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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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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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采购项目概况采购项目概况

阿坝县林业和草原局拟采购阿坝县2023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一项，本项目分为二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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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4,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7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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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害综合防控示

范区-防控科技研

究试点小区

1.00 3,764,000.00 项

其他未

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采购包2：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10,48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1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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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服务 1.00 31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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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害综合防控示范区-防控科技研究试点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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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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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服务内容：

阿坝县鼠害综合防控示范区-防控科技研究试点小区建设面积为3000亩，该建设
内容为应用型研究，旨在解决当前鼠害防控缺科技、缺应用的局面，技术复杂、开展

时间长是其与一般的生态修复项目最大的不同。因此，将阿坝县草原鼠害综合防控示

范区-防控科技研究试点小区划分为害鼠种群调控科技试验区、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科
技试验区、综合防控集成示范科技试验区和监测预报站生态观测研究区。主要工作内

容如下：

1、完成4个试验区的试验工作及1项对试点小区2483亩植被恢复试验工作；筛选
生态修复适应性草种3种、生态修复乡土草种组合1个、研究提出高寒退化草地植被修
复技术1项、研究提出草原鼠害防控综合治理技术模式1套、发表论文、专利或标准等
成果5项。

2、开展1项重点研发课题研究；
3、完成1项防控模式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
4、完成1个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建设任务；
5、成立1个专家工作站并培育阿坝县本土人才40人次。
（二）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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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4个试验区的试验工作服务要求
1 害鼠种群调控科技试验区
主要开展物理防控科技试验和害鼠种群综合防控模式科技试验，通过物理和生态

方法控制高原鼠兔种群数量，改善生态环境。

1.1 物理防控科技试验
针对当前草原鼠害物理防控技术以鼠夹控鼠为主、费人费力费时且低效等问题，

采用直线围栏陷阱系统（LTBS）控鼠技术控鼠，探索不受季节限制、绿色高效和持
续控制的可行性。

1.1.1 总体思路
引进新型物理方法灭鼠，对生态环境无污染，不限季节防控方式实现对鼠害种群

的持续控制。

1.1.2 技术选择
本试验选择直线围栏陷阱系统（LTBS）控鼠技术技术。
1.1.3 小区划分
试验小区面积50亩。
1.1.4 试验方法
① 防鼠网规格
本实验采用统一防鼠网规格，其孔径为1厘米，高度为30厘米的金属网。
② 陷阱规格
陷阱规格为30厘米深度，30厘米内径，材质可以为PVC或金属板材。实施中根据

效果可进行调整改进。

③ 围栏陷阱布置方式
沿着已有围栏安装，陷阱沿着围栏安装，每间隔5米安装1个。实施中根据效果可

进行调整改进。

1.1.5预期成果
开展调查监测、数据统计，对防治技术进行评价，撰写试验报告1份。

1.2 害鼠种群综合防控模式科技试验
1.2.1 总体思路
自川西北地区实施控鼠项目以来，长期的做法是使用单一的药物，如D型肉毒素

，根据成效监测来看，实施后效果俱佳，但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草原害鼠种群得以

快速修复，难以达到持续的控制效果，可能的原因是药物控鼠具有季节性限制，重复

实施难度较大。基于此，本试验采用多个单项技术有机结合，实现对草原鼠害种群综

合持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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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2 技术选择
根据试验思路，本试验草原鼠害综合防控模式研究小区包括两种模式，分别为“生

物制剂（肉毒素）+植物源农药（不育技术）”模式，“物理防治（围栏陷阱）+植物
源农药（不育技术）”模式。

1.2.3 小区划分
本技术试验共100亩，两种模式各50亩。
1.2.4 试验方法
施用的药剂中，生物制剂（C/D型肉毒素），需要配置毒饵；不育剂选用雷公藤

甲素，为成品毒饵。

① 毒饵配置
C/D型肉毒素：该药剂应先用水按照1:80-1:100的比例进行稀释后再与基饵混合

。力求混合均匀，与基饵按1:1000的比例配制成毒饵，投放于鼠洞洞口。配置好的毒
饵要在2 ℃-5 ℃闷置，不可冷冻结冰，否则将影响药物渗透到饵料中。闷置好饵料原
则上现配现用，如果没有投放完毕须在2 ℃-5 ℃以下保存，不得超过2天。

