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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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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水产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市番禺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种业集团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阳江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广东稻花禾

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东汉兴水稻禾虫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兴汉、杨尉、林青山、梁启用、马群、张学杰、司圆圆、成太辉、赖海臻、

许瑞雯、陈健、谢顺、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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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吻沙蚕(禾虫)人工繁育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疣吻沙蚕（Tylorrhynchus heterochaetus）苗种人工繁育的环境条件、亲体培育、幼体

培育和出苗的技术要求。描述了档案记录等相应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疣吻沙蚕的大规格苗种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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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GB/T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22919.5 水产配合饲料 第5部分:南美白对虾饲料 

GB/T 17243 饲料用螺旋藻粉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SC/T 0004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异沙蚕体 heteronereis 

沙蚕在生殖前发生明显的形态变化，有性节出现，称异沙蚕体。 

疣足幼体 nectochaeta larva 

从卵膜内孵化出来的幼体，有 3 对疣足，体长约 280 μm，宽约 140 μm，可见消化道，但尚未与外

界相通，体内充满卵黄油滴。 

刚节幼体 setiger juvenile 

由浮游转变为底栖匍匐生活，第一刚节疣足前伸成第 2 对触须，并构成围口节的一部分、新体节也

在尾节前部不断长出时，此变态后的个体称为刚节幼体。 

苗泥 

中间培育池中含有疣吻沙蚕刚节幼体（禾虫苗）的泥沙。 

4 环境条件 

场地选择 

远离污染源，进排水方便，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有保障的区域。 

水源 

水源充足，水质良好，符合GB 11607的要求。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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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用水应符合NY 5052的规定。 

水温 

 16 ℃～ 30 ℃。 

盐度 

 8 ～ 17 。 

泥沙 

以泥沙作为培育底质。泥与沙按质量比 1 : 1 ～ 5 : 1 混合，过 20 目～ 60 目(孔径 0.850 mm～ 0.250 

mm)筛网，消毒后曝晒 7 d～ 15 d。 

设施条件 

育苗室具备保温、通风、防雨功能，可容纳6个以上的孵化桶(每个容积为 5 m
3
)。亲体培育池(长×

宽×深： 10 m× 5 m× 1.2 m)、中间培育池(长×宽×深： 20 m× 3 m× 0.5 m)均具有独立进排水管道，

通风防雨、采光良好，配备水体增氧设施和自动喷水保湿降温系统。 

5 人工繁殖 

亲体培育 

5.1.1 亲体 

5.1.1.1 来源 

繁育用疣吻沙蚕异沙蚕体亲体一般应来自于原种场或人工养殖群体，也可用捕捞的自然群浮群体，

并经检疫与鉴定。 

5.1.1.2 质量要求 

雌雄亲体的个体体质量在 0.8 g以上，体质健壮、性腺发育好、光泽艳丽、活力强、无伤残、无病

害。 

5.1.1.3 运输 

亲体平铺于泡沫箱内，厚度不超过 3 cm为宜，喷洒适量清水保持湿润状态，于低温( 10 ℃～ 15 ℃)

条件下运输，运输时间 48 h内。 

5.1.2 强化培养 

5.1.2.1 水质 

养殖水质符合NY 5052要求。 

5.1.2.2 培育条件 

亲体培育池底均匀铺设泥沙，铺设厚度 50 cm～ 60 cm。温度 20 ℃～ 30 ℃，盐度 0 ～ 2 ，pH 7.0 ～ 

8.5 ，DO≥ 5.0 mg/L。 

5.1.2.3 蓄养密度 

 0.5 kg/m
2
～ 1.0 kg/m

2
。 

5.1.2.4 亲体培育日常管理 

早晚换水各 1 次，换水量 50 %，进水时水深淹没泥沙 15 cm以上，不超过 40 cm；浸水 20 min，后排

干投饵，早晚各投饵 1 次，投喂粒径 0.5 mm～ 1 mm、粗蛋白含量38%以上的对虾饲料，符合GB/T 13078

和GB/T 22919.5的要求。投喂量以 2 小时～ 3 小时吃完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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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捞取异沙蚕体 

