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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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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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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大连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上

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本标准起草人: 张国胜、罗刚、邢彬彬、殷雷明、陈丕茂、陈国宝、章守宇、

张硕、张秀梅、张沛东、陈圣灿。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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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鱼类音响驯化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在海洋牧场进行鱼类音响驯化时涉及音响驯化水域选择、驯化方法及鱼类

音响驯化系统维护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牧场鱼类音响驯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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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265—2009 声学 水下噪声测量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3—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3 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 12763.5—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5 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 17378.1 海洋监测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SC/T 1077-2004 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 

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SC/T 2013-2003 浮动式海水网箱养鱼技术规范 

DB33/T 2012-2018 海洋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岩礁性鱼类 第 6 部分：苗种规格 

DB37/T 2982.1—2017 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术语和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SC/T 9416-20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

出了 SC/T 9416-2014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在一定海域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科学养

护和管理生物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 

[DB37/T 2982.1—2017，定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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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工鱼礁区 artificial reef area 

已经敷设人工鱼礁，并按其功能辐射范围划定的水域。 

[SC/T 9416—2014， 定义 3.3] 

3.3 

音响驯化 acoustic taming 

利用鱼类对声音的反应，用水下扬声器播放固定频率的声音，并结合投饵对鱼类进行驯

化，使鱼类对驯化声音产生正趋向反应，向声源聚集成群。 

3.4 

Ⅰ型鱼礁生物 typeⅠorganism 

身体的部分或大部分接触鱼礁的鱼类或其他海洋动物等，如六线鱼、褐菖鲉、龙虾、蟹、

海参、海胆、鲍等。 

[SC/T 9416-2014，定义 3.13] 

3.5  

Ⅱ型鱼礁生物 type Ⅱ organism 

身体接近但不接触鱼礁，经常在鱼礁周围游泳和海底栖息的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等，如

真鲷、石斑鱼、牙鲆等。 

[SC/T 9416-2014，定义 3.14] 

3.6 

Ⅲ型鱼礁生物 type Ⅲ organism 

身体离开鱼礁在表层、中层水域游泳的鱼类及其他海洋动物，如鲐、黄条鰤、鱿鱼等。 

[SC/T 9416-2014，定义 3.15] 

3.7  

海洋环境噪声 marine environment noise 

由存在于海洋中多种噪声所辐射的并在其中传播的噪声。 

[GBT12763.5-2007, 定义 3.6] 

3.8 

声源声压 sound pressure 

距离水下声源 1 m 处的水中声压。 

3.9 



7 

放声频率 burst frequency 

对鱼类进行音响驯化时所选用的声音频率。 

3.10 

放声波形 burst waveform 

对鱼类进行音响驯化时所选用的声音波形。 

3.11 

放声类型 burst type 

对鱼类进行音响驯化时所选用的声音类型，包含连续音和断续音。 

3.12 

驯化频率 taming frequency 

每日的驯化次数。 

4  音响驯化水域选择 

4.1  基本要求  

4.1.1  音响驯化设备设置的海域宜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海域（或水域）利用总

体规划与海洋牧场建设规划。音响驯化设备宜保持较好的稳定性，设置后不发生洗掘、滑移

和倾覆等现象。设置安放音响驯化设备前，宜根据音响驯化系统设置水域的基本要求，对拟

安放音响驯化设备的水域进行本底调查。 

4.1.2  音响驯化设备设置的海域宜适宜音响驯化对象生物栖息、繁育和生长。 

4.2   海域的选择 

4.2.1  物理化学条件 

4.2.1.1 海洋环境噪声 

海洋环境噪声（测量方法参照 GB/T 5265—2009）不影响该海域栖息生物的生存和生长。 

4.2.1.2  水文状况 

水深、海流、潮汐、波浪、水温、盐度、水团等调查方法和要求宜符合 GB 17378.1、 GB 

17378.4 、 GB/T 12763.1—2007 、 GB/T 12763.2—2007 、 GB/T 12763.3—2007 、 GB/T 

12763.5-2007、GB/T 12763.6-2007规定。 

4.2.1.3  流速 

海域流速宜不超过 0.8 m/s。 

4.2.2  生物条件 

宜选择音响驯化对象生物的竞争生物和敌害生物的生物量较少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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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选址条件 

