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地方标准《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
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项目背景 

（一）政策背景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百万亩水产养殖塘标准化建设，

发展现代设施渔业，推广健康养殖方式，加强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建设

和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工作，提升品牌，拓展市场”。在《温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中提到“发展农业标准化，加

大生态环境治理、农业投入品使用、农田保护标准制订与实施，促进

农业创新成果标准化融合、产业化发展”。 

（二）行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坛紫菜是我国主要的海水养殖藻类，也是温州市的重要水产养殖

品种，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有较好的开发利

用潜力和市场前景。温州市是坛紫菜养殖大市，2021 年全市紫菜养殖

面积高达 7102 公顷，产量为 37358 吨，占全国总产量 30%以上，在

全省乃至全国均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中温州市苍南县素有“中国紫菜

之乡”之称， 其产出的“苍南紫菜”于 2021 年入选“浙江省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名单。地方紫菜年产值近 3.5 亿元，占水产品总产值

40％，惠及农户 1512 户，户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坛紫菜产业将是促

进温州市沿海渔农民增收致富、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的支柱产业。 



而近些年，由于坛紫菜下苗期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导致水质变

恶劣，坛紫菜病害常有发生，坛紫菜病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

种是由病原菌的侵袭引起的，如分别由紫菜的腐霉菌、壶状菌及变形

菌引起的赤腐病、拟油壶状菌病及绿斑病等；一种是由于环境条件不

适宜而引起的，如常见的由网帘受光不足、海水交换不足及海水比重

偏低引起的白腐病等；还有一种是由海水污染引起的，如某些化学有

毒物质的含量过高或赤潮所致的病害。坛紫菜病害对于坛紫菜的收成

产生巨大影响，据统计温州市近两年坛紫菜主产区每亩减产八成，虽

然收购价比往年翻了两到三倍，但亩产值最终还是可能要比往年少了

三成。养殖专家及养殖户认为，下苗期的高温天气导致的坛紫菜病害

是近些年坛紫菜大减产的罪魁祸首，而根源则是温州市紫菜养殖目前

还摆脱不了的“靠天吃饭”瓶颈。 

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及温州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对坛紫菜养

殖时期病害防控技术进行指导与规范，无法对其水产养殖病害防控进

展进行科学的把握。坛紫菜病害防治，既要具有可行性，又要具有科

学性以顺应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一个科学、合理、可行的标准对其

加以规范，而在这方面温州市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温州市农业农

村局着力推动坛紫菜病害防治标准化工作，向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提出了《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立项申请，并启动了相

关工作。 

（三）现有标准情况 

目前经检索，本标准涉及的相关标准如下： 



DB33/T 709-2022 坛紫菜生产技术规范，该标准规定了坛紫菜人

工育苗、海区养殖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坛紫菜的人工育苗和养殖。在

该标准中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出了黄斑病、泥红病、鲨皮病的病害

治疗方法。本标准是以坛紫菜的病害防治为主题，给出了涉及坛紫菜

育苗期与养殖期的病害防治，不仅介绍了坛紫菜育苗期与养殖期的病

害种类、症状、病因，也给出了相关的治疗与防控技术内容。相较于

坛紫菜生产技术规范，本标准在坛紫菜病害防治方面更为全面，指导

性与适用性更强。 

二、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规范》温州市地方标准是温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3年第一批温州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温市监函〔2023〕

7 号），由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二）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待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待定。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起草阶段 

2022 年 9 月，由苍南县紫菜行业协会为主的标准起草组对苍南

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

和检索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和资料查证工

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初稿，



经组织内部有关专家研讨后，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形

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2）立项阶段 

2023 年 3 月 22 日，《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规范》立项论证会于

温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10 楼会议室召开，会上专家对标准框架、标准

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等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提出编制《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规范》地方标准计划后，标准起草

组召开了指标验证和专题论证，针对坛紫菜治疗技术等关键指标，进

行了科学性、合理性试验验证，就标准框架、核心技术指标进行研讨；

召开起草小组交流、研讨会，对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进行技

术交流。 

标准起草组结合专家意见和指标验证结果，标准起草组集体研究

讨论明确了根据相关意见和验证结果对标准内容的修改。2023年 4月

底，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 

（随版本调整） 

（4）审查阶段 

（随版本调整） 

三、 制订标准主要内容的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制定标准时首先要注意标准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否满足既定的需



求。 

（2）先进性原则 

编写标准草案时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同

类标准的要求与水平，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积极地把先进内容

纳入标准，提高标准的要求与水平。 

（3）适用性原则 

在确定标准项目时首先要注意标准的适用范围，既不要让标准所

涵盖的领域过宽，使编制的标准没有实际技术内容；也不要让标准

所涵盖的领域过窄，造成对标准的肢解，无谓地增加标准项目。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拟油壶菌病 