当有异沙蚕体在池中群浮时，用 80 目(孔径 0.180 mm)手抄网捞取。 

产卵与孵化 

5.2.1 产卵 

5.2.1.1 成熟亲本辨别 

成熟亲本的体型缩短变宽，体中、后部足舌叶加宽变扁为桨状。雄性异沙蚕体游泳区疣足背须上有

乳突，尾部呈暗红色，中间有一条纵向乳白色带，肛门周围有菊花状乳突；雌体背须光滑、无乳突，尾

部呈青绿色。 

5.2.1.2 亲本挑选 

挑选性腺饱满成熟，个体完整、无损伤，活力强，体色鲜亮个体。 

5.2.1.3 雌雄配比 

雌雄比例 2 : 1 ～ 5 : 1 。以 5 m
3
孵化桶为例，可使用雌性亲本 200 尾、雄性亲本 100 ～ 40 尾。 

5.2.1.4 受精 

自行产卵排精。将挑选的亲体放入装满过滤海水的圆形塑料桶(直径 70 cm～ 80 cm)中，充气，任其

在隔离框内自由游动交配、产卵受精。 

5.2.1.5 受精卵收集 

游动交配 2 h～ 6 h完成产卵、排精后，捞出所有异沙蚕体，用 250 目(孔径 0.058 mm)绢网收集水中

受精卵。 

5.2.1.6 洗卵 

将受精卵洗入塑料盆中，缓慢加入过滤海水，沉淀静置 10 min，沥干海水；重复洗涤 3 次，洗净残

留精液。 

5.2.2 孵化 

5.2.2.1 孵化密度 

 250 万个/m
3
～ 450 万个/m

3
。 

5.2.2.2 孵化条件 

温度 20 ℃～ 28 ℃，盐度 8 ～ 17 ，pH 7.0 ～ 8.5 ，DO≥ 6.0 mg/L，维持合适的通气量避免受精卵

沉底聚集。 

5.2.2.3 孵化时间 

 24 h～ 48 h。 

6 幼体培育 

培育条件 

中间培育池底均匀铺设泥沙，厚度 5 cm～ 7 cm，其他同5.2.2.2。中间培育池加入培育用水，深度

保持在 25 cm～ 35 cm，均匀泼洒肥水素(氨基酸、藻营养素、腐殖酸、寡糖素、微量元素、植物多糖含

量 80 %)，用量 20 mL/m
3
，培育单胞藻和底栖硅藻。 

幼体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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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出膜后，用 200 目(孔径 0.075 mm)筛绢网从孵化桶中筛选健康3刚节疣足幼体，分散转移至中

间培育池中培育。 

密度 

 3 万个/m
2
～ 4 万个/m

2
。 

淡化培育 

疣足幼体发育至 4 刚节后，开始进行逐步淡化。淡化过程通过遵循“前快后慢”的原则喷淋淡水来

完成， 1 天内盐度变化不超过 2 ；在 7 d～ 10 d内完成淡化过程，盐度由 8 左右降至 1 以下。 

投饲管理 

A： 5 刚节疣足幼体后，在培藻的基础上可增投螺旋藻粉，质量符合GB/T 13078、GB/T 17243的规

定，每日早、晚各投喂 1 次； 

B： 20 刚节幼体后，可投喂发酵饲料。发酵饲料的原料配比（每 1000 g）为：豆粕 300 g～ 350 g、

米糠 100 g～ 150 g、玉米粉 50 g～ 100 g、花生粕 50 g～ 100 g、麦麸 250 g～ 350 g、红糖 20 g～ 50 g，

矿物质、维生素预混料 3 g～ 5 g；原料混合并消毒后，加入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 10
6
 

CFU/g～ 10
7
 CFU/g，调节水含量为 20 %～ 25 %， 30 ℃～ 37 ℃密封发酵 48 h。发酵产物与50倍质量的水

混合成悬液后，每日全池喷洒 1 ～ 2 次，每次 10 mL/m
2
～ 20 mL/m

2
。 

日常管理 

A：在浮游阶段，每天换水 2 次，每次各 50 %，早晚各 1 次； 

B： 30 刚节幼体后，每天模拟自然涨落潮 1 次，水淹没泥床保持 60 min后排出。 

C：加强日常巡查，及时清除敌害生物和死亡的沙蚕，杀灭敌害原生动物。依据《水产养殖用药明

白纸》的规定使用药物。 

7 出苗 

苗种规格 

 40 刚节、体长 0.6 cm以上的刚节幼体。 

苗种质量 

大小均匀，活力强，能快速自主爬行或钻入泥沙中。 

出苗方法 

含苗泥沙（苗泥）直接分装成每盘 10 kg～ 20 kg出苗。 

计量 

取 1 g～ 2 g苗泥于白色平板上，加适量水湿润后用玻片刮涂均匀，待禾虫苗爬行留下痕迹后进行计

数，并计算每g泥中的禾虫苗数量。重复 3 次～ 5 次，取平均数。 

8 档案记录与保存 

对亲体培育、幼体培育和出苗等全过程建立生产记录、用药记录等档案，按照SC/T 0004的规定执

行，保存不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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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疣吻沙蚕(禾虫)"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稻+疣吻沙蚕(禾虫)”综合种养的环境条件、田间工程、苗种放养、水稻栽培与