② 药剂梯度设置和投放
在植物返青期前（3月~5月上旬）进行投放，均按洞投放。
1.2.5 试验调查监测
① 取食率、灭洞率调查
在设置的样方内开展药剂投放前有效洞口，以及药剂投放后的一周内取食率、灭

洞率等调查。

    取食率。对不同饵剂的取食率通过调查施药后样方内不同药剂的饵剂剩余量来衡量
，计算公式为：

灭洞率。药剂防治后的灭洞率用防治前后样地内有效洞口数的变化来衡量，利用

堵洞开洞法调查防治前及防治后样方内有效洞口数，计算公式：

②持续控制效果调查
在实施药物控制后，当年生长盛期、枯黄期以及实施后第2年植被返青期、生长

盛期、枯黄期开展有效洞口调查和在繁殖期开展不育剂实施小区内高原鼠兔胎儿数量

，胎儿数量调查采取鼠夹捕获解剖记录，用以评估草原鼠害防控的持续性。

1.2.6 预期成果
对防治技术和效果进行评价，撰写试验报告1份。
2 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科技试验区
2.1 生态修复草种适应性科技试验
2.1.1 总体思路
阿坝县每年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涉及面积大，使用草种量较大。当

前鼠荒地治理、人工种草、草地改良项目所利用的草种与阿坝县原生植被种类具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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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异性，且在草种组合中均使用一年生燕麦提升当年产量，导致在实施项目后补播种类

难以持续发挥作用。基于此，为了增加阿坝县草原生态修复草种种类，开展草种适应

性筛选试验，为区域草原生态修复草种选择提供依据。

2.1.2 草种选择
① 草种选择原则
根据四川省2023年《四川牧区主要栽培草品种目录》、阿坝县草原生态修复未涉

及草种以及生态修复工程管护年限（3年）综合确定。
② 草种选择
本试验初步选择的草种有12种，其中禾本科10种,豆科2种，均为多年生草种。综

合考虑当地生产实际以及草种供应等情况，在后续的试验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

化调整，对草种的适应性进行科学评价。

2.1.3小区划分
生态修复草种筛选研究小区筛选禾本科、豆科等草种12种，各筛选草种试验田为

3个，每个试验田面积大小为15米×20米。
2.1.4 试验方法
① 土地整理
人工清除石块、杂草等，用重耙纵横耙地，次数3-4次，深度20-30厘米，耙地后

人工捡出草根等杂物。

② 施底肥
底肥施用量按当前阿坝县实施生态修复项目施用量，施有生物机肥（15-15-15）

100千克/亩作基肥，可机械施肥或人工施肥。
③ 种子
所选种子质量达到国家二级及以上种子质量标准，具体指标参照GB 6142。
④ 播种
播种时期：5月中旬至6月上旬。
播种量：播种按照3个梯度进行播种。
播种方法：采用人工开沟条播，行距30-60厘米。
⑤ 围栏及田间管理
为了草种筛选试验的效果监测，该区域要沿周界安装围栏。

追肥：分蘖-拔节期和抽穗-灌浆期根据长势追施肥料。施用微生物菌肥，施用量
为1.2升/亩。
收获利用：在草种成熟后进行收割利用，也可将草种单独收获用于其他试验研究

。

2.1.5 试验调查监测
通过对试验小区筛选草种的调查，调查指标包括出芽状况、平均高度、出现频率

、优势度、草产量，调查时间覆盖项目实施期间的生长盛期，测定播种后1-2年的稳
定性。

2.1.6 预期成果
对测定数据分析，形成试验报告1份，筛选出适宜阿坝县草原生态修复草种3种，

撰写论文1篇。
2.2 生态修复草种混播组合科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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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2.1 总体思路
天然草地系统是多草种组合，由于过度放牧、草原鼠害频发等原因，草地植物种

