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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1. 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的总体要求、工艺流程及技术参数、设备及

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辅助设施设计、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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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

适用于本规程。 
SC/T9103-2007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DB21/T 3382-2021 辽宁省海水养殖尾水控制标准 

GB50014-2021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1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HJ/T24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挂式填料 

HJ/T24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浮填料 

HJ/T 25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微孔曝气器 

HJ/T 28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散流式曝气器 

HJ/T 25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罗茨鼓风机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

技术规范 

HJ/T 96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1 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102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36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磁管道流量计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

技术规范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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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50303 建筑电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指工厂化海参室内育苗过程中排放出的废水和海参室内育苗池清

洗过程中排放的废水。 

 平均小时排水量：指工厂化海参育苗车间在排水时段平均每小时排放的水量。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海参育苗尾水污染物 

4.1.1 海参育苗尾水污染物种类 

 海参育苗尾水污染物包括有机物、氨氮、总无机氮（包括氨氮、亚硝酸氮和硝酸氮）、

无机磷酸盐、总氮、总磷。 

4.1.2 海参育苗尾水处理设计水质 

 海参育苗尾水处理设计水质可参考表 1 的经验数据。 

表 1  海参育苗尾水水质指标参考数据                  单位：mg/L 

指标 SS CODMn NH3-N 总无机氮 PO43--P 总氮 总磷 

污染物 
浓度范围 

400-1500 15-30 0.5-2.0 0.8-4.5 0.1-1.0 1.6-5.5 0.2-2.0 

平均值 800 10 1.5 3.0 0.2 4.0 0.4 

 

4.2 海参育苗尾水设计流量 

 海参育苗尾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海参育苗后育苗池排放的废水，另一部分为育

苗池清洗水。 

4.2.1 海参育苗池日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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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育苗池日排水量与育苗池内水量、每日每个车间换水的养殖池个数和每日换水的

车间个数密切相关。海参育苗池日排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MNqQ ××= 11                                  （1） 

 其中： 

 Q1——海参育苗池日排水量，m3/d； 

 q1——每个海参育苗池的水量，m3； 

 N——每日每个养殖车间换水的海参育苗池个数，个/d； 

 M——每日换水的养殖车间个数，个。 

4.2.2 海参育苗池清洗水量 

 海参育苗池清洗水量一般为育苗池日排放水量的 5%，因此海参育苗池清洗水量计算

公式如下： 

 12 05.0 QQ =  

 其中： 

 Q2——海参育苗池清洗水量，m3/d。 

4.2.3 平均小时排水量 

 
t

QQ
Q 21 +

=  

 其中： 

 t——海参育苗车间排水时长，h。 

 Q ——日平均小时排水量，m3/h。 

4.2.4 海参育苗尾水设计流量 

 t

QQ
Q 21 +

=  

 其中： 

 Q——为海参育苗尾水设计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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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为每日处理时长，h。 

 

5. 总体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规模应考虑企业育苗数量的发展，近、远期结合，

以近期为主。 

5.1.2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工艺和设备。 

5.1.3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宜采用重力流排放。 

5.1.4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构筑物应采取防腐蚀、防渗漏、防冻等技术措施。 

5.1.5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污染物排放标准应满足 SC/T9103-2007 和 DB21/T 3382-

2021。 

5.2 工程构成 

5.2.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一般由主体工程、配套及辅助工程组成。 

5.2.2 主体工程主要包括海参育苗尾水处理系统、泥沙处理单元。海参育苗尾水处理系统主

要包括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深度处理单元。 

5.2.3 配套及辅助工程主要包括电气与自控、给排水、消防、采暖通风等。 

5.3 选址及总平面布置 

5.3.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的选址及总平面布置应根据海参育苗车间总体规划、污水

排放口的位置、工程地质及维护管理和运输等因素来确定。 

5.3.2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的设计中应根据总体规划适当预留余地，以利扩建、施工、

运行和维护。 

5.3.3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应有便利的交通、运输和水电条件，便于污水排放和泥沙

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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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由车间排放后需经集水渠和集水管收集后，排放至海参育苗尾水处

理系统。 

6.1.2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经处理后一般直接排放至附近海水。 

6.2 工艺流程 

6.2.1 各海参室内育苗企业可根据企业育苗规模、场地等条件，合理确定育苗尾水处理工艺。 

6.2.2 处理工艺流程： 

 （1）处理规模小、泥沙量较低的海参育苗企业 

 

 

 

 

 

 （2）处理规模大、泥沙量较高的海参育苗企业 

 

 

 

 

 

 

 

6.3 处理单元工艺设计要求 

6.3.1 一级处理 

机械过滤 清水池 好氧滤池 藻类吸收 

泥水分离 
泥水混合物

 

泥水混合物 

脱水污泥外运 

达标排海 

水 

反硝化滤池 

回流 

机械过滤 清水池 生物接触氧化

 
藻类吸收 

泥水分离 

育苗尾水 

泥水混合物 泥水混合物 

脱水污泥外运 

达标排海 

水 

育苗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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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的一级处理主要包括过滤泥沙和调节水池两部分组成。对于养殖规

模较小、尾水中泥沙量较低的海参育苗企业一般采用机械过滤和清水调节池；对于养殖规

模较大、尾水中泥沙量较大的海参育苗企业一般采用沉淀调节池和机械过滤。 

（1）机械过滤 

a. 养殖规模小的海参育苗企业，机械过滤应按照平均小时排水量进行设计；养殖规模大的

海参育苗企业，机械过滤应按照海参育苗尾水设计流量进行设计。 

b. 机械过滤的过滤孔径一般为 80-100 μm。 

（2）清水池 

a. 清水池，一般置于机械过滤之后，主要功能是保证二级处理和三级处理效果稳定。 

b. 清水池的池容计算公式如下： 

 tQQV ×−= )(  

 其中： 

 V——为调节池容积，m3。 

6.3.2 二级处理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的二级处理主要为生物接触氧化池。 

（1）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填料应采用符合 HJ/T245 和 HJ/T246 要求的轻质、高强、防腐蚀、

