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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养殖水域规划颁布实施，大量湖泊、水库等传统养殖水域被划为禁养区，

再加上农业面源污染等压力，池塘养殖已成为我国淡水养殖的主要方式。池塘高

密度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养殖尾水，已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因此，

急需开发针对富含氮磷的养殖水体处理的生态修复技术。

近年来，出台了相应的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如《淡水池塘养殖尾水出来

技术规范》（DB33/T 2288-2020）、《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等。这些规范大都围绕"三池两

坝"技术而制定的，尽管这一技术能够改善养殖尾水的水质，实现对尾水中悬浮

物、有机物和病原体的去除，但对于含有高浓度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尾水，特别

是在养殖密度高、养殖强度大的情况下，该系统的氨氮去除效率有限。

随着微生物菌剂和微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功能微生物资源被挖掘和开

发。通过合理配比功能菌群再整合到相应的反应器内，可实现高效快速分解水中

有机氮化合物，降低养殖尾水中的氨氮和总氮等污染物的含量，进而减少养殖尾

水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高效、环保的对池塘养

殖尾水进行脱氮处理迫在眉睫，杭州师范大学开发了将微生物快速脱氮设备和人

工湿地等异位修复技术相串联的技术用于淡水池塘高效脱氮（氨氮）减污协同处

理，并在衢州等地进行了试点。在此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据此，编制《池塘淡水

养殖尾水生物强化脱氮技术规范》，对规范池塘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的设计和运行

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项目来源

由杭州师范大学向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协会组

织立项评估，印发了关于《中小型水体淡水养殖生态容量评估技术规范》等四项

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浙生环协〔2024〕20号），项目名称：《池塘淡水养殖尾

水生物强化脱氮技术规范》。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衢州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浙江大学、西湖大学、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岱山分局。

本标准起草人为：张杭君、胡金春、刘广绪、阮赟杰、孔令为、黄敏捷、

黄福勇、李文兵、丁佳锋、袁霞、郑佩、王彬浩、史文竞、韩毓。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023年 12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与杭州师范大学开展团队标

准制定的对接工作。整理相关池塘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深入了解浙江省

池塘淡水养殖尾水排放情况和处理技术现状，初步形成标准框架。

2024年 3月 4日，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正式对《池塘淡水养殖

尾水生物强化脱氮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进行立项。

2024年 3月，赴杭州师范大学开展具体工作内容对接，进一步明确标准主

要内容和标准适用范围。

2024年 3月，起草准草案，对相关内容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经补充完善

相关内容，正式形成标准文本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

3.2.2征求意见

2024年 3月，团体标准在协会主页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天。

3.2.3专家审评

四、现状要求

4.1 池塘淡水养殖尾水生物强化脱氮技术

4.1.1技术原理

该技术由生物快速脱氮设备和人工湿地两个模块组成。在生物快速脱氮设备

中，固定化了多功能微生物菌种（硝化菌占比高达 50%以上），并安装了智慧运

行管理系统，可根据季节变化和进水氨氮浓度变化动态灵活的调整进水流量，从

而实现装置进水氨氮浓度在 2~10mg/L区间，保证出水水质。其出水进入人工湿

地装置，该装置由 2个处理单元组成，每级人工湿地单元内部有三块等距竖向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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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使人工湿地内部水流依次顺流形成向下-向上-向下-向上的水流方向，其中湿

地底部用陶粒和生物炭填充，顶部种植西伯利亚鸢尾等植物。通过强化脱氮反应

器耦合人工湿地，实现养殖尾水总氮、总磷等污染物的有效去除。处理工艺见图

1。

图 1 生物强化脱氮工艺流程图

4.1.2 技术试点案例

（1）试点规模：池塘型养殖水体总面积约 2000m2。

（2）主要修复技术：养殖水体经好氧生物快速脱氮装置（1台）和人工湿

地（1台）相耦合的集成技术修复后，总体上养殖水体的氨氮平均去除率大于80%、

亚硝氮平均去除率大于 30%、总氮平均去除率大于 30%；修复效果稳定，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

