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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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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６０７３—２０１２«水生哺乳动物饲养设施要求».与SC/T６０７３—２０１２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基本要求(见第４章,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４５);
———增加了“环境丰容要求”(见４６);
———更改了布局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
———更改了空间要求(见第６章,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３、４４);
———更改了辅助设施要求(见第７章,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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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仪器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辽宁

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北京海洋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洛阳龙

门海洋馆、海底世界(湖南)有限公司、海昌海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山东淡水

渔业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先锋、王志祥、韩家波、孙艳明、张春光、刘超、丁宏伟、张培君、郭朝晖、郝晓波、

阎宝成、刘振国、栾赟赟、王环珊、王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２年首次发布为SC/T６０７３—２０１２;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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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哺乳动物饲养设施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生哺乳动物饲养设施的基本要求以及布局、空间和辅助设施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生哺乳动物饲养场馆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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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T２６３　动物园管理规范

SC/T６０７４　水族馆术语

SC/T９４１１　水族馆水生哺乳动物饲养水质

SC/T９６０７　水生哺乳动物医疗记录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CJJ/T２６３、SC/T６０７４、SC/T９４１１、SC/T９６０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最小水平尺寸　minimumhorizontaldimension,MHD
满足水生哺乳动物有足够回转空间的饲养水池的最小水平直线距离.

３２
净空高度　clearanceabovewatersurface
水池溢水口至顶盖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饲养设施主要组成部分

水生哺乳动物饲养设施应由池体、水源、电源、维生系统、饵料存储处理、医疗、检验、安全、卫生(如盥

洗、排污、污物处理)等设施组成.

４２　池体

水池内壁应光滑,采用无毒、附着牢固的防水涂层.内壁四周应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

口位于水面以下,并与内壁形成一定夹角,以便使池水定向流动.出水口位于底部,尽量减小水池底部死

角.水池中最小水体容积内不应出现障碍物、尖锐物.

４３　水源设施

水族馆应配备适当的水处理设施,水质应符合SC/T９４１１的要求.

４４　电力供应设施

水族馆应具备配电系统及发电设备,满足不间断供电要求.

４５　维生系统设施

水族馆应具有与所饲养的水生哺乳动物相匹配的维生系统,包括动力循环系统、过滤系统、杀菌系统、
温度控制系统、供电设施、设备控制系统以及配水、储水设施等.水质应符合SC/T９４１１的要求.

４６　环境丰容要求

饲养设施应根据饲养对象生物学习性,配备相应的环境丰容设施和环境刺激物.饲养环境应满足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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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动物包括栖息、玩耍、游泳、繁殖等行为的要求.
饲养动物群体数量应不少于２头,雄雌比例宜为１∶(１~３).

５　布局要求

５１　池体

饲养池、展演展示池、医疗池和暂养池(隔离池)应布局在同一平面,水面零高差,各池之间有通道相

连,通道可用透水栏栅或不透水闸门隔开.

５２　电源、水源、维生系统

水源和维生系统布局在池体周边或下方,距池体距离需同时满足节约能源和对饲养动物影响最小的

要求.隔离池维生系统应独立运行.电源系统要求至少布局一套备用电源.

５３　饲料、医疗、检验、卫生等设施

饲料储存、解冻和保鲜设施可集中或分散布局.医疗设施(含诊断设备、治疗设备、药品等)应集中布

局.检验设施(水质监控等)视具体情况,布局自动和人工监测点和集中监控室,可布局远程监控系统.卫

生设施应与池体、卫生系统等配套布局.

６　空间要求

６１　鲸类动物空间要求

６１１　空间要素

鲸类动物所需的最小水池空间应满足４个因素,即最小水平尺寸(MHD)、水深、水体容积和表面积.

６１２　饲养池

６１２１　矩形池的最小水平尺寸应不小于该种动物成体平均身长(从吻端到尾鳍两侧最尖端连线的中点

的直线距离)的４倍.体长不足２３m 的鲸类动物,其最小水平尺寸均按１０m 计.部分鲸类动物名称和

成体平均体长见附录 A中表 A１.
不规则池或矩形池的最小水平尺寸最多可减少２０％,减下来的尺寸应加至与之垂直的另一边.同

时,要达到最小水体容积和表面积的要求.
池深应不小于该类动物平均成体身长的１５倍.体长小于２m 的鲸类动物水池深度不小于３m,圆

形水体容积不小于２３６m３,矩形水池容积不小于２８８m３.水深未达到最小水深要求的池面不能用于计算

所需表面积.
注１:矩形水池最小体积＝８m×１２m×３m＝２８８m３

鲸类动物的饲养池最小空间计算如下.
饲养池最小水平尺寸按公式(１)计算.

