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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对天津市行政

区域内海水养殖尾水的排放控制和管理，促进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改善水环境质量，保护人体健康，

结合天津市实际，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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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217 

—2023《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海河流

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天津农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苑辉、韩少强、刘佳泓、田野、魏代艳、翟浩杰、刘茂辉、郜计欣、张莹、陈

魁、孙猛、邓小文、孙凯峰、孔庆霞、贾磊、张觊轩、宋爽、郭丽峰、崔金鹏、冯程。 

本文件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23年12月批准。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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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要求、监测要求、结果判定、实施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天津市海水养殖单位（户）养殖尾水、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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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Y/T 147.1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1部分：海水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水养殖  mariculture 

以海水、卤水或以掺入一定比例的海水、卤水配制而成的盐水为养殖水体进行饲养和繁殖经济生物

的生产活动。 

 3.2 

尾水  tailwater 

海水养殖活动过程（含清塘阶段）中，或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3.7）向外环境水体排放的

水。 

 3.3 

海水养殖单位（户）  mariculture units 

从事池塘或工厂化海水养殖活动的组织或个人。 

 3.4 

池塘海水养殖  pond mariculture 

利用池塘进行的海水养殖。 

 3.5 

工厂化海水养殖 industrial mariculture  

http://www.baidu.com/link?url=TXGsraw9SMIRQAT2joHkJzCHnGu3knrEpxUjaKw4ueOzCZyu_1RZj8Ff-g0Z2va0PS4CvPZb7evVB1M5OpAEzXYT2MssHgDfaBE8su5g8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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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机械、生物、化学等技术装备的车间，通过控制养殖车间光照、水体的温度和溶解氧等因素进

行的海水养殖。 

 3.6 

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  circulating industrial mariculture 

具备循环水系统处理单元，在养殖生产过程中，实施了循环水利用的工厂化海水养殖。 

 3.7 

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centralized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mariculture tailwater 

专门为两家及两家以上海水养殖单位（户）提供尾水处理服务的尾水处理设施。 

4 尾水污染物排放要求 

池塘和非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直接或经地表水体进入 GB 3097 中第二类海4.1 

域的，执行表 1中的一级标准；直接或经地表水体进入 GB 3097中第三类、四类海域的，执行表 1中的

二级标准。 

表1 池塘和非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 40 80 

2 pH 6.5～9.0 6.5～9.0 

3 化学需氧量 10 20 

4 氨氮 1.5 2.0 

5 总氮（以 N 计） 5.0 8.0 

6 总磷（以 P 计） 0.5 0.8 

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直接或经地表水体进入 GB 3097 中第二类海域的，执4.2 

行表 2中的一级标准；直接或经地表水体进入 GB 3097 中第三类、四类海域的，执行表 2中的二级标准。 

表2 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 60 80 

2 pH 6.5～9.0 6.5～9.0 

3 化学需氧量 15 20 

4 氨氮 2.0 2.0 

5 总氮（以 N 计） 8.0 10.0 

6 总磷（以 P 计） 0.8 1.0 

非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和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共用一个排放口的海水养殖单位（户），4.3 

按照 4.1中池塘和非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污染物排放相应的限值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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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 4.1 中池塘和非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污染物4.4 

排放相应的限值规定执行。 

海水养殖单位（户）和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尾水直接排入具有功能区的地表水体后进入海4.5 

域的，各控制项目除符合 4.1～4.4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相应水功能区的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5 其他要求 

排入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海水养殖单位（户），在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尾水处理合同条5.1 

件下，与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主体协商确定收水限值。 

海水养殖过程产生的底泥、尾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及其他固体废物等，按照固体废物处理处置5.2 

或资源化利用的相关要求执行。 

6 监测要求 

海水养殖单位（户）和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应按 GB 15562.1 的要求，在污水排放口设置排6.1 

放口标志。 

样品的采集、贮存、运输和预处理按 HJ 91.1、GB/T 12763.4和 HJ 442.3的有关规定执行。 6.2 

海水养殖单位（户）和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应按 HJ 819的规定，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6.3 

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其中，工厂化海水养殖和海水养殖尾水

集中处理设施应每季度开展不少于一次的自行监测，池塘海水养殖应于每次排放前开展自行监测。采集

瞬时水样，监测结果以瞬时值计。 

项目监测分析方法按表 3 执行。本文件实施后国家发布的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6.4 

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表3 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依据标准 

1 悬浮物 重量法 GB 17378.4 

2 pH pH 计法 GB 17378.4 

3 化学需氧量 碱性高锰酸钾法 GB 17378.4 

4 氨氮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 17378.4 

5 总氮（以 N 计）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T 12763.4 

流动分析法 HY/T 147.1 

6 总磷（以 P 计）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T 12763.4 

流动分析法 HY/T 147.1 

7 结果判定 

采用单因子评价方法，当有单项指标超过排放限值时，判定海水养殖尾水不符合排放要求。 

8 实施与监督 



DB12/ 1288—2023 

4 

本文件由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8.1 

监督。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对海水养殖单位（户）和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监督性检查时，8.2 

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措施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