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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鱼类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海水鱼类增殖放流效果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评估方案、调查方法、评价指标、效果

判定和报告编制等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放流的主要海水鱼类的区域性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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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１８６５４１５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１５部分:RAPD分析

GB/T３４７４８　水产种质资源基因组DNA微卫星分析

NY/T１８９８　畜禽线粒体DNA遗传多样性检测技术规程

SC/T９４０１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９４０３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C/T９４３７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名词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SC/T９４０１、SC/T９４３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增殖放流　enhancementrelease
采用放流、底播、移植等人工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公共水域投放苗种、亲体等活体水生生

物的活动.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２５]

３２
本底调查　backgroundsurvey
为合理选划适宜增殖放流水域、筛选适宜增殖放流种类、确定合理增殖放流数量和评估增殖放流效果

等,在增殖放流前的一段时间内,对拟增殖放流区及其周围水域进行的生物与环境调查.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８１]

３３
跟踪调查　trackingsurvey
增殖放流结束后,对增殖放流对象的生长、分布及数量等变动情况进行持续地跟踪监测以及记录的调

查活动.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８２]

３４
回捕　recapture
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经一段时间后被捕捞的过程.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８５]

３５
标记率　markrate
标志率　markrate
某水域内,增殖放流的某水生生物,标记的个体数量占总放流数量的百分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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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直接投入产出比　directinputＧoutputratio
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苗种的经济投入与回捕的经济收入之比.
[来源:SC/T９４３７—２０２０,８８]

４　评估方案

４１　方案设计

根据任务要求编制评估方案,包括评估内容、调查及样品分析方法、评价指标计算、效果判定等.

４２　评估内容

评估内容框架见图１.

图１　海水鱼类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技术内容框架

４３　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内容和评估指标确定评估方法,包括调查方法、指标计算和效果判定方法等.

４４　评估周期

评估周期原则上不少于一周年.

４５　一致性要求

在同一调查项目中,应保证不同调查航次的区域范围、站位设置、使用的船只、网具以及样品测定、数
据统计等的一致;应保证发放的所有调查问卷内容一致.

５　调查方法

５１　增殖放流群体资源调查

５１１　调查区域

包括增殖物种的放流区域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分布区.

５１２　站位设置

一般按照经纬度１５′×１５′设置调查站位,具体可根据调查区域大小适当调整;对于岛礁、港湾、河口等

复杂海域,应从水深、流速、水温等要素的等值线考虑增设站位;在增殖放流点周边水域、产卵场、索饵场等

区域宜增设调查站位.

５１３　调查次数

增殖放流前１个月内进行１次本底调查;增殖放流１个月后开始进行跟踪调查,一周年内不少于２次.

５１４　资源调查

按SC/T９４０３给出的方法和要求,对增殖放流群体资源进行调查和样品采集,按附录 A中的 A１填

写记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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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a)　标记识别检测:

１)　对于体表标记的个体,渔获物中增殖放流物种全部肉眼观察,进行识别;

２)　对于体内标记的个体,每航次调查随机留取不少于１００尾(不足１００尾时全部留取),进行仪

器检测.

b) 基础生物学测定:

１)　渔获物中增殖放流物种超过５０尾时,随机取５０尾进行体长、体重、年龄等测定,按附录 A２
填写记录;

２)　渔获物中增殖放流物种不足５０尾时,全部测定,按 A２填写记录.

c) 遗传多样性分析:渔获物中收集３０尾样本(可使用生物学测定后的样品),按 GB/T１８６５４１５规

定的方法提取基因组DNA,具体分析方法如下:

１)　线粒体DNA分析可选择合适的片段,使用通用或特异引物进行PCR扩增,测序获得序列

信息.实验步骤按 NY/T１８９８的规定执行.

２)　微卫星标记引物选择、要求和实验方法按 GB/T３４７４８的规定执行.

５２　渔产量统计

统计评估周期内增殖放流鱼种的捕捞产量,通过以下２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进行:

a)　对渔业生产船只进行抽样调查,按渔业生产渔船的比例换算增殖放流鱼种的总捕捞产量;

b) 通过渔业主管部门,对增殖物种放流区域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分布区的增殖放流鱼种的捕

捞产量进行统计.

