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

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

理。）

3.1、采购项目概况、采购项目概况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

〔2023〕484号)的通知，完成三台县农田面源污染监测、产地环境综合监测、气体监测、农田残膜监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创新应用的建设。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092,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092,000.00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数量 标的金额标的金额 （元）（元）
计量单计量单

位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是否

涉及涉及

核心核心

产品产品

是否涉是否涉

及采购及采购

进口产进口产

品品

是否涉是否涉

及采购及采购

节能产节能产

品品

是否涉及是否涉及

采购环境采购环境

标志产品标志产品

1

三台县2023年

农业生态环境监

测体系建设项目

1.00 1,092,000.00 项

其他未

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三台县2023年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项目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一、建设任务一、建设任务

1.农田面源污染监测。建设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1个，完成农田面源污染监测建点时的相关调

查监测任务。

2.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建设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点1个，完成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点建点时的相关

调查监测任务；完成26个产地环境协同监测点采样及调查监测任务。

3.气体监测。建设气体监测点1个，完成气体监测点建点时的相关调查任务。

4.农田残膜监测。完成不少于10农田残膜监测点的建设布设，完成农田残膜监测点建点前的相关调查

任务。

5.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创新应用。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创新应用建设。

监测站点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及要求参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

》（川农函〔2023〕484号）要求执行。

二、工作要求二、工作要求

新建监测站点按照站点编号、样品送检、成果上报及质量控制等要求，保证定点调查、样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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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分析监测、数据上报等工作正常开展。

（一）站点编号规则

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站点编号统一采用“县行政区划代码+监测站点类型代码+建点年度+顺序号”的编

号规则，其中监测站点类型代码包括A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点、B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C农田

面源污染监测重点站点、D气体监测点、E农膜使用效果监测点，顺序号为同一县级行政区所有监测

站点按建设先后顺序进行累计编号。如三台县新建气体监测点编号为510722D202301。

产地环境协同监测点统一采用“监测类型代码+点位顺序+采样类型代码+采样顺序号”的编号规则，

其中监测类型代码为XTJC，采样类型代码分为土壤样品TR、农产品NCP，顺序号为统一县级行政区

所有点位先后顺序和采样顺序进行累计编号。如1号采样点位采集的土壤样品编号为XTJC0001-TR01

，农产品样品编号为XTJC0001-NCP01。

农田残膜监测点统一采用“县行政区划代码+监测类型代码+点位顺序号”的编号规则，其中监测类型

代码为NTCM，顺序号为统一县级行政区所有点位先后顺序进行累计编号。如1号点位样品编号为51

0722NTCM01。

（二）样品送检

土壤、植株样品需送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AT

L）的“双认证”机构检测，且尽可能保持检测机构相对固定。对采用非标准方法的项目如《土壤分析

技术规范》（第二版）中的方法，可单独出具测试报告。

（三）成果上报

完成建设时调查监测及年度调查监测任务后，将调查表及监测数据结果等相关资料上报至市农业农村

局，由市农业农村局审核并于2023年12月底前，将相关资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与电子版一同报送至省

农业农村厅资源环境处、生态环境中心。

（四）质量控制

在点位布设环节，强化点位样点的代表性、合理性、稳定性和定点定位；在调查采样环节，强化标准

宣贯，规范技术操作，调查内容不得缺项；在检测环节，选择机构时，要重点考察检测机构的资质、

能力、水平以及参加能力验证（考核）情况，要督促检测机构落实制样要求和检测质量控制措施，并

接受省厅组织的质量控制；在数据填报环节，实行县级填报人、市级审核人、省级校核人三级审核制

度，对可疑信息及时核实，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三、建设技术要求三、建设技术要求

三台县产地环境监测2023年建设技术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3年，在全县布设1个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点和26个产地环境协同监测点。通过开展综合防

控试验和产地环境长期定位监测预警，筛选出适合我县的产地环境污染防控主推技术体系，持续监测

土壤、大气沉降、灌溉水、底泥、农业投入品等产地环境影响因子动态变化，为全面开展产地环境污

染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二、工作内容

（一）产地环境协同监测

1.选点原则。26个安全利用类耕地产地环境协同监测点由省级统一进行布设。

2．工作要求。

（1）样品采集。土壤样品采集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395-2000) 》等技术文

