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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来源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发展海洋产业、增强企业自身竟争力,

拟对公茼所属大连广鹿分公司确权海域的海底海参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与评估。

为了弄清大连广鹿分公司确杈海域海底海参的资源量,受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委托,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对该确权海域海底海参资源量进行现场调查,

并给于科学评估。

2调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00z。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⒛13);

(3) 《海 洋 调 查规 范 》 (GB/T⒓%3-2007);

(4) 《海 洋 监测 规 范 》 (GB173789007);

(5) 《渔业水质标准》 (GB11ω⒎19⒆);

(6)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ˉ19叨);

(7) 《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SC/Tg110~200T);

(8) 《海域使用论证收费标准》。

3评估海域海底海参资源调查与评估方法

3Ⅱ1调查站位布设

在确权的海参资源调奋和评估区域内,执行 《海洋监测规范》 (GB

1T378-⒛07)和《海洋调查规范》 (GB12%3-2007)的技术要求,按照真实反

映调查海域资源量的原则,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在调查海域采用均匀布设站位

的方式,在拟评估的6个确权海域分别均匀布设调查站位。因为 6个小区具有Ⅲ比

邻空间关系,遵循均匀布设和符合统计要求的原则,所以最终合并为2个调查区:

南汪调查区和北部调奋区。这样布设站位既可以对整个大区域进行评估,也可以

韩独对小区域进行评估,保持调查方法的
一致性。本次调查站位总数为 51个,

调查站位信息见表3-l、表3-2,站位分布图见图3-1、图3-2。

表3-1各调查小区站位分配信息表

序号 调查小区 站拉个数 站位间距 (皿) 备注

1 蔺汪 gs7商 16

(2个小区各设s个〉

240

均匀布设
’

一 南江 S34亩 240



萝 卜墩岁26亩

35

( 分 别 有 7 、 7 、 9 、 1 2 个 )

均匀栉没
海参趟 ⒛OCl亩

元宝坨龆39亩

东北区61∞亩

表3-2调查海域海参调龠站位坐标表

序号 站位编号 东经 (E) 北纬 (N) 调查小区名称

1 s1△ 122°23′12.82’
’

39°9′43,25"

南江 ss7甯

2 S12̄ 122°23'12.82’
’

39°9'33,17"

●
氵 sI3̄ 122°23′2.74" 39°9′33‘I7’

’

4 S1叫 122°22'52.66’
i

39°9′33.I7"

5 s1-5 22°22'52.66” 39°9'43.25"

6 S1咱 22°22'42.58’
’

3909冫53.33’
’

7 S⒈7 22°22'42.58’
’

39°9′43.25’
’

°
° S1-8 22°22′42.58’

’
39°9′33.17"

9 S2~1 22°22'32.50" 39°9′33.17"

藕江 B34商

Iθ s22̄ I22°22'32.50" 39°9′43.25′
i

S23̈ 122°22′32.50’
’

39°9′53.33"

12 S2彳 122°22'22.42" 39°9′43.25"

13 S25̄ 122°22'22.42’
l

39°9'33.17"

14 s2-6 122°22′12.34" 39°9'33.171’

t5 s2-7 122°22'I2.34" 39°9'43.25’
’

16 s2-8 122°22'14,28’
’

39°9'51.02’
’

17 N3 l̄ 122°I9'47.81’
’

39°13′11.49’
’

萝 卜墩37笳亩

18 N32̄ 122°20′9,41" 39°13'33,09Ⅱ

19 N33̄ 122°20'31.0II’39°13′33.09t】

2θ N34̄ 122°20′26.51’
’

39°13'8.07"

0
‘ N3-5 122°20'52.6I’’

39°13'11.49·
i

22 N3-6 I22°20′52,6I ’
’

39°I3′33.09Ⅰ
’

0
°

0
‘ N37̄ 122°20′52,61’

’
39°13'54.691’

24 N4△ 122°21'14.21 39°13'11.49’
’

海参趣∞Ob宙

0
石 N42̄ 22°2

/14.21"
39°12′49,89’

’

26 N4-s 22°2
/I4.721!

39°2′33,43’
’