管理、禾虫采捕、包装和运输和档案记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的“水稻+疣吻沙蚕(禾虫)”综合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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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847 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5117 无公害食品 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NY 5361 无公害农产品 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SC/T 1135.1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B43/T 634 畜禽水产养殖档案记录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和SC/T 1135.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异沙蚕体 heteronereis 

沙蚕在生殖前发生明显的形态变化，出现有性体节，称异沙蚕体。 

刚节幼体 setiger juvenile 

沙蚕受精卵孵化出膜后具有一个头节、三个体节、一个尾节，由浮游转变为喜底栖匍匐生活，新体

节会在尾节前部不断长出，此变态后的个体称为刚节幼体。 

4 环境条件 

稻田环境 

远离污染源，进排水方便，水、电、路三通，农田水利工程设施配套，排灌方便。符合NY 5361和

NY/T 847的要求。 

水源水质 

外源水水量充足，水质良好，不被农业、生活和工业污水污染，水源水质应符合GB 5084和GB 11607

的规定。不受旱灾、洪灾影响。 

土质 

要求地势平坦，以壤土最好、粘土次之，保水力强，无渗漏，有机质含量> 2 %，pH值 6.5 ～ 8.5 ，

含盐量 0.2 %以下为宜。土壤质量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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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稻田面积大小不限，以方便管理为准，单田面积一般以 4 ～ 6 亩为宜，呈长方形。稻田平整，同一

田块高差不超过 10 cm。 

5 田间工程 

环沟和田间沟 

符合SC/T 1135.1的规定。沿四周田埂内侧，距埂 0.5 m～ 1.0 m挖环形沟，沟宽 0.8 m～ 1.0 m，深 

0.5 m。面积稍大的（一般 3 亩以上）在田中加挖“十”字或“井”字形的田间沟。田间沟宽 0.5 m，深 

0.3 m，环沟、田间沟面积之和占稻田面积不超过 8 %，并做到沟沟相通。 

筑埂 

用开挖环沟的土方加高、加宽田埂，田埂高 50 cm～ 60 cm， 底宽 70 cm，顶宽 50 cm，田埂应夯实

加固，可用塑料薄膜等围护，将塑料薄膜等埋入泥内 30 cm左右，并予以固定。 

进水口和排水闸口 

进、排水口分别位于稻田两端，尽量成对角设置。进水渠道建在稻田一端的田埂上，进水口用 60 

目的长型网袋过滤进水，防止敌害生物随水流进入。排水闸口建在稻田另一端环钩的最低处，闸口高 60 

cm～ 70 cm，宽 40 cm ～50 cm，闸口用可拆卸闸板密封，需防止漏水。进排水渠道要求独立，按照高灌

低排的格局，保证水灌得进、排得出，定期对进、排水渠道进行整修。 

6 苗种放养 

整地施肥 

精耕细作，施足基肥。宜用肥效长的粪肥、饼肥等有机肥料，肥料应符合NY 525的规定。用量根据

土地肥力掌握在 1000 kg/亩～ 2000 kg/亩。禾虫苗放养前均匀撒入田间，再灌水整地。 

苗种规格 

宜采用 50 ～ 60 体节以上的刚节幼体，苗种无损伤、活力好。 

放养密度 

 250 尾/m
2
～ 300 尾/m

2
。 

放苗季节 

每年 2 月～ 4 月或 7 月～ 8 月，在稻田平整并施底肥后，于插秧前 7 天～ 15 天投放禾虫苗。 

放苗方式 

采用干田播苗，带泥均匀播撒于稻田中。 

投喂 

6.6.1 饲料种类 

豆粕、花生麸、玉米、麦麸、酒糟、豆渣、谷糠等原料粉碎后混合发酵后进行投喂。 

6.6.2 投喂方法 

发酵好的饲料与10倍的干稻杆粉碎后充分混合，投喂均匀，每周投喂 1 次。 

6.6.3 投喂量 

每次投喂量为禾虫体重的 3.0 %。水温高于 35 ℃或低于 15 ℃时不宜投喂。阴天和气压低时减少投

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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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 