件。根据采样地形、地块情况，选用合适的采样方法，如梅花点法、对角线法、棋盘法或蛇形法等采

集耕作层混合土样，即每个分点处采 0~20cm的耕作层土壤。各分点采样量基本一致，最终混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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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少于1500g，多余部分用四分法弃去。

农产品采集混合样品，参照《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 术规范 (NY/T398-2000) 》执行。每个分

样点采样量一般要求为500g左右，根据当地水稻、小麦、玉米、蔬菜等种植面积确定不同农产品的

采样数量比例。主粮样品采集应在采样分点选取 5~20个植株，水稻类采集稻穗，玉米采集第一穗（

即离地表最近的一穗），混合成样。蔬菜样品采集应在采样分点选取5~20个植株；小型植株的叶菜

类去根整株采集；大型植株的叶菜类可用辐射形切割法采样，即从每株表层叶至心叶切成八小瓣，随

机取两瓣为该植株分样；根茎类蔬菜采集根部和茎部，大型根茎可用辐射形切割法采样；果实类蔬菜

在植株上、中、下各侧均匀采摘，混合成样。采样应避开病虫害和其他特殊的植株，尽量用不锈钢制

品直接采取样品。

土壤样品每年采集 1 次，同步采集同地块对应当年农产品样品，至少采集一季农产品并优先采集主粮

作物。采样注意避免在刚施肥、喷药时期以及大风、雨中、雨后采样，要安排在当地主栽农作物成熟

期前完成样品采集。采样记录表见《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

农函〔2023〕484号）附件2。

（2）现场照片。采样的同时应根据地形特点，在采样地块周围，用移动终端或数码相机选择采样地

块及周边标志性地物拍摄照片，连同拍摄GPS的经纬度定位显示信息，记录采样现场情况，填报采样

调查表。同时，拍摄样品保存的包装信息，重点是包装完整性和样品标签，并标注照片拍摄的日期和

时间。每个点位至少拍摄采样地块、周边标志性地物、GPS 坐标、土壤及农产品样品包装袋四张照

片。

（3）样品保存。所采土壤样品应首先装入塑料袋中，然后再套上透气布袋，在塑料袋与布袋之间装

入内标签，布袋外系上样品外标签，样品标签不得污损，塑料袋和布袋中样品不得漏出。农产品样品

直接使用塑料网袋，样品标签放入塑封袋中再装入网袋，避免水汽污损。每个点位采样结束后，应在

现场详细核查样品标签，核对点位编码、采样记录、现场照相、信息储存等情况，确保准确无误后方

可撤离现场。

3.检测内容。土壤指标包括 pH 、砷、镉、铬、汞、铅、铜、锌、镍总量等；农产品指标包括砷、镉

、铬、汞、铅等， 稻米加测无机砷。样品检测方法参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

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2执行。

4.数据报送。完成采样检测后，将采样、检测数据结果等相关资料上报至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由市级

农业农村部门对上报数据进行审核，并进一步上报至厅农业资源环境处、省生态中心。 

（二）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点建设

1.区域站点建设。完成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站点时的调查监测内容，建成

后下一年开展年度调查监测任务。

（1）选点原则。区域站点应充分考虑土壤类型、种植制度、肥力等级、土壤污染状况等，选择在安

全利用类耕地且种植当地主栽作物田块上进行建设，还应兼顾当地交通建设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种

植业结构调整规划、承包人素质等因素，确保监测点位和种植制度长期稳，产地环境综合监测区域站

点拟建在乐安镇。

（2）建设要求。区域站点田块的选择和建设应达到如下要求，田块面积 1 亩左右，且应田形方正、

交通相对方便，田间工程设施至少满足10年使用年限。小区之间建设有效隔离设施和独立排灌沟渠，

保证不串水串肥。采用水泥板、砖墙、混泥土墙等作隔离，隔离宽8~10cm，高出田面30cm，入土

埋深50~80cm（或延伸至基岩）；旱地在确保小区之间肥、水不横向渗透情况下，可用设置保护行

、垒区间小埂等方法隔离。

（3）建设内容。区域站点建设内容包括干湿沉降采样点、 灌溉水采样点、底泥采样点、试验小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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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牌等。