（3）检测结果

养殖过程中，对养殖水体和外排尾水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监测指标包括总氮、

亚硝酸盐氮、氨氮等。



4

图 2 池塘养殖水体氨氮、亚硝氮和总氮浓度变化趋势和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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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养殖水体经生物快速脱氮设备-人工湿地相耦合的集成技术修复

后，养殖水体氨氮、亚硝氮和总氮含量显著降低，其中，氨氮去除率在 72%-92%

之间；亚硝氮去除率在 33%-57%之间；总氮去除率在 44%-63%之间。总体而言，

经修复后养殖水体的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情况

（1）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1989）

该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局于 1990年发布。有如下内容简述：任何单位

排放的污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附近渔业水域的水质符合该标准，防止和控

制周围渔业水域水质污染，保证水生生物正常生长繁殖及水产品质量。

（2）脱氮生物滤池通用技术规范（GB/T 37528—2019）

标准规定了脱氨生物滤池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脱氮生物滤池系统组成及工艺

流程,要求、检测、自动控制与安全。标准适用于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地表水及

地下水等处理中主要以脱除总氨（以下简称 TN）为目的的生物滤池系统。

（3）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2007）

标准规定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的废水排放分级与水域划分、要求、测定方

法、结果判定、标准实施与监督。标准适用于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

（4）淡水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DB33/T 2288—2020）

标准规定了淡水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的主要设施、工艺流程、尾水处理设

施面积、运行管理排放水质要求。适用于淡水池塘养殖尾水处理。

（5）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规范（DB5101/T 107—2021）

标准规定了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的术语和定义、生态处理设施、生物

配置、管护和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净化效果。

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

4.3 团体、企业相关标准

（1）团体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团体相关标准。

（2）企业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企业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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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① 坚持适用性原则。本标准统筹考虑了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淡水

池塘的特点，尽可能全面满足不同淡水池塘的实际应用需求。

② 坚持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各项修复技术实行以及水质指标

测定的可行性，确保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③坚持合法性原则。本标准的编制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

④ 与现有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是基于当前池塘养殖尾水

处理技术的缺陷——氨氮去除率较低，且受水质负荷波动的影响较大，从微生物

制剂的角度对养殖尾水中氨氮进行高效去除，将微生物脱氮和人工湿地有效结

合，提升养殖尾水的出水质量。

⑤ 强化突出工艺选择及参数设计。通过耦合和构建模块化构建生物快速脱

氮反应器和抗堵塞人工湿地，从标准化的角度进一步对池塘淡水养殖尾水生物强

化脱氮进行规范化。

5.2 主要内容

包括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工艺设计、设计要求、检测与

过程控制、运行维护等内容。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浙江省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物处理与人工湿地相结合的脱氮处理。

（2）术语和定义

定义了 4个术语和定义，包括养殖尾水、生物脱氮、生物小球、人工湿地。

（3）工艺设计

明确了工艺流程、进水水质、出水水质要求和技术要求和氨氮、亚硝酸盐的去除

效率。

（4）设计要求

规定了好氧生物快速脱氮设备和人工湿地处理单元的设计要求、设计参数。

（5）检测与过程控制

规定了检测、自动化控制及智慧化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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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行维护

规定了陶粒、生物炭等耗材更换周期及人工湿地植物的养护要求。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处理工艺技术选择

养殖尾水处理采用生物快速脱氮+人工湿地的技术集成。通过两者的协同净

化作用可高效、快速去除养殖水体中的氨氮。结合多个环节采用数字化技术与设

备可以提升处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处理效果。

（2）突出工艺设备模块化选择

针对养殖尾水的实际污染物情况及池塘周边地理位置，设备采用模块化设

计、安装简单，根据实际养殖池塘的大小，选择一定数量的尾水处理设备，在满

足尾水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层面无相关标准。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T 3797—2016 电气控制设备

HJ 15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96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 101 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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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1147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生物脱氮技术的工艺选择，为池塘尾

水生物脱氮处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提供参考。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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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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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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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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