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2���22 发布－ － 2024���05���01－ － 实施

海洋牧场监测技术规范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

备案号：XXXX-XXXX

ＩＣＳ 65.150
CCS B

9112—2023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monitoring of marine ranching

SC ／ 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 布





SC/T９１１２—２０２３

目　　次

前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监测原则 ２

　４１　系统性 ２

　４２　规范性 ２

　４３　优选性 ２

　４４　实用性 ２

５　监测方式 ２

６　常规监测 ２

　６１　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２

　６２　监测站位 ３

　６３　监测频次 ４

７　在线监测 ４

　７１　监测方式 ４

　７２　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４

　７３　监测系统布放 ６

　７４　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６

　７５　监测频次 ７

８　数据存储与处理 ８

　８１　数据存储 ８

　８２　数据处理 ８

９　报告编制与归档 ８

　９１　报告编制 ８

　９２　归档 ８

参考文献 ９

Ⅰ



SC/T９１１２—２０２３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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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资源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１０)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青岛励图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渔业发展和资源养

护总站、大连海洋大学、青岛海研电子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海创智图科技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刚、李培良、刘永玲、刘子洲、陈丕茂、李苗、苏亮、陈栋、顾艳镇、翟方国、李海涛、

舒黎明、孙利元、田涛、温琦、王波、唐衍力、陈圣灿、王桂香、叶观琼、李志林、王暖生、倪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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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海洋牧场监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确立了海洋牧场监测的原则,规定了监测方式、常规

监测、在线监测、数据存储与处理、报告编制与归档等方面的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牧场生产与管理的监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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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１２７６３１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GB/T１２７６３２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１２７６３４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４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１２７６３６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１２７６３９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１２７６３１０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１３９７２　海洋水文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１５９２０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GB１７３７８１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GB１７３７８３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３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１７３７８４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４部分:海水分析

GB１７３７８５　海洋监测规范　第５部分:沉积物分析

HY/T０３７—２０１７　海洋资料浮标作业规范

HY/T０８２　珊瑚礁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T０８３　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SC/T９４０３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１５９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海洋牧场　marineranching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

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
[来源:SC/T９１１１—２０１７,３１]

３２
对照区　contrastarea
在海洋牧场区附近,生态环境条件相似且不受海洋牧场活动影响,用作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比较分析

的特定海域.
[来源:SC/T９４１６—２０１４,３４,有修改]

３３
常规监测　routinemonitoring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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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建成海洋牧场(３１)及其对照区(３２)定期开展的对环境、生物、人工鱼礁状态、渔业生产等要素

数据进行采集的过程.

３４
在线监测　onlinemonitoring
依托传感器以及相应的数据传输系统对海洋牧场(３１)相关要素数据进行连续、自动采集并将其上传

至接收终端的过程.

３５
海洋牧场数据中心　datacenterofmarineranching
开展海洋牧场监测数据信息存储和处理的场所.

４　监测原则

４１　系统性

综合考虑海洋牧场建设类型与目标、建设规模、生产运行和监督管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系统确定监测

方式与内容.

４２　规范性

监测方法成熟可靠、技术完善,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４３　优选性

考虑监测成本和需求目的等因素,选取易监测、针对性强、有代表意义的指标作为必须监测的指标,其
他指标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４４　实用性

监测结果可为海洋牧场的生产运行与监督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５　监测方式

海洋牧场监测包括常规监测和在线监测两种方式,宜根据生产和管理需要选择适宜的监测方式.

６　常规监测

６１　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６１１　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监测内容包括水文、水质和表层沉积物等,监测指标应包括水深、水温、盐度、溶解氧、化学需

氧量、pH、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其他监测指标宜根据海洋牧场类型与监测需求进行选择.主要监测指标

对应的监测方法应按照表１的规定执行.