MHD＝l×４ (１)
式中:

MHD ———饲养池最小水平尺寸的数值,单位为米(m);

l ———动物平均成体身长的数值,单位为米(m )(见表 A１).
饲养池最小深度按公式(２)计算.

h＝l×１５ (２)
式中:

h ———饲养池最小深度的数值,单位为米(m).
饲养池最小水体容积按公式(３)计算.

V＝(MHD/２)２×π×h (３)
式中:

V ———饲养池最小水体容积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３).
符合最小水平尺寸以及最小水深要求的鲸类饲养池应具有足够的水体容积与表面积,最多可饲养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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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鲸类动物.若饲养池内需要增加动物,且为同一个种,应按照６１２２的要求额外增加水的表面积及体

积.
注２:鲸类动物饲养池的最小空间以２头动物为基数计算.

６１２２　超过２头时,每增加１头鲸类动物需额外增加的饲养池空间计算方法如下.
每增加１头动物应额外增加的表面积按公式(４)计算.

S１＝(l/２)２×π×１５ (４)
式中:

S１———每增加１头动物应额外增加的表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２).
每增加１头动物应额外增加的水体容积按公式(５)计算.

V１＝S１×h (５)
式中:

V１———每增加１头动物应额外增加的水体容积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３).

６１２３　混养不同种鲸类的饲养池,最小水平尺寸和水深应以平均成体身长最大的动物为准.部分鲸类

动物最小饲养空间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６１３　暂养池

暂养池可略小于饲养池.饲养２头鲸类动物的暂养池最小水平尺寸应不小于该动物平均成体身长的

２倍,池深应不小于平均成体身长.饲养２头以上鲸类动物的暂养池需扩大空间.
暂养池一般与饲养池相通,各池之间应设置闸门,便于各池之间的隔离和动物的进出.

６１４　医疗池

医疗池可略小于和浅于饲养池,具备医疗场地、设施和蓄排水系统.医疗池和暂养池可兼作隔离检疫

池.医疗池应配备独立的维生系统.

６１５　展演展示池

展演展示池应大于饲养池.依据动物平均体长(见附录A中的表A１),展演展示池最小水平尺寸分

为３种类型,一是平均体长≤３m 的种类,MHD不小于１８m;二是平均体长≤４m 且＞３m 的种类,最小

水平尺寸不小于２０m;三是平均体长＞４m 的种类,最小水平尺寸不小于平均体长的５倍.不规则池或矩

形池的最小水平尺寸最多可减少１０％,减下来的尺寸必须加至与之垂直的另一边.展演展示池水深应不

小于６m,并视动物体长、数量和互动要求做适当增加.展演展示池可兼作饲养池.
混合不同种鲸类的展演展示池,最小水平尺寸应以平均成体身长最大的动物为准.

６２　鳍足类动物空间要求

６２１　空间要素

鳍足类动物空间包括陆上干燥区(DRA)、饲养池最小水平尺寸(MHD)、饲养池水深等.

６２２　陆上干燥区

６２２１　一只动物的陆上干燥区面积应按公式(６)计算.

DRA＝２×k２ (６)
式中:

DRA ———陆上干燥区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２);

l ———动物平均成体身长(在水平或延长位置以直线方式从其鼻部顶端至尾部顶端测得的长度)
的数值,单位为米(m)(见表 A２)

注:不应单独饲养一只动物,此式仅作为理论计算参考.

６２２２　２只同种不同性别的鳍足类动物的总陆上干燥区面积应按公式(７)计算.

DRA＝２×l２
max (７)

式中:

l２
max———雄性或雌性动物平均成体身长的数值,取体长最大者(通常为雄性动物),单位为米(m ).

６２２３　池内全部动物所需陆上干燥面积:若饲养池中的动物为同一个种,按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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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式系数,应先雄后雌计算陆上干燥面积总和.具体按公式(８)计算.