日常管理主要是加强巡查，检查田埂有无漏洞、漏水。清除野杂鱼、螃蟹、黄鳝等禾虫的敌害生物。 

7 水稻栽培与管理 

水稻品种选择 

宜选择耐肥力强，抗倒伏，抗病力强，生育期适中，品质优的品种。 

整地 

7.2.1 早造耙田 

立春前、禾虫钻洞深度达 30 cm以上时，选用履带式耙田机换笼耙进行早造耙田，耙田 1 次 ～ 2 次，

注意控制耙田 1 次～ 2 次的总深度在 10 cm以内，并尽量做到田泥浮、烂，田面充分平整，田面高低差

不超 3 cm。 

7.2.2 晚造耙田 

早造水稻收割后，不建议耙田。可通过割低稻茬，收割后当天田间灌水约 30 cm，不间断浸水 10 天，

杀灭稻茬。以备晚造抛秧。 

水稻移栽 

建议采用抛秧移栽，抛秧时尽量要做到匀、稳。可适当提高田埂内侧、沟旁的栽插密度，充分发挥

边际优势。每亩植 4 万～ 5 万基本苗。 

水稻管理 

常规管理参照NY/T 5117的技术要求执行。 

7.4.1 水位控制 

排干水抛秧；抛秧后第二天注水保返青，水位控制在 4 cm～ 6 cm，秧苗返青后让稻田水位自然落干

至 3 cm促分蘖；当稻田植株分蘖量是总分蘖量的 80 %时自然断水晒田。虫稻共生的稻田宜轻晒，防止禾

虫在晒田时脱水死亡。晒田视禾苗长势、叶色以田面有轻微裂痕为度。晒田结束后至孕穗期灌水 5 cm，

抽穗扬花期保持水层 10 cm～ 15 cm，灌浆中后期干干湿湿；水稻收割前 7 天将田中积水排干，田面保持

湿润即可。 

7.4.2 病虫草螺害防治 

病虫草螺害防治应以预防为主，农艺措施防治为主，物理防治为主，尽量采用生物防治方法，减少

农药施用量。依据《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的规定使用药物。水稻病害防治首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

生物农药，有机磷、菊酯类、阿维菌素等未经严格评估的农药不得使用。为确保禾虫安全，要严格把握

农药安全使用浓度，将药喷在水稻叶面上，宜分区施药。粉剂宜在早晨露水未干时使用，水剂和乳剂宜

在下午使用，用药前大田加水至 20 cm，喷药后及时换水。通过定期稻田放鸭预防螺害。 

7.4.3 施肥 

施肥以基肥为主，以追肥为辅；以有机肥为主，以化肥为辅。追肥少量多次，宜选用质量好的冷性

商品有机肥，严禁使用对禾虫有害的化肥，比如尽量不要施用尿素、碳铵等。 

7.4.4 水稻收割 

可机械收割，要注意收割机转弯角度不要太大，影响田面平整及田下禾虫。将秸秆粉碎大部分还田，

留少部分晒干备用。收割完成后及时注水，保持水位 5 cm～ 10 cm。 

8 禾虫采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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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捕季节 

禾虫性成熟后，均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起捕，采捕应在光线黑暗的夜晚进行。 

采捕方法 

在稻田干晒 1 d～ 2 d后，进水 20 cm～ 30 cm，待可见有大量性成熟的禾虫群浮后，打开排水闸口，

在闸口处布置柔软的纱布网捕捉随水流出的禾虫。应控制好水流速度，流速宜采用慢-快-慢的节奏，以

利于禾虫采收。 

9 包装与运输 

杂物分离 

捕获的禾虫应置于较大、有孔洞的容器内，避免过分挤压，待禾虫从孔洞钻出，自然与杂物分离。 

清洗 

将禾虫用清洁井水加冰调节水温到 16 ℃左右后清洗 2 次～ 3 次，应及时销售。暂不销售的应置于

低温（ 14 ℃左右）条件下暂存。 

包装 

用 60 cm× 30 cm× 10 cm的专用泡沫框分装，先将包装器具清洗、消毒，每框按 2 kg～ 3 kg铺放禾

虫。 5 ～ 10 框叠在一起，中间置冰袋，外套纸箱或泡沫箱。 

运输 

10 ℃ ～ 15 ℃湿法运输，保持水位刚好浸没禾虫即可。 

10 档案记录与保存 

对田间工程、苗种放养、水稻栽培与管理、禾虫采捕、包装和运输全过程应建立生产记录、用药记

录等档案，按DB43/T 634的规定执行，保存不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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