表１　环境要素常规监测的主要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水文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海流等 　按 GB/T１２７６３２的有关规定执行

水质

　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pH、无机氮[亚硝酸

盐氮(NO２ＧN)、硝酸盐氮(NO３ＧN)、氨氮(NH４ＧN)]、活
性磷酸盐(PO３－

４ ＧP)

　按 GB１７３７８３的有关规定采样,按 GB/T
１２７６３４的有关规定对溶解氧、pH、活性磷酸

盐等进行分析,按 GB１７３７８４的有关规定对

化学需氧量、无机氮等进行分析

水质

　重金属[汞(Hg)、铜(Cu)、铅(Pb)、锌(Zn)、镉(Cd)、总
铬(Cr)、砷(As)等]

　按 GB１７３７８３ 的 有 关 规 定 采 样,按 GB
１７３７８４的有关规定分析

　悬浮物(SS) 　按 GB１７３７８３的有关规定采样,按 GB/T
１２７６３９的有关规定分析

表层沉积物
　粒度、重金属[汞(Hg)、铜(Cu)、镉(Cd)、铅(Pb)、锌
(Zn)、铬(Cr)、砷(As)等]、石油类、有机碳、硫化物

　按 GB１７３７８３ 的 有 关 规 定 采 样,按 GB
１７３７８５的有关规定分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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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海洋生物要素

海洋生物要素监测内容应包括叶绿素a、底栖生物、游泳动物,如海洋牧场有海藻场、海草床、珊瑚礁

等建设内容,监测内容还应包括大型海藻、海草、珊瑚.其他监测内容宜根据海洋牧场类型与监测需求进

行选择.监测内容对应的监测方法应按照表２的规定执行.

表２　海洋生物要素常规监测的主要监测内容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叶绿素a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鱼卵仔鱼

底栖生物

　按 GB/T１２７６３６中的有关规定对叶绿素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进行监测,按 SC/T
９４０３中的有关规定对鱼卵仔鱼进行监测

礁体附着生物

　选择在风浪较小、水质清晰时,采用水下观测和水下取样的方式监测.水下观测采用水下摄像和摄

影方式执行;水下取样由潜水员潜入鱼礁区执行,取样前现场拍照或录像,现场测量生物附着厚度及

覆盖面积,取样面积根据生物量酌定,一般按２５cm×２５cm面积执行,取样位置涵盖鱼礁上、中、下各

部位,每部位各采集３个以上平行样本,重点监测种类组成、数量分布、群落组成

游泳动物
　选择刺网、钓具、笼壶、声学、水下观测等一种或几种方式进行监测.其中,刺网、钓具、笼壶、声学按

SC/T９４０３的有关规定执行;水下观测采用水下摄像摄影方式执行,选择在风浪较小、水质清晰时进行

大型海藻

　潮间带大型海藻监测按 GB/T１２７６３６的有关规定执行;潮下带大型海藻监测结合潜水调查和声

学调查进行,按 GB/T１２７６３６中的有关规定执行,重点监测分布面积、大型海藻种类、生物量、覆盖

度、株高等

海草
　按 HY/T０８３的有关规定执行.重点监测分布面积、覆盖度、植株密度、生物量、海草种类及茎株高

度等

珊瑚 　按 HY/T０８２的有关规定执行.重点监测分布面积、覆盖度、珊瑚种类及构成、健康状况、敌害分布等

６１３　人工鱼礁状态

已投放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应监测人工鱼礁状态.监测方式有声学监测和水下监测两种,根据海洋

牧场监测成本、水文条件、需求目的可选择一种或两种监测方式开展监测.对应的指标和监测方法应按照

表３的规定执行.

表３　人工鱼礁状态常规监测的主要监测指标、方式及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方式 监测方法

　位置、数量、沉降、位移、稳定

性、完整性等

声学监测
　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０的有关规定执行,监测区域为整个人工鱼

礁区,覆盖所有的鱼礁单体

水下监测

　选择在风浪较小、水质清晰时,由潜水员或水下机器人潜入人工

鱼礁区,采用水下摄像和摄影方式执行,总监测站位≥５个,监测

点尽可能均匀分布在整个人工鱼礁区

６１４　渔业生产要素

渔业生产要素监测内容应包括海洋牧场区域内的捕捞、养殖、增殖放流等情况,其他监测内容宜根据

海洋牧场类型与监测需求进行选择.监测内容对应的监测指标和方法应按照表４的规定执行.