在生态因子对拟油壶菌病的病原菌（Olpidiopsis sp.）传染影响

实验中发现：11℃能有效抑制拟油壶菌的生长；盐度高的组别拟油壶

菌的生长慢于盐度低的组别，但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高密度养殖能

导致拟油壶菌迅速蔓延；干出开始时会导致拟油壶菌生长抑制，然后

拟油壶菌的生长出现反弹性的恢复生长，干出时间短出现反弹性恢复

生长快，干出时间长出现反弹性恢复生长慢，但干出时间与拟油壶菌

的生长关系没有显著性差异。[1]在冷冻实验中，对采集的拟油壶菌病

料在-20℃下冷冻后再与健康紫菜进行共培养感染，发现病料在冷冻

24d 后失去感染能力。[2] 

综上，对于坛紫菜拟油壶菌病的治疗，应减小养殖密度，充分干

出，冷藏网在-20℃条件下保持数天。 

（2）赤腐病 

在对赤腐病病原菌腐霉菌的生物学特征研究中发现，紫菜腐霉菌



菌丝适宜生长温度为 10℃～30℃，最适生长温度为 20℃。适宜生长

盐度在 0.8％～2％，最适为 1.4％。[3]试验结果说明在高温低盐的环

境适宜紫菜腐霉菌菌丝生长。紫菜腐霉菌不耐低温，低于 6℃易死亡。

腐霉菌不耐干燥，紫菜腐霉菌干燥 4 h 后易死亡，而紫菜具有极强的

耐干旱能力，适度的干燥对紫菜不仅没有不良影响，反能促进它的生

长与发育。 

在半海水玉米固体培养基和谷氨酸钠液体培养基中分别研究了不

同 pH、盐度对实验室保藏 8株腐霉菌生长的影响。结果发现，8 株腐

霉菌生长的最适 pH为 7，低盐度（≤25‰）对其生长没有影响，高盐

度（≥40‰）或低 pH 下几乎不生长。可用酸碱性表面活化剂、非离

子表面活化剂等方法杀死菌丝。因为紫菜的细胞壁比较密集，遇到酸

碱的作用，细胞内部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相反，腐霉菌的细胞难以忍

受酸碱的刺激。 

（3）黄斑病 

黄斑病是由嗜盐性细菌感染引起的。当光线偏强盐度上升、温度

升高或环境多变时容易发生。发病时先在丝状体附着的贝壳边缘或磨

损处壳面上生出 2mm～5mm 的黄色针状小斑，以后逐渐增多和扩大，

互相连成大斑或成片，可导致紫菜丝状体大量死亡，危害极大。预防

措施：对培养紫菜丝状体的海水要充分黑暗沉淀，温度要求在 20℃～

26℃，光照时间在 8 小时～l0 小时左右。保持室内池水清洁，及时消

毒，同时避免贝壳表面丝状体受伤。治疗方法：用 100mg 几对氨基苯

磺酸和 25mg／L对硝基酸浸泡 l5 小时～20小时。另一方法是在膨大

藻丝与双分孢子期，用浓度 13‰的海水浸泡 2 天，如是在丝状藻丝

期发病，可用低比重海水(1．005)浸泡一天后改换为沉淀海水浸泡。 



（4）泥红病 

该病由微生物入侵引起，发病时，壳面成片出现泥红色，有粘滑

感和臭腥味。发生在高水温期，如不及时处理很快扩大并蔓延至周围

贝壳。主要危害丝状体。预防措施：尽量降低室内温度，保持良好的

通风环境。发现病壳应及时拣出处理，以免传染到其它贝壳上。清洗、

消毒育苗池。治疗方法：少量发病可用棉花蘸漂白粉液涂于患处，发

病处立即变绿、再用沉淀海水洗净隔离培养。大量发病时，在培养池

内用 l mg，L 漂白粉冲洗贝壳，并消毒培养池，换水后注入沉淀海水

培养。[4] 

四、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征求意见结果随版本调整。 

五、 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文件总体要求下，依据行业标准《坛紫菜 种藻

和苗种》（SC/T 2064—2014）和地方标准《坛紫菜生产技术规范》

（DB33/T 709-2022）等形成的，不存在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冲突的条款。 

六、 预期效果及贯彻实施标准的日期、要求、措施等建议 

通过选取相关单位实施本标准，并将实施效果进行宣传推广，预

计达到如下效果： 

（一）本标准将为温州市坛紫菜养殖单位提供病害防治指导，推

广坛紫菜病害防治相关技术，带动市域坛紫菜病害防治学习热潮，带

动坛紫菜产业经济效益提升，保障坛紫菜养殖户收益，为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保障。 



（二）本标准将规范温州市坛紫菜病害防治技术要求，为我市坛

紫菜健康生产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坛紫菜养殖标准化发展、推进坛

紫菜养殖提质增效，推动坛紫菜产业现代化标准化进程。 

七、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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