类和比例逐渐失衡，出现退化的迹象。阿坝县部分区域植被种类已退化成毒杂草，对

于草地的健康和系统完整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草地植被丰富度下降，尤其是禾本科

牧草比例的降低，对于草牧业的健康发展、草畜平衡的实现带来了难度。此外，阿坝

县多年来草原退化治理使用组合多为“多年生禾本科+一年生禾本科”的组合，组合技
术集成单一。基于此，本试验拟通过“上繁草+下繁草”“禾本科+豆科”以及“禾本科+
杂类草”的组合模式，筛选出适宜阿坝县退化草地治理项目中草种组合，解决当前草
种组合单一，修复效果难以持续的现状，为草原生态修复草种选择提出科学适宜的组

合方式。

2.2.2 组合选择
本试验选择的三个混播组合为“垂穗披碱草+老芒麦+草地早熟禾+红豆草”、“老

芒麦+中华羊茅+草地早熟禾+箭筈豌豆”和“垂穗披碱草+草地早熟禾+杂三叶”。实
施中可根据效果进行调整改进。

2.2.3 小区划分
草种混播组合研究小区面积为300亩，试验3个混播组合，每个组合100亩。
2.2.4 试验方法
2.2.4.1 土地整理：播种前检视地块现状，人工清除地面石块等杂物。
2.2.4.2 施底肥：根据土壤肥力状况，施生物有机肥100千克/亩作基肥，可用人

工或机械施用底肥。

2.2.4.3 种子处理
① 种子要求
所选种子质量达到国家二级及以上种子质量标准，具体指标参照GB 6142。
② 种子处理
种子具有长芒的，机械播种前需对带芒的种子进行去芒处理；如存在休眠和硬实

的种子，采用相应的预处理方法促进发芽，具体可参照GB/T 2930.4。
2.2.4.4 播种
播种时期：5月中旬至6月上旬。
播种量：播种量分别为“‘阿坝’垂穗披碱草1.0千克/亩+‘川草2号’老芒麦1.0千克/

亩+草地早熟禾0.5千克/亩+红豆草3.0千克/亩”、“‘麦洼’老芒麦1.0千克/亩+中华羊
茅0.5千克/亩+草地早熟禾0.5千克/亩+箭筈豌豆3.0千克/亩”和“‘阿坝’垂穗披碱草1.
0千克/亩+草地早熟禾0.5千克/亩+杂三叶3.0千克/亩”。各草种比例和用重量可以根
据地块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优化。

播种方法：采用机械条播或人工开沟条播，行距30-60厘米。
2.2.4.5 田间管理
主要包括追肥、围栏的管护及禁牧管理。

追肥：分蘖-拔节期和抽穗-灌浆期根据长势追施肥料。施用微生物菌肥，施用量
为1.2升/亩。
在草种成熟后，根据监测情况可进行一定的放牧利用，或刈割利用。

2.2.5 试验调查监测
通过设置固定监测样地进行试验调查监测，样地内设置3个1米×1米样方调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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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包括植物种类、高度、盖度和草产量等。

2.2.6 预期成果
对测定数据分析，形成试验报告1份，最终筛选出适宜阿坝县草原生态修复草种

组合1种。

★ 6

2.3 高寒草地高压脉冲电子围栏技术试验
2.3.1 总体思路
围栏封育是当前草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的一项重要措施，围栏的安装有效的阻止

家畜的随意采食，为草地植被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更有效的保障草地生态修复治

理成效。针对传统围栏易遭破坏、成本较高和围栏效果不佳等问题，开展新型电子围

栏技术研发和试验。

2.3.2 围栏选择
本试验选择高压脉冲电子围栏，太阳能供电。

2.3.3 小区划分
本试验安装草地面积为200亩，共划分为1个试验小区（与综合防控集成示范科技

试验区重叠），沿周界安装。

2.3.4 高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设计
根据草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需综合配置电子围栏主机1台。根据防止闯入动物

的类型（最小的动物为羊，最大的动物为牦牛），前端设计为每隔8米设立一根立杆
，高120厘米，立杆上设计3线带电，带电合金线高度暂定为30厘米、60厘米和110
厘米。主机由蓄电池供电，现场设立太阳能电池板为蓄电池充电。正常有阳光的天气