易于挂膜、比较面积大和孔隙率高的填料。 

（2）生物接触氧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 8-12 h。 

（3）反硝化滤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 10-12 h。 

（4）硝化滤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 6-8 h。 

6.3.3 三级处理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的三级处理主要为藻类吸收。选用藻类可以为微藻和大型藻类。 

（1）微藻吸收 

a. 藻坪深 1.0-1.5 m，以尼龙网固定微藻，尼龙网上藻类附着量 60~80 g/m2，水力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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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10 h。 

b. 使用的微藻为小球藻、栅藻、微滤球藻。 

（2）大型藻类 

a. 藻池深 1.0-1.5 m，以尼龙绳固定大型藻，尼龙绳上藻类附着量为 2-3 kg/m2，水力停留时

间为 10-12 h。 

6.3.4 泥沙处理 

（1）机械过滤、沉淀调节池和生物接触氧化池排出的泥沙经管道收集后引入泥水分离设备

进行泥水分离，分离后的水重新进入生物接触氧化池进行处理，产生的低含水率泥沙收集

后外运处理。 

（2）泥沙分离可以选择履带式污泥压滤机、格栅式泥水分离器等。 

 

7. 工艺设备和材料 

明确工艺设备选型、性能和材料的要求。 

7.1 选型要求 

7.1.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的关键设备和材料主要包括：转鼓过滤机、污水泵、污泥

泵、鼓风机、曝气机械、泥沙分离器等。 

7.1.2 污水泵、污泥泵应选用节能型产品，泵效率应大于 80%。污水泵应根据工艺要求选用

潜水泵或干式泵。 

7.1.3 鼓风机应选用低噪声、高效低能耗产品，出口风压应稳定，宜选用罗茨鼓风机。 

7.2 性能要求 

 曝气设备应符合 HJ/T 252、HJ/T 281 等的规定；鼓风机应选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规

定的产品，并应符合 HJ/T 251 的规定；潜水泵应符合 HJ/T 336 的规定；其他机械、设备、

材料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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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测与过程控制 

明确监测指标、监测仪器和监测频率的要求。 

8.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宜根据尾水处理工艺控制的要求设置 pH 计、流量计、液位

控制器、溶氧仪等计量装置。 

8.2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宜按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有关规定安装污水连续监测系统，

检测系统及其安装应符合 HJ/T 353 的规定，污水连续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应符合 HJ/T 212

的规定。监测仪器应符合 HJ/T 96、HJ/T 101、HJ/T 102、HJ/T 103、HJ/T 367 等的规定。 

8.3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运行监测参数应至少包括水量、pH、化学需氧量（高锰酸

钾法）、悬浮物、氨氮、总无机氮、总氮、总磷等。 

 

9. 辅助设施设计 

9.1 电气与自控 

9.1.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低压配电设计应符合 GB50054 设计规范的规定。 

9.1.2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 GB50052 设计规范的规定。 

9.1.3 建设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50194 规范的规定。 

9.2 空调与暖通 

 处理构筑物应有防冻措施。当采暖时，处理构筑物内温度可按 5℃设计。 

 

10. 施工与验收 

10.1 工程设计、施工 

10.1.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具备国家相应工程设计资质、施工资质。 

10.1.2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中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并具备产品质量合格证。 

10.1.3 按照环境管理要求需要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应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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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53、HJ/T 354、HJ/T 355。 

10.2 工程调试及竣工验收 

10.2.1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验收应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相应专业

验收规范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前，不得投入生产性使用。 

10.2.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 GB50303 规范的规定。 

10.2.3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各类设备及处理构筑物、建筑物按照国家或行业的有关

标准（规范）验收后，方可进行清水联通启动、整体调试和验收。 

10.2.4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程应在系统通过整体调试、各环节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

到设计和合同要求后进入生产试运行。在正式投入运行之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10.2.5 试运行期间应进行水质检测，检测指标应至少包括： 

（1）各处理单元中的 pH 值、温度、水量； 

（2）各单元进、出水主要污染物浓度，包括：悬浮物、化学需氧量（CODMn）、氨氮、总

无机氮、总氮、总磷。 

 

11. 运行与维护 

11.1.1 按规定对水质指标进行监测、记录、保存和上报。 

水质指标包括悬浮物、pH、化学需氧量（CODMn）、氨氮、总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总氮、总磷。 

11.1.2 水质取样应在水处理工艺末端排放口或根据处理工艺控制点取样。 

11.1.3 日常检测频率 

取样频率为每 4 小时 1 次，取 24 小时混合样，以日均值计。 

11.1.4 各种指标的检测方法采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可的标准或等效方法。 

11.2 人员与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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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实施质量控制，保证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工艺的正常运行及运行质量。 

11.2.2 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岗位培训、持证上岗。运行管理人员上岗前均应进行相关法律

法规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紧急处理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11.2.3 各岗位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如实填写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 

11.2.4 严禁擅自启、闭设备，管理人员不得违章指挥。 

11.2.5 海参室内育苗尾水处理设备的日常维护应纳入企业正常的设备维护管理。 

11.2.6 电气设备的运行与操作需执供电管理部门的安全操作规程；易燃易爆的场所应按照

消防部门要求设置消防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