①干湿沉降采样点。在监测田块旁空无树木、建筑等任何遮挡处，并避开烟囱、交通道路等点、线污

染源，设置至少3个高度1.5 m的钢架台。在钢架台上放置圆筒状集尘缸，集尘缸内径为（40±0.5）

cm，高30cm，材质为有机玻璃、玻璃或 陶瓷，缸底平整， 内壁光滑；在监测田块放置1个雨量计

，器 口保持水平，距地面高度70cm。

②灌溉水采样点。根据灌溉水天然源或人工水源分布情况，选择在水系入口或渠首、渠中和灌溉口处

设置2~6 个采样点，工矿企业密集分布地区可适当加密。

③底泥采样点。与灌溉水采样相结合，底泥监测点位应选择在水流平缓、冲刷作用较弱的地方，采样

点按两岸、近岸与 中心布设，如因含砾石等采集不到样品，可适当移动，但应做好记录。

④农业投入品调查采样。根据选定的具体田块，分散到农户家采集，并以乡镇为单元到农资站等销售

点，对各品类肥料、 土壤调理剂等农业投入品进行集中采样。

⑤试验小区。每个试验小区面积50 m2左右，试验处理包括1个常规处理和3个安全利用处理，每个处

理设置3个重复， 共12个试验小区。各处理小区间除处理内容外，其余农事操作（灌溉、施肥、病虫

害防治）应一致。

⑥展示牌和小区标识。在区域站点田块旁设置展示牌，展示牌设置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2要求执行。

2．建站点时调查监测内容。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

函〔2023〕484号）附件1要求执行。

三台县农业面源污染监测2023年建设技术方案
一、目标任务

新建1个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试点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创新应用建设。通过开展农业面

源污染长期定位监测，科学核算主要种植模式污染风险系数，掌握我县农业面源污染状况与动态变化

，筛选出适合我县的污染控制措施，为提高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平提供基础支撑。

二、实施区域

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拟建在乐安镇，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创新应用建设拟覆盖全县主要农作物

集中种植区。

三、工作内容

（一）监测站点建设

2023年，完成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站点时的调查监测内容，我县建设农

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种植模式为南方山地丘陵区-陡坡地-非梯田-水旱轮作模式，建成后下一年开展年

度调查监测任务。地块基本信息表见附录2-1。

1．选点原则。监测地块的土壤类型、地块坡度、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栽培模式、灌排方式

等在各大分区中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监测地块的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水平能够代表所在区域的正常水

平，选择在地形开阔的地方，远离村庄、建筑、道路、河流、主干沟渠，也要兼顾交通、工程建设和

监测设施维护等。

2．建设要求。监测站点田块的选择和建设应达到如下要求，田块面积1.2亩以上，且应田形方

正、交通相对方便，田间工程设施至少满足10年使用年限。旱地四周均设置保护行，水田不设置保护

行。为防止串水，影响试验效果，旱地与保护行之间、各小区之间均以隔离分开。采用水泥板、砖墙

等作隔离，隔离宽8～10cm，高出田面20～30cm，入土埋深50～80cm（或延伸至基岩）。对于

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应在每个小区的隔离墙上设置田面水水位标尺。务必确保每个小区等量灌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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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算灌溉量，各小区田间管理措施完全相同。

3.建设内容。旱地监测站点建设内容包括试验小区、干湿沉降采样点、灌溉水采样点、田间径

流池、淋溶装置、展示牌；水田监测站点建设内容包括试验小区、干湿沉降采样点、灌溉水采样点、

田间径流池、展示牌。

①试验小区。每个试验小区面积50m2左右，一般为长方形。平原小区规格一般为6~9m×4~6

m，长宽比为3:2；山地丘陵区小区规格为9~15m×3~9m，长宽比为3:1。为便于施工和田间操作

，各个监测小区可根据试验地条件双向排列或单向排列。

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试验处理包括1个空白处理、1个常规施肥处理和1个优化施肥处理，每