，可实现电能的充放大致守恒，遇恶劣天气，太阳能电池板不能发电，蓄电池可以为

主机持续提供正常工作6天左右的电力。
系统要求：第一，安全，确保电击只是起到吓退动物，产生电击痛感，不会对动

物造成伤害，保证接触电网的动物或人的绝对安全；第二，有效，解除电网造成的电

击能确保接触的动物感觉到痛感，形成条件反射，不再接近带电合金线。

2.3.5 试验方法
采用脉冲电子围栏周界系统，三线制（落地式安装），分为9个防区（约200米一

个防区）。采用报警管理主机1台，脉冲高压探测器双防区10台。各台探测器与报警
管理主机之间采用4G无线组网通信，本套电子围栏具有阻挡、威慑、脉冲电击功能；
主要报警方式为：断线、短路、防拆、通讯。可通过报警主机面板对每一防区进行布

防、辙防、参数调节、报警记录查询和防区报警提示等功能。

2.3.6 效果评价
通过系统记录，统计电子围栏触发次数，形成评估报告1份。

-第19页-



★ 7

2.4 多功能微生物高寒退化草地地力提升科技试验
2.4.1 总体思路
立足于对土壤养分的提高，选择适应高寒地区气候特征，尤其是耐低温功能微生

物制成的菌剂，菌剂除了本身行使肥料的作用，其在功能上具备能够分解高寒牧区土

壤中的“高有机残体”，是解决高寒牧区高有机质低养分的问题，协调和平衡植物对氮
素吸收能力和吸收形态的偏好性，从而提升草地地力，为植被的生长提供条件。

2.4.2 菌剂选择
按照GB 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的相关要求选择合适的微生物菌剂。

主要参数如下：

微生物菌剂主要参数一览表（液体）

名称名称
总体有效活菌总体有效活菌

数数
单个有效菌数量单个有效菌数量 霉菌杂菌数霉菌杂菌数 杂菌率杂菌率 pH值值 保质期保质期

微生物

菌剂
≥2.0亿/毫升 ≥0.01亿/毫升 ≤3.0×106

个/毫升 ≤10.0 % 5.0~8.0 ≥3个月

2.4.3 小区划分
本试验小区面积为2283亩，拟划分为3个试验小区，面积分别为400亩、700亩

和1183亩。
2.4.4 试验方法
按照3种不同喷施量开展试验，利用无人机将多功能微生物菌剂于草地返青期均

匀喷施于展示区草地，喷施量为0.5升/亩、1升/亩和1.5升/亩。
2.4.5 试验调查监测
在喷施前和喷施后的一周、生长盛期和枯黄期采集土壤样品和土壤紧实度数据，

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测定养分，采集样品的区域需提前确定为固定采集区域，可设置

1米×1米的采集固定样点。此外，在生长盛期采集植被数据，包括植被种类、高度、
盖度和草产量等。

2.4.6 预期成果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形成试验报告1份和高寒草地多功能微生物菌剂退

化草地生态修复技术1套。

3 综合防控集成示范科技试验区
3.1 总体思路
自川西北地区实施控鼠项目以来，长期的做法是使用单一的药物，如C/D型肉毒

素，根据成效监测来看，实施后效果俱佳，但由于实施草原鼠害防控后未开展植被恢

复措施和休牧禁牧措施，草原害鼠种群得以快速反弹，难以达到持续的控制效果，因

此，本试验拟采用综合防控措施开展科技试验。

3.2 技术选择
本试验拟采用“药物防控+物理防控+植被恢复”的综合防控措施开展科技试验。
3.3 小区划分
本试验区面积为200亩，划分为1个小区。
3.4 试验方法
采用“C/D型肉毒素控鼠+直线围栏陷阱系统（LTBS）控鼠+草种补播+喷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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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肥+围栏封育+后期管护”的具体技术措施。
3.4.1“C/D型肉毒素+直线围栏陷阱系统（LTBS）”控鼠
参照前面相关章节执行。

3.4.2 整地与施肥
整地：按照不破坏或少破坏原生天然植被的原则，采取划破草皮处理，采用人工

的方式于雨后在草地上用钉耙将草皮划破，深度为10厘米左右，间距为10厘米-15厘
米。实施小班位于坡地的，在实施时应沿等高线进行划破作业。

施肥：根据土壤肥力状况，施生物有机肥100千克/亩作基肥，可用人工或机械施
用底肥。生物有机肥质量符合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且原料使用“适用类”
。