表４　渔业生产要素常规监测的主要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捕捞情况 捕捞种类和产量

养殖情况 养殖种类、方式、规模、产量和产值

增殖放流情况 增殖种类、方式、规模、规格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 出现的种类、数量及分布情况

根据海洋牧场生产记录统计

６２　监测站位

监测站位的布设应相对固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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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牧场区域原则上每平方千米内布设１个站位,至少在海洋牧场各边界角点及中心各设１个监测

站位.对照区站位数≥１个,总站位数≥６个.

b) 对重点监测区域(如鱼礁区等)和有特殊观测需求区域(如海藻场等)加密设置站位.

c) 采用走航式监测的,监测范围能覆盖海洋牧场各个功能区及对照区.

d) 对于鱼礁及其附着物的监测,根据礁体的材料和形状设置具有代表性的站位.

６３　监测频次

根据监测内容和监测目的,各监测要素的监测频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环境要素、海洋生物要素每年监测≥１次,且监测时间相对固定.海草、大型海藻的监测时间为

海草、海藻生长旺盛期.

b) 人工鱼礁状态在建成后立即监测１次,其后每３年监测≥１次.

c) 渔业生产要素每年监测１次.

d) 监测指标异常时,开展应急监测.

７　在线监测

７１　监测方式

根据生产、管理和科研需要,宜选择以下一种或几种监测方式开展在线监测:

a)　海底在线监测.依托海底在线监测系统开展监测,主要用于海洋环境要素、人工鱼礁状态和海洋

生物要素.

b) 海上浮标在线监测.依托浮标在线监测系统开展监测,主要用于监测海洋环境要素、人工鱼礁状

态和海洋生物要素.

c) 陆基雷达实时监测.依托陆基雷达实时监测系统开展监测,主要用于陆基与海面实时监控、追踪

船只等.

d) 海面视频在线监测.依托安装在陆基或海上平台的视频在线监测系统开展监测,主要用于实时

监控牧场设施设备运行和海上生产状况.

７２　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７２１　海底在线监测系统

一般包括海底观测设施、陆基控制设施和信息传输及电力供给设施.若采用微波信息传输方式,还宜

配备海上观测平台.系统设施的组成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海底在线监测系统设施组成及技术要求

系统设施组成 技术要求

　海底观测设施 　平台框架 　稳定布放于海底;使用耐海水腐蚀材料加工;预留扩展加载仪器空间

　海底观测设施

　仪器设备
　符合 GB/T１３９７２对海洋水文仪器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具有防生物

附着措施

　数据采集系统
　集成供电与信息传输;满足兼容扩展,可接入其他仪器设备;能故障隔

离,单台仪器损坏不影响系统工作

　陆基控制设施

　设施壳体 　具备防水、防盐雾等功能,防护能力能达到IP５６防护等级

　供电管理模块
　能控制海底观测设施的能源供给,输入电压为 AC２２０V,电压波动在

±１０％范围内;配备≥１５min电力供给的不间断电源

　监测控制模块
　现场无人值守时加电能自启动;重新加电自启动后能记忆恢复;能直

接对海底观测设施设置调试;具备数据备份功能

　信息传输模块 　实现信息中转传输,能接入外部网络,有线网络上传带宽≥６Mbps

　信息传输及电

力供给设施

　电/光缆(距离≤３km时推荐) 　传输压降≤６V/km,传输带宽≥６Mbps,破断力≥２０Kn

　微波(距离＞３km时推荐)
　传输距离≥２０km,传输带宽≥２０Mbps,推荐使用全向平板天线;电力

供给可采用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风光互补发电或发电机发电,保障特

殊天气状况(如连续阴雨、无风等天气状况)下能提供≥５d的电源供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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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续)

系统设施组成 技术要求

　海上观测平台

　为微波信息传输及除海底电缆供电外的其他供电方式提供场地支持,
面积≥２０m２,荷载≥２t;抗风能力≥１０级,抗浪能力≥５m(有效波高),
抗流能力≥２m/s(表层流速);安装实时监控设备,视频监控信息能实时

传输至岸基设施

　　注:d 为海底观测设施离岸距离.

７２２　海上浮标在线监测系统

海上浮标在线监测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应首先符合 HY/T０３７—２０１７中第４章的相关规定,并根据

海洋牧场在线监测需求增加海底观测设施、陆基控制设施和信息传输及电力供给设施.相关设施技术要

求应符合表５中相应设施技术要求.

７２３　陆基雷达实时监测系统

系统性能要求应符合表６规定的要求.