DRA＝(l２
m×１５)＋(l２

m×１４)＋＋(l２
f×Rn) (８)

式中:

lm ———雄性动物的平均成体身长的数值,单位为米(m);

lf ———雌性动物的平均成体身长的数值,单位为米(m);

Rn———降式系数中第n 个系数,当动物数量大于５只时,系数均为１.
示例:鳍足类动物计算.

南海狮,雄性平均成体身长１９m,雌性平均成体身长１５m.容纳２只雄性与２只雌性南美海狮的最小水平尺

寸应为:.

[１９２×１５]＋[１９２×１４]＋[１９２×１３]＋[１９２×１２]

若两只或以上成年雄性动物放在一个池中,应采用栅栏、岩石等障碍将 DRA 分成两个或多个独立区域,以降低

动物间相互攻击的风险.

６２２４　混养不同种鳍足类动物的饲养池,应按照平均成体身长最大的动物计算陆上干燥区面积.同

样,应采用栅栏、岩石等障碍将陆上干燥区面积分成两个或多个独立区域,以降低动物间相互攻击的风险.

６２３　饲养池

饲养池最小面积应不小于其陆上干燥区面积.
饲养池的最小水平尺寸应不小于所饲养的最大动物的平均成体身长的１５倍;水池的深度至少应为

１m 深或池中最长鳍足动物品种的平均成体身长的一半,以较大者为准.不规则池或矩形池的最小水平

尺寸最多可减少２０％,减下来的尺寸必须加至与之垂直的另一边.

６２４　暂养池

暂养池可小于饲养池.

６２５　医疗池

暂养池可兼作医疗池和隔离检疫池.

６２６　展演展示池

展演展示池陆上干燥区及池体尺寸均应大于饲养池.陆上干燥区应不小于最大动物平均体长(lmax)
平方的４倍,展演展示池最小水平尺寸不小于最大动物平均体长的２倍,水深不低于最大动物的体长.不

规则池或矩形池的最小水平尺寸最多可减少１０％,减下来的尺寸必须加至与之垂直的另一边.

６３　场馆净空要求

鲸类动物饲养场馆净空高度应大于３５m,表演场馆净空高度应大于７５m;鳍足类动物饲养场馆净

空高度应大于３５m.

６４　海牛类动物空间要求

海牛类动物空间要求应按６１鲸类动物空间的要求执行.

７　辅助设施要求

７１　室内设施

７１１　通风

应根据饲养动物的需要配备通风设施.室外新鲜空气进气循环率应为每小时５次~８次,或根据

CO２ 水平(＜８００mg/kg)调整.室外新鲜空气应与循环的室内空气在过滤之前混合.

７１２　采光

饲养场所应有充足的自然或者人工采光,以满足动物生活和饲养管理工作的需要.鳍足类动物需满

足阳光直接照射条件.

７２　室外设施

７２１　室外池

室外池水质条件应与室内池要求一致.室外池周围应建有遮阳棚和安全防护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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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陆上活动场所

陆上活动场所宜设有遮阳装置.

７２３　饲料储存及饵料间

应根据所养水生哺乳动物数量、种类和食量,配备足够的饲料专用储存间.储存间以能储存不少于３
个月的饲料量为宜.储存间温度宜控制在－１８℃以下.

应配备足够的饲料间,以满足饲料解冻及加工需要.冷藏设施温度宜控制在０℃~４℃.饲料间应

易冲洗、通风,并配备消毒设备.

７２４　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宜具备下列条件:

a)　配备动物保定设施(担架、保定笼、保定网);

b) 配备干燥、通风的药物储物间和具备医疗设施的医疗室;

c) 配备可进行动物医疗的场地;

d) 配备动物尸体存放、保藏设施.

７２５　医疗记录

医疗记录应符合SC/T９６０７的要求.

７２６　转运设施及通道

应配备符合饲养种类成年体长、体重的吊装、转运设施,设置连通场馆内外的专用无障碍转运通道.

７２７　人工海水配制设施

使用人工配制海水饲养水生哺乳动物的场馆,应配备专用人工海水配置设施,包括海水素溶解池(俗
称化盐池)、人工海水配制和储存池、人工海水浓度监测设备等.

７２８　降音降噪设施

水生哺乳动物饲养区应远离噪声源,如有必要,应设置专门的隔音降噪设施.