27 N4叫 22°2
冫
30.84" 39°2′25.00’

·

28 N45̄ 22°2
'37.52t’

39°2'48.29Ⅱ

29 N46̄ 22°2
'35.81’’

39°3'11.49’
l

30 N47̄ 22°2
′
3θ,67" 39°13′32.88’

】

Ns 1̄ 122°21'53.56"39°13'34.38’
’

元宝坨38∞亩

加 N5△站是随

32 N52̈ 122°22′19,01" 39°13′54.69’
’

33 N53̄ 122°21′57.4I 39°I3'54.691’

34 N5叫 122°21′35,81" 39°13′54.69’
’

35 N55̄ 122°2I′I4,21 39°13′54.69’
’



36 N5-6 I22°21′14.21" 39°14′16,29"机增加的质控点
37 N5-7 122°21'35,81’

’
39°14'16.29"

38 N5-8 122°21′57.41 " 39°14'16.29"

39 fu Ns-t 122°21′49.9" 39°14'13,1"

40 N⒍1 122°22′19.01" 39°14′16.29"

东北区6150亩

41 N6-2 122°22′40.61 " 39°14′37,89"

42 N6-3 122°22′40.61" 39°14′16,29】
’

刀
" N6-4 122°22′52,36" 39°13′55,55’

’

44 N6-5 122°23′2.85" 39°13′35,88"

45 N6-6 122°23′2.21 " 39°4′16.29’
’

46 N6-7 122°23′2,21" 39°4′37.89"

47 N6-8 122°23′23.81 39°4′37.89"

48 N6-9 122°23′23,81 39°4′16,29’
’

49 N6-10 122°23′32,38" 39°4′50,07"

50 N⒍11 122°23′45,41 " 39°4′16.29’
’

N6-12 122°23′43,70" 39°13′47,84"

图3-1南江区域调查站位



图32̄北部区域调查站位

3.2调查工作程序及方法

3.2,1调查程序

● 调查船只到达调查站位,由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工作人员双方共同确认调查站位和经纬度。

●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人员将已做好的细×2m(4∥)的样方框由

船上抛入海中。

● 待样方框沉到海底,由潜水员持水下摄像机潜入水中,采集整个样品框

内海底海参的图像。

● 潜水员采集图像后,再把样品框内的海参捕捞上来,交给调查船上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人员。监测人员随后进行照相、称重、清点数

量和数据记录。样品待调查结束后,由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双方工作人员,一起将其就近放入海中。

● 全部站位调查完毕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双方现场负责人在调查的原始记录上签字确认。

●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根据现场原始记录和调查海域面积完成调查和评

估报告,向委托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报告。



3.2.2调查方法

● 站位确定

主要依据监测中心制定的站位布设方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与獐子

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沟通,确定调查站位。

● 样品采集

使用标准的 细×2m(4m2)的样方框,在每个站位点随机投入海中,

然沉到海底,采集样方内的海参。

图3-3现场人员商定导航和站位确定

图3-4沉到水底的样方框



水下彩色摄像系统

采用 sONY DsCˉRX100系列黑卡 5代便携式水下彩色摄像系统,性能参

4K超高,光学变焦倍数 5-10倍,传感器 1英寸等,满足拍摄要求。

图3-5潜水员和摄像系统

● 称量系统

站位调查采样结束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工

作人员共同进行称重。用台式电子秤 (称量范围:skg;检定分度值:1g)对所

采集生物样品分类进行称重,并在资源调查原始记录表中记录生物量。

3.3评估原则及计算方法

3.3,1评估原则

本项调查的评估原则是真实、客观地反映评估海域海底海参的资源量,包括

生物量和个体数量。

3,3,2计算方法

海参按重量大小分成三个等级:A等级大于等于 125g,B等级大于等于ωg

且小于 125g,C等级小于ωg,分别计算各等级的海参个体数、生物量及总个数、

总生物量。

● 不同等级个体数估算

根据现场调查采集到的各站位海参资源 3个等级的个体数和采样面积,计算

数:



调查海域内海参资源 3个等级的单位面积个体数。单位面积海参资源个体数乘以

调查海域总面积,为调查海域 3个不同等级海参资源总个体数。其计算公式为:

卜⒋= (马/si) ×S

其中⒕ 为 i等级海参资源个体数;

Ir掩参资源采样 i等级个体数;

⒊-1等级采样面积 (m?);