个处理设置3个重复，共9个试验小区。各处理小区间除处理内容外，其余农事操作（灌溉、施肥、病

虫害防治）应一致。

农田面源污染监测重点站点试验处理包括1个空白处理、1个常规施肥处理和3个优化施肥处理

，每个处理设置3个重复，共15个试验小区。各处理小区间除处理内容外，其余农事操作（灌溉、施

肥、病虫害防治）应一致。

②田间径流池建设。采用田间径流池法监测农田地表径流面源污染物排放量。田间径流池包括

径流收集池、径流收集管、抽排池和集水沟或槽。田间径流池建设步骤详见附录2-2。

③淋溶装置建设。水田不安装淋溶装置。旱地安装淋溶装置时，先将监测土体分层挖出、分层

堆放，形成一个长方体土壤剖面，下部安装淋溶液收集桶，用集液膜将土壤剖面四周及底部包裹，然

后分层回填土壤。田间淋溶装置预置埋藏于地下，如图1（地下部分）所示，田间淋溶盘排列参考见

图2，淋溶装置安装流程详见附录2-3。

④干湿沉降采样点。在监测田块旁空无树木、建筑等任何遮挡处，并避开烟囱、交通道路等点

、线污染源，设置至少3个高度1.5 m的钢架台。在钢架台上放置圆筒状集尘缸，集尘缸内径为（40

±0.5）cm，高30cm，材质为有机玻璃、玻璃或陶瓷，缸底平整，内壁光滑；在监测田块放置1个雨

量计，器口保持水平，距地面高度70 cm，水田设置小型气象站。

⑤灌溉水采样点。根据灌溉水天然源或人工水源分布情况，选择在水系入口或渠首、渠中和灌

溉口处设置2~6个采样点，工矿企业密集分布地区可适当加密。

⑥展示牌和小区标识。在监测站点田块旁设置展示牌，展示牌设置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3要求执行。

（二）建站点时调查监测内容

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1

要求执行。

（三）创新应用建设

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平台，采取“智慧管理平台+自动监测站点+取样监测点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手工与自动、实验室与现场、地面与遥感、固定与走航、常规与传感器等监测手段，把产

地环境监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气体监测、农膜监测等所得的数据、图谱、图像、影像进行整合融

汇，并应用AI大模型算法，全面提高监测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实现可视化大屏端、电脑端、手机

端多方式交互、多场景应用，智能查询分析与辅助决策。

1.建设思路

（1）数据管理。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专题数据库和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理系统，实现

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与备份、数据接口规范、数据资源池搭建等。

（2）在线监测分析。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在线分析平台，实现农业基础信息展示、监测站点运

行状态展示、监测数据展示（含粪污、水质、土壤、视频等维度数据），满足基础数据预警与AI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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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并可生成相关分析报告。

（3）综合业务管理。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实现基础信息管理、监测数

据管理、污染台账管理、预警管理、任务管理、视频监控管理、监测设备管理、系统管理等综合管理

功能。

（4）在线监测小程序。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小程序，实现移动监测，满足随时随地查

看面源污染各项监测指标。

2.建设内容

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管理平台提供基于综合监测网的可视化监测数据服务，并根据实际面源

污染监测预警站点、污染评估的业务要求，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管理平台、农业面源污染在线

监测分析平台、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和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小程序。

 

（1）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管理平台。包含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库和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

理系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库包含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库和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理系统。监测

数据库根据系统业务要求设计数据库类型及分表分库方式，包含并不限于农业基础信息数据库、自动

监测数据库、人工采样检测数据库、粪污监测台账数据库、污染治理数据库、超标预警数据库及业务

数据库等。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理系统包含所有数据源采集源及状态管理，监控数据采集到报时间、

采集量，评价数据到报率、时效性和稳定性，实现数据存储情况可视化展示，并对系统核心数据资源

进行统一管理，并能够进行数据资源的查询、统计、导出、动态更新及消亡管理。

（2）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分析平台。包含农业面源污染监测GIS一张图系统、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预警系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分析系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GIS一张图系统提供三台县GIS

电子地图服务，包含全县平面地图和遥感地形图，以及行政区划、河流水系、道路等图层；提供农业

基础产业分布，畜禽养殖场、水产养殖场、种植农田、果园、农业园区等位置及基础信息等农业基础

信息展示。在GIS地图上展示所有自动监测点的运行状态、粪污监测点位、水质自动监测点和手工采

样检测点的位置、土壤手工采样检测点的位置及检测点最新的监测数据、视频监控点位置、污染治理

主体的分布位置等内容。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系统要实现粪污监测预警、水质污染监测预警、土壤