５３　问卷调查

向渔船、渔业协会或渔业合作社、渔业主管部门、海钓协会等工作人员发放调查表,收集相关数据和资

料.调查评估周期宜为评价开始之前的３年,至少为１年.问卷宜满足以下条件:

a)　发放数量:调查表的发放数量不少于１００份,其中从事捕捞的渔民不少于５０％,渔业协会或渔业

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超过２０％,渔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超过２０％,海钓协会和其他部门的

工作人员不超过１０％,调查问卷发放记录表见附录B中的B１;

b) 填表要求:参与调查人员应客观真实填写,调查问卷见B２.

６　评价指标

６１　标记率

按公式(１)计算增殖放流群体的标记率.

r＝
n
N ×１００ (１)

式中:

r ———标记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n ———增殖放流群体中标记的尾数,单位为尾;

N ———增殖放流群体的总尾数,单位为尾.

６２　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的数量贡献率

按公式(２)计算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的数量贡献率.

Rn ＝
Qm

Qtr×１００ (２)

式中:

Rn ———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数量贡献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Qm ———渔获物中放流鱼种标记的数量,单位为尾;

Qt ———渔获物中放流鱼种的总数量,单位为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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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标记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６３　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的重量贡献率

按公式(３)计算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的重量贡献率.

Rw ＝
QmWm

QtWtr×１００ (３)

式中:

Rw ———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重量贡献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Qm ———渔获物中放流鱼种标记的数量,单位为尾;

Wm ———渔获物中放流鱼种标记个体平均体重的数值,单位为克(g);

Qt ———渔获物中放流鱼种的总数量,单位为尾;

Wt ———渔获物种放流鱼种总平均体重的数值,单位为克(g);

r ———标记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６４　增殖放流鱼种的总捕捞产量

增殖放流鱼种评估周期内的总捕捞产量可通过以下２种方式获取:

a)　通过渔业主管部门进行收集汇总;

b) 通过对渔业生产船只抽样调查进行总捕捞产量换算,换算按公式(４)进行.

Y＝∑
n

１

Yi

Pi
(４)

式中:

Y ———增殖放流鱼种总捕捞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Yi ———第i种作业类型的抽样渔业生产船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Pi ———第i种作业类型的抽样渔业生产船占同类型作业船只比例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n ———作业类型数量.

６５　增殖放流群体的捕捞产值

按公式(５)计算增殖放流群体的捕捞产值.

V＝YRwP (５)

V ———增殖放流群体捕捞产值的数值,单位为元;

Y ———增殖放流鱼种总捕捞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Rw ———渔获物中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重量贡献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P ———放流鱼种的当年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６６　直接投入产出比

按公式(６)计算增殖放流群体的直接投入产出比.

X ＝
C
V

(６)

X ———直接投入产出比;

C ———增殖放流群体苗种经济投入的数值,单位为元;

V ———增殖放流群体的捕捞产值的数值,单位为元.

６７　线粒体DNA遗传多样性

线粒体DNA遗传多样性指标计算按 NY/T１８９８的规定执行.

６８　微卫星DNA遗传多样性

微卫星DNA遗传多样性指标计算按 GB/T３４７４８的规定执行.

６９　社会效益评价值

按公式(７)计算调查项各类别的社会效益评价值.

e＝∑
N

i＝１

(xi１＋xi２＋＋xin)wi

n
(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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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各类别的社会效益评价值;

xi ———某一类别中条目i的评价结果赋值;

wi———各类别具体条目i的权重值;

n ———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数量;

N ———某一类别中的条目数.
按公式(８)计算调查项总的社会效益评价值:

E＝∑
M

j＝１ejWj (８)

式中:

E ———调查项总的社会效益评价值;

ej ———类别j的社会效益评价值;

Wj ———类别j的权重值;

M ———总类别数.

７　效果判定

７１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以增殖放流群体的直接投入产出比(X )(６６)进行效果判定:

a)　X ＜１,正经济效益,值越小,效益越好;

b) X ＝１,没有经济效益;

c) X ＞１,负经济效益(亏损),值越大,亏损越大.

７２　生态效益

７２１　贡献率评估

增殖放流群体对资源量的数量贡献率Rn (６２)或重量贡献率Rw (６３)效果判定如下:

a)　Rn 或Rw ＞０,有生态效益,值越大,效益越好;

b) Rn 或Rw ＝０,没有生态效益.