表６　陆基雷达实时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名称 参数要求

１ 监测半径 ≥１０海里

２ 监视区跟踪目标数量 ≥３０个

３ 探测距离 ≥５海里

４ 目标捕捉数量 ≥３０个

５ AIS显示能力 ≥１００个

６ 用户自定义监视区域数量 ≥１０个

７ 用户自定义监视区域形状 任意形状(点、线、任意多边形)

８ 尾迹功能 两种(图像、ARPA)

９ 距离数据误差 量程的１５％或者３５m(取其大值)

１０ 方位数据误差 ≤１５°
１１ 航向数据误差 ≤３°
１２ 速度数据误差 ≤１节

１３ 数据更新时间 ≤２５s/次

１４ 网络通信接口 TCP/IP协议

１５ 防护能力 具备抗１７级风和IP５６等级防护能力

７２４　海面视频在线监测系统

以光学和热成像摄像机组为主要监测设备,系统应具有主动识别、视频动态报警、目标追踪、巡航跟

踪、记录存储等功能.系统性能应符合表７规定的要求.

表７　海面视频在线监测系统性能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名称 　参数要求

１ 　供电方式 　市电、太阳能板或电池等多种方式供电

２ 　摄像机类型 　热成像双光谱摄像机

３ 　热成像船只监测距离 　≥５０００m
４ 　热成像人员监测距离 　≥１５００m
５ 　视频分辨率 　１９２０p×１０８０p,２００万像素

６ 　摄像头 　可见光≥４５倍光学变焦,热成像摄像头≥７５mm
７ 　云台 　水平３６０°连续旋转、垂直９０°转动

８ 　跟踪 　全景跟踪、事件跟踪等多种跟踪方式并支持多场景巡航跟踪功能

９ 　侦测
　具有定时抓拍功能,移动侦测功能,包含区域入侵侦测、越界侦测、进入区域侦

测、离开区域侦测

１０ 　数据存储
　监控硬盘录像机支持 H２６５＋编码,向下兼容 H２６５处理模式,低码率,低照

度;支持动态录像功能和本地 NVR或内存卡支持循环录像存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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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续)

序号 技术参数名称 　参数要求

１１ 　数据安全 　系统具备断电数据不丢失功能

１２ 　视频查看 　支持智能手机

１３ 　防护能力 　具备抗１７级风和IP５６等级防护能力

１４ 　其他功能 　摄像机具备３D数字降噪、自动聚焦等功能

７３　监测系统布放

在线监测系统布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选取安全海域布放海上设施,避开锚地、底拖网作业区等;

b) 海底在线监测系统的海底观测设施布放于人工鱼礁或其他构筑物投放海域,海面控制设施布放

于有可靠电源的海上平台或陆基建筑中;

c) 海上浮标在线监测系统按 HY/T０３７—２０１７的有关规定选取布放位置,同时考虑布放位置反映

海洋牧场主要特征;

d) 陆基雷达实时监测系统布放于建筑物高处,周围无明显遮挡;

e) 海面视频在线监测系统布放于陆基或海上平台,周围无明显遮挡.

７４　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７４１　海洋环境要素

海洋环境要素监测指标应包括水深、水温、盐度、叶绿素、溶解氧、pH、浊度、营养盐、海流、海浪等,其
他监测指标可根据监测目的及要求增加.主要监测指标的单位、传感器的准确度、分辨率及监测方法应按

表８的规定执行,其他新增监测指标应根据选取的传感器确定准确度和分辨率.

表８　海洋环境要素在线监测指标测量准确度、分辨率及监测方法

监测指标 单位 准确度 分辨率 监测方法

水深 m ±０１％ ００１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方式,通过搭

载于系统的压力传感器定点监测

水温 ℃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水温测量准确度

等级１级要求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水温测量准确度

等级１级要求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温度传感器定点监测

盐度 —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盐度测量准确度

等级３级要求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盐度测量准确度

等级３级要求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电导率传感器定点监测

叶绿素 μg/L ±２％ ００５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叶绿素传感器定点监测

溶解氧 mg/L ±０２ ００１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溶解氧传感器定点监测

pH — ±０１ ００１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pH 传感器定点监测

浊度 NTU ±２％ ０１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浊度传感器定点监测

营养盐

硝酸盐 mg/L ±１０％ ０１
亚硝酸盐 mg/L ±１０％ ０１
磷酸盐 mg/L ±１０％ ０１
硅酸盐 mg/L ±１０％ ０１
铵盐 mg/L ±１５％ ０１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营养盐传感器定点监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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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续)