3.4.3 播种
草种选择及用量：项目区均位于海拔3200米以上区域，根据项目区自然地理条件

，结合历年牧草草种组合筛选试验，选择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经过省级牧草区域试验

适宜高原生长、耐寒性强的乡土草种。优先选用四川省选育的适宜本区域栽培的牧草

审定品种，选择的草种为老芒麦、垂穗披碱草、多花黑麦草等（老芒麦优先选用川草

1号老芒麦或川草2号老芒麦，垂穗披碱草优先选用康巴垂穗披碱草或阿坝垂穗披碱草
）。种子须经清选处理（禾本科有芒种子须脱芒），无杂质、无破碎附属物。牧草种

子质量经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牧草种子检验单位抽检，种子质量达到国家二

级或二级以上标准。

撒播组合及用量为：1千克/亩老芒麦+0.5千克/亩垂穗披碱草+0.5千克/亩多花黑
麦草。

播种时间与播种方式：

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土壤解冻后进行。将草种均匀混合并计算好相应的播种量运至
实施小区，采用人工的方式再逐一均匀撒播，具体措施10人一组纵向或者横向排列，
间隔2米，在匀速前进过程中通过一左一右的方式进行草种撒播。

3.4.4 喷施微生物菌肥
参照“多功能微生物高寒退化草地地力提升科技试验”执行。
3.5 试验调查监测及预期成果
对草原鼠害控制和植被恢复效果进行调查监测、评价，形成试验报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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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预报站生态观测研究区
4.1 总体思路
结合阿坝县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建设进行。本观测研究区主要采用自动化观

测采集设备开展，主要采集照对“土、气、生、灾”多要素的全自动采集要求，主要通
过采集植被指标、土壤指标、气象指标、空气质量指标、灾害状况和图像信息来实现

数据收集。

4.2 总体要求
属于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固定监测点（固定监测样地），核心区不小于50亩

，辐射面积不小于300亩的天然草地，建设小型气象站、围栏、宣传标牌以及技术中
心的其他配套基础设施，购置监测采样、数据处理相关设备，固定专业技术人员1-3
人。小型气象站按照GB/T 24689.6-2009《植物保护机械 农林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和GB/T 20524-2018《农林小气候观测仪》要求建设。围栏安装NY/T 1237-200
6《草原围栏建设技术规程》建设。

4.3 监测设备
使用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建设的固定监测设备进行监测。此外，监测设备应

该留有接口对接自动化管理平台，方便集中管理。

4.4 成效评估
通过收集数据，统计分析，形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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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工种草植被恢复试验工作
5.1 总体思路
根据现地踏查，试点小区存在不同的坡度和板结程度，因此除已有的517亩有植

被恢复措施外的2483亩均开展植被恢复试验。
5.2 技术选择
本试验拟采用“施肥+草种补播”的技术方式开展植被恢复试验。
5.3 小区划分
本试验区面积为2483亩，划分为1个小区。
5.4 试验方法
采用“施肥+草种补播+围栏封育+后期管护”的具体技术措施。
5.4.1 土地整理
播种前视地块现状，人工清除地面石块等杂物。

5.4.2 播种
① 种子选择
草种组合为“垂穗披碱草+老芒麦+草地早熟禾+燕麦”。
② 种子要求
所选种子质量达到国家二级及以上种子质量标准，具体指标参照GB 6142。
③ 种子处理
种子具有长芒的，机械播种前需对带芒的种子进行去芒处理；如存在休眠和硬实

的种子，采用相应的预处理方法促进发芽，具体可参照GB/T 2930.4。
④ 播种
播种时期：5月中旬至6月上旬。
播种量：“‘阿坝’垂穗披碱草1.0千克/亩+‘川草2号’老芒麦1.0千克/亩+草地早熟

禾0.5千克/亩+‘梦龙’燕麦3.0千克/亩”。
播种方法：采用机械条播或人工开沟条播，行距30-60厘米。
播种及管理要求按照NY/T 1342-2007《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执行。
5.4.3 田间管理
追肥：分蘖-拔节期和抽穗-灌浆期根据长势追施肥料。施用多功能微生物菌肥，