S—调查海域总面积 (luz)◇

● 不同等级生物量估算

根据现场调查采集到的各竦位海参资源 3个等级的生物量和采样蔺积,计

算调查海域内海参生物资源 3个等级单位面积生物量。单位面积海参资源质量

乘以调查海域总面积,为调查海域3个不同等级海参总生物蠹。其计算公式为:

QF(P/⒊)×S

其屮Q为 i等级海参生物曩 (g);

Pr海参资源采样 i等级生物量 (g);

挢△ 等级采样面积 (m2);

S—调查海域总雨积 (m2)。

● 总个数和总生物量估算

根据估算得到的3个不同等级的海参资源总个体数,计算调查海域内海参生

物资源总个数。其计算公式为:

M讠 Mi                    ·

其中M为调查海域海参资源总个数;

Mi为i等级海参资源个体数。

根据估算得到的3个不同等级海参生物量,计算调查海域内海参总生物量。

其计算公式为:

Q〓∑Qi

其中Q为调查海域海参资源总生物蠹;

Ql为i等级海参资源生物蠹。

4评估海域瑚场调查结果

⒛19年12月舛日到12月乃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在布设的51个调



查站位开展样品采集工作。调查期间天气状况良好,水下能见度适宜。

在调查的 51个站位中,有 19个站位采集到海参样晶,占伞部调查站位的

37.乃%。从个体数量来看,B级个体数量最多,依次是 A级、C级。从生物量

来看,A级海参的生物量最大,其次为 B、C。具体调查结果详见表⒋1和续表

4-l (l)~(6)。

表接一l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s1-3 绞进彗梦| s1-6

A
数量 (个) 1

生物量 (g〉 189

数量 (个) I I

隹物蠹 (g》

C
数蠹 (个) 2 I

生物曩 (g) 68

续表争l(1)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鳜
i砌

S2-5s2-6s2-7

A

数量 (个) I

生物量 〈g) 2‘5

B
数曩 (个) 7

生物纛 (g) 685

C
数量 (个〉

生物囊 (g) 95

续表/I1(2)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N3-1 N3-2 X3“6 NB△了

A

数量 (个) 4 2

生物最 (g) 645 322

B
数曼 〈个) l I 2

生物纛 (g) 102

C
数量 (个)

生物量 (g)

续表仁1(3)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艹

黼 ∷|IX~l-2N4-3蝙扌妞oi:= N碴-5 N4-6

A 数蠹 (个) 1



生物量 (g)

B

数量 (个) 2

生物爨 (g) 736 149

C
数量 (个) 3

生物量 (g) I50

续表⒋l(4)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站

等
  级

位 X5-艺N5-3 ∶鞫
鳜 螂 N5-8饔

A
数蠹 (个〉 l

生物蠹 (g) 211

B

数量 (个) 2

生物蠹 ζg〉 193

C
数量 (个) l

笠物蠹 (g) 36

续表4-l(5)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一鲫一一_
_
_
‰

蜃 N6-3 XEG-4N6-5饔 N6-8X6-9N6-lo

数量 (个) 2

生物纛 (g) 306 450

B
数曩 (个) 【

生物量 (g) lO7

C

数蠹 (个) L

变物量 〈g〉

续表←1(6) 调查海域各站位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

站

等
  缀

位 N6-11

A

数曩 〈个〉

生物量 〈g) 444

B

数量 (个〉 l

生物量 (g)

C

数囊 (个〉

生物量 (g〉

4.1“南江gg7亩
”
海域调查结果



“
南汪sS7亩

”
海域调查结果见表4-2。A等级海参单位雨积生物蠹为

5.91g/m2,密度 为 0。OS个/m2;B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4.“酽 m2,密 度 为 0.“

个 /m2;c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3.41g/m卩,密 度 为 0。O,个/m2。

表⒋2 “南汪Ss7亩
”
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统汁表

4。2“南江 "4亩
”
海域调查结果

“南江sS4商
”海域调查结果见表⒋3。A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

⒓ .3扬'm2,密度 为 0.⒆个 /Iu2;B等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21.41g/m2,密度 为 0.⒛