监测指标 单位 准确度 分辨率 监测方法

海流

流速 cm/s

流向 °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定点测流准确度

要求

—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声学剖面海流计定点监测

海浪

波高 m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海浪波高测量准

确度等级二级要求

周期 s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海浪周期测量准

确度要求

波向 °
　符合 GB/T１２７６３２
规定的海浪波向测量准

确度要求

—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或海上浮标

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采用搭载于

系统的波浪传感器定点监测

７４２　人工鱼礁状态及海洋生物要素

人工鱼礁状态及海洋生物要素监测内容应包括人工鱼礁状态,其他监测内容可根据监测目的及要求

增加.监测指标及方法应按表９的规定执行.

表９　人工鱼礁状态及海洋生物要素在线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人工鱼礁状态 　视频范围内生物附着、沉降、位移、稳定性、完整性

　海藻 　视频范围内种类、盖度

　海草 　视频范围内种类、盖度

　珊瑚礁 　视频范围内种类、盖度、白化状况

　底栖生物 　视频范围内种类、数量

　游泳生物 　视频范围内种类、数量

　采用海底在线监测方式或海上浮标在线监测

方式,通过系统搭载的水下高清摄像机在线定

点监测,并配备水下LED光源,保证夜间、浑浊

水体下的视频效果

７４３　牧场运行与生产状况

牧场运行与生产状况监测内容包括海洋牧场内设施设备运行状况、海上生产状况以及过往船只对海

洋牧场影响情况等,宜根据海洋牧场类型与监测需求进行选择.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应按表１０的规定

执行.

表１０　牧场运行与生产状况在线监测内容、指标及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船只状态
　船 只 方 位、航 行 轨 迹、航 向、航

速等

　采用陆基雷达实时在线监测方式,通过雷达传感器监测并结

合海图信息,实现目标主动识别、探测、自动跟踪、报警、记录

　设施设备运行状况
　牧场内安置的网箱、浮标、浮台等

设施设备丢失、损坏情况

　采用海面视频在线监测方式,通过光学和热成像摄像机,实现

监控区域目标影像可视化监测

　海上生产状况
　牧场区渔业生产安全,非法捕捞、
岸线围填等渔业与环境破坏活动

　采用海面视频在线监测方式,通过光学和热成像摄像机,实现

监控区域目标影像可视化监测

７５　监测频次

海洋牧场在线监测要素的监测频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环境要素采样时间间隔一般≤３０min,可根据监测目的及在线监测系统性能调整监测频次,在发

生监测指标异常时提高监测频次;

b) 人工鱼礁状态及海洋生物要素一般由水下摄像机实施连续不间断监测,基于浮标在线监测系统

的一般每小时连续观测≥１min;

c) 牧场运行与生产状况一般连续不间断监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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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数据存储与处理

８１　数据存储

海洋牧场监测数据存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监测数据由海洋牧场数据中心统一进行存储;

b) 在线监测数据(不包含视频)在接收服务器上存储≥半年,并且在接收服务器以外的存储介质上

至少备份１份,最新数据备份周期≤１周;

c) 视频在接收服务器上存储≥１周,并每周进行剪辑,挑选典型视频长期保存.

８２　数据处理

海洋牧场监测数据处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常规监测数据按照 GB/T１２７６３１描述的方法及规定的要求进行处理;

b) 在线监测数据在线率≥９５％,能在线实时展示系统状态信息和监测数据信息,能在线直播实时

视频;

c) 能设置预警临界值,对在线数据异常进行报警.

９　报告编制与归档

９１　报告编制

监测报告宜包含以下内容:

a)　监测工作基本情况,包括常规监测时间、监测单位、监测站位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建设、运行及维

护情况等;

b) 监测要素样品分析方法和监测数据处理方法;

c) 监测结果分析,主要对６１和７４中的监测内容及指标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海洋牧场环境因子、
生物资源状况、海底生境状况等;

d) 监测结果对比,结合监测结果分析情况,与上一年度及对照区海域监测结果进行差异性对比,根
据对比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e) 意见及建议,根据监测结果,分析监测因素变化原因,提出相关工作意见或建议.

９２　归档

应按照 GB１７３７８１的有关规定,每年对海洋牧场的监测资料进行归档.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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