污染监测预警、 AI识别预警、污染排查任务展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分析系统主要对全县水质

污染、土壤污染监测分析，实现统计分析全县水质、土壤监测数据，展示水质面源污染达标情况，并

进行全县水质、土壤面源污染物贡献分析、污染物排放量统计分析、污染物对比排名分析等。对全县

主要面源污染物质进行负荷评估，并基于污染物负荷评估结果，对全县农业面源污染构成因素强度指

数进行测算。

（3）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包含基础信息管理、监测数据管理、污染台账管

理、预警管理、任务管理、视频监控管理、监测设备管理、系统管理。

（4）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小程序

小程序可实现预警信息接收、预警数据分析、基础信息展示、监测数据分析、污染台账查看、

任务接收处理、数据上报、运维管理、视频监控、站点管理、设备管理等功能。

三台县气体监测2023年建设技术方案
一、目标任务

完成气体监测点建设1个，开展N2O、CO2、CH4等农业温室气体和NH3挥发气体排放长期定位监测

，掌握主要农作物气体排放状况与动态变化，为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二、建设内容

2023年，完成气体监测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点时的调查监测内容，建成后下一年开展年度调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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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任务。气体监测点建设和年度调查监测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统一进行技术指导。

（一）选点原则。气体监测点与农田面源污染监测站点原则上在同一地块进行建设，充分考虑地形、

地貌、水文、轮作制度、作物种类品种、田间管理等因素，同时避开养殖场、采矿场、交通主干道等

可能对观测结果产生影响的区域。

（二）建设要求。监测点田块的选择和建设达到如下要求，田块面积0.7亩左右，且应田形方正、交

通相对方便，田间工程设施至少满足10年使用年限。小区之间建设有效隔离设施和独立排灌沟渠，保

证不串水串肥。一般用水泥板、砖墙等作隔离，隔离宽8~10cm，高出田面30cm，入土埋深50~80

cm（或延伸至基岩）；单独的农田气体监测可在确保小区之间肥、水不横向渗透情况下，增设保护

行等方法降低边际效应影响来实施。

（三）监测点建设内容

监测点建设内容包括试验小区、气体排放采集点和展示牌等。

1.试验小区

每个试验小区面积50m2左右，试验处理包括1个无肥处理、1个常规施肥处理和1个优化施肥处理，

每个处理设置3个重复，共9个试验小区。各处理间除处理内容外，其余农事操作（灌溉、施肥、病虫

害防治）应一致。各试验处理重复小区采用随机布点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采样点的空间异质性，保证

代表性。

2.气体排放采集点

在每个试验小区按对角线法设置3个等距气体排放采集点。

①温室气体采集点：温室气体排放采用静态箱暗箱-气相色谱法观测。采气装置主要由采样顶箱、基座

组成，同时配备感温探头、抽气管线、控制阀等（图1）。采样顶箱（65cm×65cm×90cm）采用

厚度1.5~2mm不锈钢板材焊接制作，玉米采样顶箱（50cm×50cm×60cm）由不锈钢制成，放于

玉米行间观测；基座（65cm×65cm×10cm）采用2mm不锈钢板制作，水稻田观测点基座高度设

计为20cm。

为了减小箱内温度波动，所有采样箱外围均需用挤塑板（厚度2cm左右）包裹。采样基座在整个采气

期间保持位置不变，同时在采集点基座周围（距离基座50cm以上）架设木板桥用于采样时人员通行

，减少工作人员在采样过程中对小区的踩踏等干扰。采样顶箱需开5cm左右圆形孔，扣箱后采样前用

橡皮塞密封（橡皮塞中心需穿插一根不锈钢管，管口内径和管长依据当地风速、采样箱大小等因子计

算）。

②氨挥发采集点：氨挥发采用密闭室连续通气法测定。采气装置由真空泵、管道、有机玻璃罩、装有

NH3吸收液的孟氏气体洗瓶（500ml）、波纹管、换气杆等部件组成（图2）。采样时将有机玻璃罩

嵌入表土中，形成一个密闭气室。有机玻璃罩直径为20cm，高15cm，顶部有一大一小两个气孔，

其中大孔（Φ=25mm）通过波纹管与换气杆（Φ=25mm，高2.5m）连通；小孔与盛有80~100m

L稀硫酸吸收液（0.05mol/L）的孟氏洗气瓶相连，洗气瓶与抽真空管道连接，通过抽负压将有机玻

璃罩中NH3气抽入洗瓶中。仪器设备配置参考《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

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4要求执行。

3.展示牌

展示牌设置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

号）附件4要求执行。

（四）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

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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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