个/m2;c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2.”g/',密度为0.∝个/1nz。

表⒋3 “南江s3硖亩
”
海域海底海参现场调奋结粜统计表

4.3“萝 卜墩 s/“亩
”
海域调查结果

“
萝卜墩37⒛亩

”
海域调查结果见表4叫。A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

M。Mg/″ ,密 度 为 0.21个/m2;B等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ll。%g/n12,密度 为 0。14

个/m2;c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0g/mz,密度为0个/m2。

裴4-4“萝 卜墩37⒛亩
”
海域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统计表

4Ⅱ4“海参趟 ∞Ob亩
”
海域调查结果

踯
站位

总数

总样面

积 (矿)

总生物量

〈父)

个体数

(个)

单位面积生

物董 C〃硭)

密度

(个加
a)

A 1 o.03

B I4‘ 4.56 0.06

109 3.41 0.09

鞒
站位

总数

总梓面

积 (△l9)

总生物螽

(kv)

个体数

(个)

嚓位面积生

华勿鹰螯(g/m’)

密度

(个/lna)

8 396
勹
‘ 0.09

B 8 685 7 2⒈41 o.22

C 8 95 2.97 o.06

诀
站位

总数

总样面

积 (nl9)

总生物墨

(g)

个体数

(叫卜)

单位面积生

物量 (〃Ⅲ
e)

密度

(个/m2)

7 967 6 34^54 o.21

B 7 335 4 11.96 o.14

C 7 o 0 o

14



“
海参趟390G亩

”
海域调查结果见表4-5。A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蠹为

6·71鲈 社 ,密 度 为 0‘⒄ 个 /m2;B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31.61g/m2,密度 为 0.36

个 /m2;c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雨 积 生 物 量 为 5.36g/m2,密度 为 0.11个/m2。

表⒋5 “萝 卜墩3726亩
”
海域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绞计表

4.5“元宝坨 sgs9亩
”
海域调查结果

“
元宝坨弼∞亩

”
海域调查结果见表⒋6。A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

5.86g/m2,密度 为 0。∞ 个 /m2;B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面 积 生 物 量 为 ".辊 g/m2,密 度 为 0.1I

个 /m2:c等 级 海 参 单 位 雨 积 生 物 量 为 4.乃g/m2,密 度 为 0.11个/m2。

表⒋6 “元宝坨∞3g亩
”
海域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果统计表

4.6“东北区 “sO亩
”
海馘调查结果

“
东北区61sO亩

”
海域调查结果见袤4-7。A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

2s四m2,密度为0‘15个/m2;B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3。”鲈′,密度为0。00

个/m2;c等级海参单位面积生物量为1.⒛鲈沪,密度为0.Ⅱ个/'。

表4-7 “东北区6150亩
”
海域海底海参现场调查结粜统计表

5评估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结果

踯
站位

总数

总样面

秩 (nla)

总生物量

ζ寞)

个体数

(个〉

单位圃积生

物量 (寮/硭〉

密度

(个尻
母
)

7 28 l 6.71 o。04

B 7 10 3⒈6I o.36

C 7 3 5.36 o。【【

踯
站位

燕薮

总样面

积 耐)

总生物量

ζg)

个体数

〈个或头)

单位面积篮

物鐾 (g几
2)

密度

(个/nl2)

A 9 21I 【 5.86 o.03

B 9 4Il 4 11.42

C 4.25 0.11

跸
站位

燕澌

总样面

积 (硭)

总生物量

C￡)

个体数

(个或头)

单位菌积生

物量 (g几
2)

密度

(个/m氵)

A 48 1200 7 0.15

B
0
山 48 3.92 0,04

C 48 59 1 o.02



根据本次双方确认的现场调查结果计算出的3个等级单位面积海参数量、单

位面积海参生物量和3.3的计算方法,计算调查海域3个等级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

量、总生物量和总数量。

5.1“南江 887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蠹和个体数量评估

“
南江BB?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结果见表⒌l。A等级海

参生物量为3ZI93盹,海参总数量为17”0个;B等级海参生物量为∝95kg,海参总数

量为3s弱0个;C等级海参生物蠹为⒛15盹,海参总数量为ss190个;本海域海参生

物量为g,o3kg,海参总数量为1063sO个。

表s-1 “南汪gB7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鞒
用海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生

物耋 (g几
a)

密度

(个/硭)

海参雏物曩

(kg,

海参总数

鐾 (个)