７２９　盥洗设施

应配备与场馆规模相适应的卫生间、淋浴房等设施,并具有消毒设备.

７２１０　围栏要求

应设置围栏,以保持动物和观众之间的安全距离,并防止动物逃逸.围栏设置应符合 CJJ/T２６３—

２０１７中３２、１０１的相关要求.

７２１１　排污设施

应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达标排放.

７２１２　废物处理设施

应有足够的废物处理设施.保持游览区、饲料间的干净整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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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水生哺乳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

　

A１　常见鲸类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

常见鲸类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见表 A１.

表A１　常见鲸类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

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平均体长,m

１
长江江豚(别名:扬子江江豚,江猪、窄脊

江豚、江豚)
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 (曾 用 学 名: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asiaeorientalis,Neomerisphocaenoides) １７

２ 东亚江豚(别名:黄海江豚) Neophocaenasunameri(曾用学名:NeophocaenaasiaeＧ
orientalissunameri,Neophocaenaphocaenoides) ２０

３
印太江豚(别名:江猪、海猪、南海江豚、
海和尚、露脊鼠海豚)

Neophocaenaphocaenoides (曾用学名:NeomerisphoＧ
caenoides) ２０

４ 热带点斑原海豚(别名:白点原海豚)
Stenellaattenuata (曾用学名:Clymenepunctata,ClyＧ
menia capensis,Delphinus albirostratus,Delphinus
brevimanus)

２０

５ 恒河豚(别名:恒河海豚)
Platanistagangetica (曾用学名:Delphinusgangetica,

Platanistagangetica,Platanistagangetica,Platanista
indi,Platanistaminor)

２３

６ 印河豚(别名:印度河豚) Platanistagangeticaminor(曾用学名:Platanistaindi) ２３

７
印太瓶鼻海豚(别名:南宽吻海豚、南瓶

鼻海豚) Tursiopsaduncus(曾用学名:Delphinusaduncus) ２３

８
太平洋斑纹海豚(别名:太平洋短吻海

豚、镰鳍海豚、镰鳍斑纹海豚、短吻海豚)
Lagenorhynchusobliquidens (曾 用 学 名:　Sagmatias
obliquidens) ２３

９ 糙齿海豚(别名:糙齿长吻海豚)
Stenobredanensis (曾 用 学 名:DelphinorhynchusbreＧ
danensis,Delphinusperspicillatus,DelphinuschamisＧ
sonis,Delphinuscompressus)

２４

１０
白鱀豚(别名:白鳍豚、白暨豚、白江猪、
白旗) Lipotesvexillifer ２５

１１
中华白海豚(别名:太平洋驼海豚、妈祖

鱼、镇江鱼、白牛)
Sausachinensis (曾用学名:Delphinuschinensis,DelＧ
phinussinensis,Stenolentiginosus) ２５

１２ 瓜头鲸

Peponocephalaelectra (曾 用 学 名:DelphinusfusiforＧ
mis,Delphinuspectoralis,Electraasia,ElectraelecＧ
tra,Electrafusiformis)

２６

１３ 瓶鼻海豚(别名:宽吻海豚、尖嘴海豚) Tursiopstruncatus (曾 用 学 名:Delphinustruncates,

Tursiopscatalania,Tursiopsgillii) ３０

１４
里氏海豚(别名:灰海豚、花鲸、花纹鲸、
纹身海豚、黎氏海豚)

Grampusgriseus(曾用学名:Delphinusaires,DelphiＧ
nusrissoanus,Delphinusrisso) ３７

１５ 白鲸 Delphinapterusleucas ４０

１６ 伪虎鲸(别名:拟虎鲸、虎头鲸)
Pseudorcacrassidens (曾用学名:Phocaenacrassidens,

Orcacrassidens,meridionalis,destructor,　GlobicephＧ
alusgrayi,melas)

４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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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１ (续)

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平均体长,m

１７ 短肢领航鲸(别名:短鳍领航鲸)

Globicephalamacrorhynchus (曾 用 学 名:Globicephala
sieboldii,Globicephala brachycephala,Globicephala
chinensis,Globicephalaindica,Globicephala macroＧ
rhyncha,Globicephalamela,Globicephalascammony)

５５

１８ 虎鲸(别名:逆戟鲸、恶鲸、杀人鲸) Orcinusorca (曾用学名:Orcinusglacialis,Delphinus
orca,Delphinusserra) ７３

A２　常见鳍足类动物及其他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

常见鳍足类动物及其他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见表 A２.

