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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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GB/T 36192—2018《活水产品运输技术规范》，与 GB/T 36192—2018 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相关内容（见2018年版的3.1）；—
更改了基本要求（见第4章，2018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运输工具的要求（见4.3和4.5，2018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活鱼运输（见5.1，2018年版的5.1）；—
更改了活贝载水运输（见5.4.2，2018年版的5.4.2）；—
删除了暂养的技术要求（见2018年版的第6章）；—
增加了记录要求（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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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绿饲料有限公司、海南

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雨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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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产品运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活水产品运输的基本要求，以及运输管理和记录的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活鱼、活虾、活贝、活蟹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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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T 4972　暂养型海水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活水舱运输　 transportation in cabin with circulating water

采用水线下设置装运鱼水舱的运输船，并在水舱的上、中、下层均匀开有与外界水相通的孔道，在

航行时从前方小孔进水，后面出水，使水舱内保持水质清新与稳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种活鱼运输方式。

4　基本要求

 

4.1　待运水产品应无病害、无污染、活力好，并按批次检查检验报告或合格证明等材料。若无法提供

合格证明材料的，应按批次检验合格后收购。
4.2　运输和暂养过程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如需使用暂养型海水精，应符合 QB/T 4972 的

规定。
4.3　运输方式、运输工具和运输时间应根据水产品种类、特性、运输季节和数量等确定。
4.4　运输过程应配备温度监测设备，载水和无水运输还应分别配备溶解氧和相对湿度监测设备。
4.5　运输工具、材料及容器应清洁卫生，保湿材料应质量轻、吸水、保湿性能好。
4.6　长时间运输时，宜配备温度控制装置、水循环（过滤）或增氧等功能的专用运输设施。

5　运输管理
 

5.1　活鱼运输
 

5.1.1　运前处理
 

活鱼在装运前应停喂暂养 1 d～2 d，可采用网箱、水池或池塘暂养，密度视不同的品种而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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