A 591 5,9I o.03 3493 17730

B 59.t 456 006 35460

C 591 3.41 0。09 2015

小计 8203 106380

注 :1公顷=10000平方米

5‘2“南汪 Bs4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
南江834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蠹和个体数量评估结粜见表5-,。A等级海

参生物量为铌“kg,海参总数量为sOOzIO个;B等级海参生物量为1l90+kg,海参总

数量为1223⒛个;C等级海参生物量为1651kg,海参总数量为33“0个;本海域海

参生物量为20439娩,海参总数量为⒛sT⒛个。

表5吃 “南汪834宙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诀
用海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生

物量 (y矿)

密度

(个/硭)

海参生物量

(k￡r)

海参总数

量 (个〉

A I2.38 o09 50040

B 55,6 2⒈41 o.22 11904 122320

C 55^6 2.97 o。06 333‘o

小计
20439 205720

5.3“萝 卜墩sT“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
萝 卜墩37⒛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结果见表5-3。A等级

海参生物量为sS”7蟪,海参总数量为s91“0个;B等级海参生物量为⒛709kg,海



参总数蠹为3/I刀60个;C等级海参生物蠹为0吨,海参总数童为0个;本海域海参生

物 量 为 1155“kg,海参 总 数 量 为 “ 9400个。

裴5-3 “萝 卜墩37⒛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跸
用海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生

物量 (g栩
2)

密度

(个/硭)

海参生物量

(kgl

海参总数

量 (个〉

A 248.4 34.54 o.21 85797 521640

248.4 11,96 o.14 29709 347760

C 2484 o o o 0

小计 115506 869400

5‘4“海参趟 sgOb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
海参趟sgOG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蠹评估结粜见表卜4。A等级

海参生物曩为17续7毖g,海参总数量为1041sO个;B等级海参生物量为孩31狄g,海参

总数量为"锕 个;C等级海参生物量为13"7kg,海参总数蠹为2溆钔个;本海域

海参生物量为1137姑kg,海参总数量为13⒛镪0个。

袤5叫 “海参趟sgOG苗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蠹和个体数量评估

粽
用海蔺积

(公顷)

单位面积生

物景 (g//mz)

密度

(个/硭)

海参笠物量

(kθ

海参总数

曩 (个)

Λ 260,4 671 o,04 17473 104160

B 260.4 3⒈6J 0.36 82312 937440

C 260,4 28‘440

小计 113743 1328040

5.5“元宝坨 Sgs,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
元宝坨⒛3g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结果见表5-s。A等级

海参生物量为⒕998螅,海参总数量为%780个;B等级海参生物量为”228饨,海参

总数蠹为⒛1⒓7个;C等级海参生物量为10田Tkg,海参总数量为m1犯7个;本海

域海参生物量为ss102kg,海参总数量为63啁“个。

表5s̄ “元宝坨38sg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数量评估

诀
用海面积

《公颐)

单位面积生

窍勿蕾墼 (g/m2〉

密度

(个/硭)

海参生物量

(kD

海参总数

蠹 (个)

A 255.9333 o,03 76780

B 255.9333 11.42 29228 281527

C 255.9333 4.25 lO877 281527

小计
55102 639833



5“6“东北区 “sO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东北区6150亩”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结粜见表5咱。A等级

海 参 生 物 量 为 1025OOkg,海参 总 数 蠹 为 61sOo0个;B等 级 海 参 生 物 蠹 为 16072kg,

海参总数量为164oo0个;C等级海参生物蠹为sO43kg,海参总数量为gzOoo个;本

海域海参生物量为12“15kg,海参总数量为“1oOo个。

袤5巧 “东北区6150亩
”
海域海底海参生物量和个体数量评估

踯
用海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生

物量 (√猛
’
)

密度

(个/￠)

海参生物量

(kΘ

海参总数

蠹 (个)

A 410 o,15 102500 615000

410 ^
冫 o.04 l‘072 164000

C 410 1,23 o.02 5043 82000

小计 123615 861000

5☆7调查海域海参总生物量和总个体数量评估

调查海域海底海参总生物量和个体总数量评估结聚见表5-T。A等级海参总生

物量为⒛11/【0饨,海参总数量为13sS350个;B等级海参总生物量为171920迦,海

参总数量为1888sO7个;C等级海参总生物蠹为335斛kg,海参总数量为”“17个;