宜距离渔业港口（或码头）较近，易于确定其位置，易于锚泊，往返航道安全，通讯无

干扰，适合鱼类栖息的场所。 

4.2.4  气象水文历史资料的搜集 

收集拟设置音响驯化设备海域的台风、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潮汐、强波、台风浪、海

流等历史资料。宜包括以下内容： 

——台风的最大风速和最大降雨量、破坏力最强的台风实例； 

——潮汐性质、涨落潮历时、年均海平面、年均高潮位、年均低潮位、年均潮差； 

——风暴潮的最大增水值、最高风暴潮位及其出现日期； 

——强波浪的走向、波高、周期和各月频率； 

——海流流场特征、潮流性质、潮流运动形式、潮流的最大可能流速。 

5  驯化方法 

5.1  驯化鱼类 

驯化鱼种宜选择Ⅰ型和Ⅱ型岩礁性的幼鱼，健康体表无损伤、体长大于该种鱼类的放流

规格，相似体型鱼类的放流规格宜参照 DB33/T 2012-2018 中的第 6 部分关于苗种规格的规

定。 

5.2  饵料的选择 

饵料选择宜符合 SC/T 1077-2004 要求，宜选择海水鱼用沉性颗粒饵料。颗粒饵料的粒

径以驯化鱼类可摄食为准。 

5.3  音响驯化系统 

音响驯化系统由放声装置（信号发生器、信号放大器、水下扬声器）、自动投饵机、水

下摄像机及远程监控装置等组成。 

5.4  音响驯化参数的确定 

声源声压宜选择在 150 dB～160 dB（0 dB re1µPa）之间。 

放声频率宜选择在 200 Hz ～ 300 Hz 范围内，建议设定为 300Hz。 

放声声音波形宜在以下波形中选取：正弦波、方形波、锯齿波。 

5.5  网箱规格  

网箱的规格与拟驯化鱼类的放养密度有直接关系，网箱形状可选用方形或圆形，具体网

箱规格、箱体材料和网目宜参考 SC/T 2013-2003 中 4 的规定，放养密度宜参考 SC/T 

2013-2003中 6.4.1的规定。 

http://www.csres.com/detail/167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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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音响驯化系统工作流程 

每日驯化次数 4～10次，每次间隔 3 h～1 h，每次放声 30 min～10 min，放声和投饵同

时进行，每日投饵量为驯化鱼总体重的 1 %～2 %。放声投饵前 2  min 开启视频监控器，放

声投饵结束后 8  min关闭视频监控器。驯化周期一般不少于 30 d。 

 
图 1.音响驯化系统工作流程图（a.日驯化 4次；b.日驯化 10次） 

6  鱼类音响驯化设备的维护与管理 

6.1  维护 

6.1.1 定期检查鱼类音响驯化设备的构件连接和整体稳定性情况，对于发生倾覆、破损、异

常工作等现象，应采取补救和修复措施。 

6.1.2  定期检查鱼类音响驯化设备，对于设备的水下部分，如果表面缠挂网具、附着生物

以及其他的有害入侵生物等，应采取措施及时清除。 

6.1.3  定期监测鱼类音响驯化设备设置海域的水质，清理该海域内对环境有危害的垃圾废

弃物。 

6.1.4  建立档案，对鱼类音响驯化设备的设计、建造、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详

细的记录。 

6.2  管理 

每个驯化周期，宜设置专门人员对电脑远程操控的主机、每次视频的动态、海上音响驯

化设备进行管理，结合视频和海上观测数据，整理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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