三台县农膜监测2023年建设技术方案
一、目标任务

在全县区域内布设不低于10个农田残膜监测点，开展农田残膜长期定位监测，评估主要覆膜种植区域

的地膜污染程度。

二、工作内容

2023年完成农田残膜监测点布设，布设不低于10个农田残膜监测点、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和年度调

查监测任务。

1.选点原则。

监测点农田面积1.2亩以上，选择相对平坦、稳定的基本农田进行监测点位布设，综合考虑覆膜年限

（分为≤5年，5-10年，10-20年，≥20年）、回收方式（人工捡拾、机械回收）等因素，避开池塘

、沟渠等，离铁路、省级以上公路至少300 m以上。新布设点位不与2023年四川省地膜科学使用回

收项目点位重合，原则上每个乡镇不多于3个监测点。

2.工作要求

（1）样品采集。根据地块面积大小和形状，选用合适的采样方法，如梅花五点法、单对角线法、棋

盘法或蛇形法等，推荐选用梅花点采样法。

地膜样品采集时应保证农田未翻耕或旋耕，同时须揭除当季地表仍覆盖的地膜。采样尺寸为1m×1m

的正方形，采样深度为30cm。采样频次为1年1次，每个监测点位取5个样方，每个样方距离为15m

左右。将5个样方土层样品放在帆布上，分别用筛子（筛网建议为10目）筛去土壤，将肉眼可见的残

留地膜捡出混合为地膜样品。

土壤样品采集频次同地膜样品一致，将5个样方捡出地膜后的土壤混合，采用四分法取不少于1500g

的土壤样品，多余部分弃去。采样记录表见《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

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5。

（2）现场照片。采样的同时应根据地形特点，在采样地块周围，用移动终端或数码相机选择采样地

块及周边标志性地物拍摄照片，连同拍摄GPS的经纬度定位显示信息，以记录采样现场情况，同时，

还要拍摄样品保存的包装信息，重点是包装完整性和样品标签，并标注照片拍摄的日期和时间。每个

点位至少拍摄采样地块、周边标志性地物、GPS坐标、样品包装袋四张照片。

（3）样品保存。采集地膜样品放入塑料自封袋中，并在自封袋内外都放置样品标签。采集土壤样品

应首先装入塑料袋中，然后再套上透气布袋，在塑料袋与布袋之间装入内标签，布袋外系上样品外标

签，样品标签不得污损，塑料袋和布袋中样品不得漏出。每个点位采样结束后，应在现场详细核查样

品标签，核对点位编码、采样记录、现场照相、信息储存等情况，确保准确无误后方可撤离现场。

3.样品送检及检测内容。

对残留地膜的总重量、微塑料进行检测，其中，残留地膜的总重量参照《农田地膜残留限值及测定标

准（GB/T25413-2010）》执行，即待播农田耕作层内地膜残留量限值应不大于75.0kg/hm2；微塑

料指标将捡出地膜后的土壤样品送至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进行检测。

4.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

农田残膜监测点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按照《四川省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2023年工作实施方

案》（川农函〔2023〕484号）附件1要求执行。

5.数据报送。

完成建点时调查监测，完成采样检测后，将采样记录表及监测数据结果等相关资料上报至市级农业农

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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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述描述中的规范要求如有新的以最新为准。

3.2.3人员配置要求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

3.2.4设施设备要求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

3.2.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3.3、商务要求、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

3.3.2服务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2016]205号) 的要求、磋商文件规定的要求

和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合同签订生效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建点时调查监测内容，开展样品采集、检测，完成数据分析、汇总并验收合格后 ，达到

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数据报送，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验收合格后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4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按磋商文件及政府采购合同相关要求执行

3.4其他要求
磋商文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参照最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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