物 CODMn 氨氮 总磷 

非循环水养殖年排放量(t) 204.48 238.37 36.28 8.90 

非循环水改造成循环水达标减排量(t) 63.46 132.61 22.18 6.08 

改造前非循环水达标减排量(t) 0 20.27 6.79 0 

改造后达标排放较改造前达标排放多减排的量(t) 63.46 112.34 15.39 6.08 

3.8. 标准执行建议 

1) 建议池塘养殖和现有工厂化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给予一年改造时限，新(改、扩)建工厂化海水养殖尾水

污染物排放，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 
2)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联络协调机制，切实做好各单位之间协调沟通工作，相关部门与各

涉农区政府要密切配合、狠抓落实、协同攻坚。 
3) 生产者要提高生产方式。饵料中含有大量营养元素，氮含量高达 6.6%，磷含量高达 1.0% [15]，生产者

应选择高质量饲料，减少残饵剩余，从养殖过程前端有效控制水污染[16]。另外，加强海水养殖尾水的处理技术

和养殖水循环利用技术，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减少源头污染，节约水资源。目前采用的循

环水设施处理技术，均未考虑对氮磷营养物质的去除，循环时间越长，浓度越高，排放水平越高，对水环境影

响也越严重[17]。因此，在循环水设施的设计上要加以考虑对水环境的保护。 
4) 加强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应该设立严格的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监管机制，以制度形式来实

现对水体污染的有效防治[18]。在分工明确的前提下，严格执法，遇到不遵守监管机制的养殖户，要给予严肃处

理。相关部门要定期对养殖户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水体污染程度监测等，通过检测报告的指标来评定养殖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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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遵守监管机制、按照正确的养殖方式养殖、随时随地履行保护环境的职责。 

4. 结论 

1) 标准适用于封闭性水体内进行的池塘和工厂化海水养殖。 
2) 尾水直接排放的依据受纳水体功能类别及养殖方式分类分级，间接排放的可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责任单

位协商排放。 
3) 根据水环境管理目标要求、污染控制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科学选择特征控制指标并适当精简，

合理确定排放限值。 
4) 为保证标准顺利发布实施，各级相关部门应切实履行在海水养殖生产及尾水排放全过程的监管责任，做

好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养殖生产者应因地制宜建设尾水处理设施，为达标排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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