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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特制定本标准)本

标准以海洋贝类为监测生物,制定反映海洋环境质量的相关标准,与 -./01234112海水水质标准配

套执行,用于评价海洋环境质量)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归口单位5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本标准起草单位5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5王初升6黄自强6王明俊6郑金树6许章程6何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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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

本标准以海洋贝类:双壳类;为环境监测生物<规定海域各类使用功能的海洋生物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海域=
本标准适用于天然生长和人工养殖的海洋贝类=

5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ABCDE6FBB@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ACBDGH6FBB@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水产食品检验

>?FAEACDF6FBBC 海洋监测规范 第 F部分 总则

>?FAEACDE6FBBC 海洋监测规范 第 E部分 样品采集I贮存与运输

>?FAEACDJ6FBBC 海洋监测规范 第 J部分 生物体分析

>?FAEACDA6FBBC 海洋监测规范 第 A部分 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9 海洋生物质量的分类

海洋生物质量按照海域的使用功能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划分为三类K
第一类K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I海水养殖区I海洋自然保护区I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
第二类K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I滨海风景旅游区=
第三类K适用于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

4 海洋贝类生物质量标准值

海洋贝类生物质量分类标准值列于表 F=
表 F 海洋贝类生物质量标准值:鲜重; LMNOM

项 目 第 一 类 第 二 类 第 三 类

感官要求
贝 类 的 生 长 和 活 动 正 常<贝 体 不 得 沾 粘 油 污 等 异 物<贝 肉

的色泽I气味正常<无异色I异臭I异味

贝 类 能 生 存<贝 肉 不 得 有 明

显的异色I异臭I异味

粪大肠菌群:个NOM; P EHHH QHHH 6

麻痹性贝毒 P HDC

总汞 P HDHQ HDFH HD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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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完# $%&’%

项 目 第 一 类 第 二 类 第 三 类

镉 ( )*+ +*) ,*)

铅 ( )*! +*) -*)

铬 ( )*, +*) -*)

砷 ( !*) ,*) .*)

铜 ( !) +, ,)"牡蛎 !))#

锌 ( +) ,) !))"牡蛎 ,))#

石油烃 ( !, ,) .)

六六六 ( )*)+ )*!, )*,)

滴滴涕 ( )*)! )*!) )*,)

注

! 以贝类去壳部分的鲜重计/

+ 六六六含量为四种异构体总和/

0 滴滴涕含量为四种异构体总和/

1 海洋贝类生物的监测

1*2 海洋贝类生物监测应符合 34!505.*!中提出的海洋环境质量监测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规范要求/
1*6 海洋贝类生物 的 样 品 采 集 应 符 合 34!505.*0中 的 有 关 规 定/样 品 的 采 集7贮 存 和 预 处 理 采 用

34!505.*-8!99.中 :*!规定的方法/
1*; 粪大肠菌群项目的样品处理按 34:5.9*+)的规定/
1*< 贝类生物样品的分析检测采用 34!505.*-734!505.*5和 34:5.9*0的分析方法=各项目的分

析方法及引用标准列于表 +/
表 + 贝类生物样品的分析检测方法

项 目 分析检测方法 检出限 >=!)?- 引用标准

感官要求 目测法7感官法 8 8

粪大肠菌群 发酵法 8
34!505.*58!99.

34:5.9*08!9.:

麻痹性贝毒 小鼠检测法 8 34!505.*58!99.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

)*)!
34!505.*-8!99.

34!505.*-8!99.

镉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34!505.*-8!99.

34!505.*-8!99.

铅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34!505.*-8!99.

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34!505.*-8!99.

34!505.*-8!99.

+

@A 2B<6286CC2



表 !"完#

项 目 分析检测方法 检出限 $%&’() 引用标准

砷 "&#氢化物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0*)1&220

铜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阳极溶出伏安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二乙基二硫代胺基甲酸铵分光光度法

’*’+

&

!

’*0

,-&./.0*)1&220

,-&./.0*)1&220

,-&./.0*)1&220

,-&./.0*)1&220

锌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阳极溶出伏安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

!

’*&

,-&./.0*)1&220

,-&./.0*)1&220

,-&./.0*)1&220

石油类 荧光分光光度法 & ,-&./.0*)1&220

六六六 气相色谱法

34)))567

84))).67

94)))/67

:4)))267

,-&./.0*)1&220

滴滴涕 气相色谱法

;;<4==>567

?;<4==@&.67

;;<4===067

;;<4==@+’67

,-&./.0*)1&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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