７２２　遗传多样性评估

每５年评估一次,第一次调查作为增殖放流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基础背景,不进行评估;自第二次调查

开始,根据任务要求与前期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评估遗传多样性状况.

７３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以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进行评价:

a)　对各调查项各条目的评价结果赋值,“选项 A”赋值１,“选项B”赋值０７５,“选项C”赋值０５,“选
项D”赋值０２５,“选项E”赋值０;

b) 通过专家对选取的调查项各类别各条目进行判断,明确各项的相对重要性,分别确定调查项各类

别各条目的权重值wi 或Wj ;

c) 计算社会效益评价值,按以下评价标准确定社会效益效果判定:

１)　０＜E(e)≤０２５,没有效果或效果较差;

２)　０２５＜E(e)≤０５,效果一般;

３)　０５＜E(e)≤０７５,效果良好;

４)　０７５＜E(e)≤１,效果显著.

８　报告编制

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报告,包括封面、目录、摘要、正文、总体评价、问题与建议.其中,正文包含项目概

况、评估方法、调查方法、样品分析、评价指标计算、效果判定等.报告编制提纲见附录C.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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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记录(分析)表

　

A１　调查取样记录本

见表 A１.

表A１　调查取样记录本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调查号次 　日期

　风向 　风力 　天气 　气温

　放网时间 时 分　　经度 　纬度 　深度 m
　起网时间 时 分　　经度 　纬度 　深度 m
　渔具类型 　拖网时间 　总渔获量 kg

种名
重量

g

尾数

尾
取样比例

长度范围

mm

体重范围

g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校对人:

６



SC/T９４４６—２０２３

A２　基础生物学测定记录本

见表 A２.

表A２　基础生物学测定记录本

放流种类:

采样站点 采样日期 渔船编号

渔具
总渔获量

kg

样品量

kg

序号

长度

mm

重量

g
性别

全长 体长 体重 纯重 ♀ ♂

性腺成熟度 摄食强度 年龄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校对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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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增殖放流问卷调查表

　

B１　调查问卷发放记录表

见表B１.

表B１　调查问卷发放记录表

发放日期 发放地点 发放数量
渔民 渔协/合作社 主管部门 海豹协会/其他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调查人员: 　　　　记录人: 　　　　校对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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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２　增殖放流调查问卷

见表B２.

表B２　增殖放流调查问卷

填报地点 填报日期

职业/部门 从事本职业工龄 年龄

类别 条目 选项

渔民增产

增收

渔民捕捞增殖

放流群体的产量

A产量显著

增加

B产量明显

增加

C产量有增加

但不明显
D．不清楚 E没有增加

渔民捕捞增殖

放流群体的产值

A产值显著

增加

B产值明显

增加

C产值有增加

但不明显
D不清楚 E没有增加

促进产业

发展

对海水鱼类种业

发展的作用

A推动作用

显著

B推动作用

明显

C有推动作用

但不大
D不清楚

E没有

推动作用

对休闲渔业发展

的作用
A作用显著 B作用明显

C有作用但

不大
D不清楚 E没有作用

公众认知

与参与

公众对渔业资源

增殖放流的支持
A非常支持 B明显支持 C支持 D不清楚 E效果较差

公众对渔业资源

环境的保护意识
A显著提供 B明显提高

C有提高但

不明显
D不清楚 E没有提高

对国家相关渔业

政策宣贯的作用
A效果显著 B效果良好 C效果一般 D不清楚 E没有效果

　　注:以上类别及条目为必选,在 A、B、C、D、E中只能选一项;为取得更好调研结果,可根据任务目标增加类别及条目.

　　调查人员: 　　　　记录人: 　　　　校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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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报告编制提纲

　

C１　封面

C１１　题目:××××××海域××××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报告

C１２　承担单位:单位名称

C１３　评估人员:××××××,××××××,××××××,××××××,××××××

C１４　完成日期:××××年××月××日

C２　目录

C３　摘要

C４　报告正文

C４１　项目概况

C４１１　项目位置及范围

C４１２　增殖放流情况

C４１３　评估内容及要求

C４２　评估方法

C４３　调查方法

C４４　样品分析

C４５　评价指标计算

C４６　效果判定

C４６１　经济效益

C４６２　生态效益

C４６３　社会效益

C５　总体评价

C６　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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