表A２　常见鳍足类动物及其他动物名称和成体平均体长

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平均体长,m

雄性 雌性

海豹科

１ 贝加尔海豹 Pusasibirica (曾用学名:Phocasibirica) １４ １１

２
环海豹(别名:环斑小头海豹、环斑

海豹) Pusahispida (曾用学名:Phocahispida) １４ １３

３
西太平洋斑海豹(别名:斑海豹、海
豹、海狗、服腑兽、大齿巷海豹)

Phocalargha (曾 用 学 名:Phocachorisii,Phoca
nummularis,Phocaochotensis,Phocastejnegeri) １７ １５

４ 港海豹 Phocavitulina (曾用学名:Phocalarga?) １７ １５

５ 带纹海豹 Histriophocafasciata (曾用学名:Phocafasciata) １８ １７

６
髯海豹(别名:海兔、须海豹、胡子海

豹、髭海豹)
Erignathusbarbatus(曾用学名:Phocabarbata,PhoＧ
calepechenii,Phocaparsonsii) ２３ ２３

７ 灰海豹 Halichoerusgrypus ２３ ２

８
南象海豹 (别名:象海豹、南象形海

豹、海象、海伽耶)
Miroungaleonine (曾用学名:Phocaleonine,MacroＧ
rhinusleoninus) ６５ ３５

海狮科

９
南海狮(别名:南美毛皮海狮、南美

海狗、黑海狮)
Arctocephalusaustralis (曾用学名:PhocafaklandiＧ
ca,Zalophuswollebacki,Arctophocaaustralis) １９ １４

１０ 加利福尼亚海狮(别名:加州海狮) Zalophuscalifornianus ２２ １８

１１
北海狗(别名:北海熊、温肿兽、海

狗、北海豹、海熊) Callorhinusursinus(曾用学名:Phocaursine) ２２ １５

１２
非澳海狮(别名:非洲毛皮海狮、南
非海狗、南非海狮)

Arctocephaluspusillus (曾用学名:PhocaPhocapuＧ
silla,Phocaantactica) ２３ １８

１３
北海狮(别名:　海驴、斯氏海狮、北
太平洋海狮)

Eumetopiasjubatus(曾用学名:Phocajubata,PleＧ
onine,Otariasteleri) ２９ ２４

海象科

１４ 海象(别名:海马) Odobenusrosmarus (曾 用 学 名:Rosmarusrosmarus
Phocarosmarus,Trichechusrosmarus) ３６ ３

海牛目

１５
非洲海牛(别名:西非海牛) Trichechussenegalensis (曾用学名:ManatussenegaＧ

lensis)
３５ ３５

１６

美洲海牛(别名:海牛、北美海牛、西
印度海牛、加勒比海牛、佛罗里达海

牛)

Trichechusmanatus (曾 用 学 名:Manatusmanatus,

Manatitrichechus)
３５ ３５

鼬科

１７ 海獭(别名:加州海獭) Enhydralutris １３ １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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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常见鲸类动物最小饲养空间

　
常见鲸类动物最小饲养空间见表B１.

表B１　常见鲸类动物最小饲养空间

中文名
平均体长

m
MHD
m

水深

m

容积

m３

长江江豚 １７ １０００ ３０ ２３６
东亚江豚 ２０ １０００ ３０ ２３６
印太江豚 ２０ １００ ３０ ２３６

热带点斑原海豚 ２０ １００ ３０ ２３６
印太瓶鼻海豚 ２３ １００ ３５ ２７１

太平洋斑纹海豚 ２３ １００ ３５ ２７１
中华白海豚 ２５ １００ ３８ ２９５
瓶鼻海豚 ３０ １２０ ４５ ５０９
里氏海豚 ３７ １４８ ５６ ９６３

白鲸 ４０ １６０ ６０ １２０６
伪虎鲸 ４３ １７２ ６５ １２０６

短肢领航鲸 ５５ ２２０ ８３ ３１３６
虎鲸 ７３ ２９２ １１０ ７３９３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