调查海域海参总生物量为铝660g饨,海参总数量为40103T3个。

表5-T 调查海域海底海参总生物量和个体总数量评估

踯 海参总生物蠹伙b9l海参'憋数蠹 (个)

A 2:【I44 1385350

B 171920 1888507

C 33544 736517

合计 4366θ8 4θ10373

乜
掣
邛
/







存货 海底海参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 2019年12月25日
被评估单位： 祁千岛渠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权证编号
面积

等级标准
重量 数量 规格

账面价值（公顷） （公斤） （头） （头／斤）

国海证 A等级（大于等千125g) 3,493.00 I 7,730.00 2.54 
I 59.10 B笘级（大H't f60g/l小I 125gJ 2,695.00 35,460.00 6.58 663,747.38 2013D2 l 022418784号

C等级（小千60g) 2,015.00 53,190.00 13.20 

国海证 A等级（大千等千125g) 6,883.00 50,040.00 3.64 
2 55.60 B笘级（人r-�i;: J -60叫l小I 125心 11,904.00 122,320.00 5.14 648,815.68 2013D2 I 022418803号

C等级（小千60g) 1,651.00 33,360.00 10.10 

辽(2019)长海县不动产 A等级（大千等于125g) 17,473.00 104,160.00 2.98 
3 260.40 B笘级（人［笘I60gll小J 125g) 82,312.00 937,440.00 5.69 4,314,237.13 

权第10900588号 C等级（小千60g) 13,957.00 286,440.00 10.26 

辽(2019)长海县不动产 A等级（大千等于125g) 14,998.00 76,780.00 2.56 
4 255.93 B等级（大j等J60gll小J·125心 29,228.00 281,527.00 4.82 4,341,546.30 

权第10900591号
C等级（小于60g) 10,877.00 281,527.00 12.94 

辽(2019)长海县不动产 A等级（大千等千125g) 102,500.00 615,000.00 3.00 
5 410.00 B�� 台及 U, r�i;; F60cJl,J、 r-125cJ 16,072.00 164,000.00 5.10 5,610,188.17 

权第10900590号
C等级（小千60g) 5,043.00 82,000.00 8.13 

辽(2019)长海县不动产 A等级（大千等千125g) 85,797.00 521,640.00 3.04 
6 

权第10901179号
248.40 B节级（人j·守J·60gll小J 125g) 29,709.00 347,760.00 5.85 3,332,717.89 

C等级（小于60g)

合计 436,607.00 4,010,374.00 18,91 1,252.55 
"7 ,  计心寸ii+占,..,,_十古圭i 于士z. 平

市场单价元／斤 水参价值

150.00 1,047,900.00 
120.00 646,800.00 
100.00 403,000.00 
150.00 2,064,900.00 
120.00 2,856,960.00 
100.00 330,200.00 
150.00 5,241,900.00 
120.00 19,754,880.00 
100.00 2,791,400.00 
150.00 4,499,400.00 
120.00 7,014,720.00 
100.00 2,175,400.00 
150.00 30,750,000.00 
120.00 3,857,280.00 
100.00 1,008,600.00 
150.00 25,739, I 00.00 
120.00 7,130,160.00 

117,312,600.00 

捕捞、运输费

69,860.00 
50,666.00 
36,270.00 

137,660.00 
223,795.20 

29,718.00 
349,460.00 

1,547,465.60 
251,226.00 
299,960.00 
549,486.40 
195,786.00 

2,050,000.00 
302,153.60 

90,774.00 
1,715,94000 

558,529.20 

.-
/:,\寸

/、、,.,<;
8,l58.)f0..90'\ 

�.,,,..._ . ,-

表4-12-1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评估价值 备注

978,040.00 
596,134 00 
366,730.00 

1,927、240.00
2,633,164.80 

300,482.00 
4,892,440.00 

18,207,414.40 
2,540,174.00 
4,199,440 00 
6,465,233.60 
1,979,614.00 

28,700,000.00 
3,555,126.40 

917,826.00 
24,023,160.00 

6,571,630.80 

＇ 一—. -'I'II 4i'<l Ii 、、-
子汇忍土、： .("\. 
'r08";8贷 ，85矿炸o \';; \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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