除多功能微生物高寒退化草地地力提升科技试验区外，其余施肥量为1.2 L/亩。
在草种成熟后可进行一定强度的放牧利用，或收割利用。

5.4.4 试验调查监测
播种后对植被恢复情况进行监测，纳入植被恢复实验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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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传标牌设计
选择路边或位置比较显眼的地方安装宣传标牌，尺寸规格为：5米×4米，宣传牌

底部采用现浇C20砼作为基础，支撑钢管埋入80厘米，露出地面高度为50厘米，宣传
牌采用钢结构制作，面板采用镀锌钢板，立柱钢管尺寸为φ100，用量为6根。准确标
明项目名称、实施年度、建设地点、建设面积。布设位置以中标后，采购人提供的图

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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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围栏封育
为保证项目基地的研究和示范效果，防止牲畜、人类活动破坏保存的草种质资源

或践踏试验地，在3000亩周界安装8线网围栏，具体安装办法参照参照原国家农业部
《草原网围栏建设技术规程》（NY/T 1237-2006）和国家机械行业标准JB/T 7137-
2007《镀锌钢丝围栏网基本参数》 ，编结网围栏产品质量分等达到JB/T 7138-201
0《编结网围栏》等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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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研发课题服务要求：

1 工作内容
高原鼠兔生态防控指标与防控效果评价

2 总体思路
当前指导草原鼠害防控的指标主要是经济防控阈值，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中，草

原鼠类造成危害的种群密度远高于现在实行的经济防控阈值，从生态系统的效益评估

方面来讲，过低的防控指标可能会影响到这一种群与其生境的协同作用，因此，需要

使用更为科学的生态防控指标指导鼠害防控工作，特针对该技术进行专项研究。

3 样地设置
在阿坝县选择典型高寒草地分布区，选择不同退化等级的高寒草地各设置1个样

地，每个样地面积1亩，样地形状为正方形。

4 测定指标及方法
4.1 鼠害调查
采用地面调查结合无人机航拍调查方法，地面调查采用堵洞开洞法，调查有效洞

口数量，无人机调查主要调查总洞口数量及秃斑情况。

4.2 植被调查
在生长盛期在样地内按照“V”字型或对角线均匀选取3个1米×1米植被调查小样方

，记录样方内草本植物的种名、高度和密度，并对地上生物量（干重）进行测量。

4.3 土壤调查
调查指标：调查指标包括含水率、土壤紧实度、土壤肥力（全磷、速效钾、全氮

）。

调查方法：含水率——在试验样地按照“W”型设置实验点，在土壤中预埋记录仪
收集。土壤紧实度——在测定含水率的实验点附近用土壤紧实度仪测定0 - 3 0 厘米土
壤紧实度。土壤肥力——采样同土壤PH采样。
实验室测定：土壤全磷的测定按《森林土壤全磷的测定》（LY/T 1232 -2015）

执行；土壤速效钾得测定按《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NY/T 889-2004）
执行；土壤全氮的测定按《森林土壤全氮的测定》（LY/T 1228-2015）执行。

5 数据整理及分析
通过地面调查和无人机航拍调查，分析出鼠害面积（秃斑面积）、鼠洞数；通过

植被调查，了解不同退化程度草地之间植被变化（主要是地上生物量），计算损失的

地上生物量（干重），通过土壤调查，分析出土壤衰退情况，再结合防治所需的费用

等数据资料，建立拟合模型，最后获得草原鼠害防控生态阈值。

6 拟产出成果要求
通过研究，提出高原鼠兔生态防控阈值，形成指导防控建议，发表相关论文等。

（三）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服务要求

1 建设目标
阿坝县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是基于阿坝县草地现状和生态地位，以区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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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种为监测对象，定点定位定期开展草原鼠害危害状况监测、发生趋势分析、防控效

果评价，提供草原鼠害防控方案及决策科学依据，支撑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平台

。

根据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2021〕45号文件《关于开展草原鼠害监测
预报站点共建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及鼠害发生危害特征及治理需求，监测预报站建

设目标：

1 . 1 以鼠类种群动态及对草原植被生长危害程度为核心监测内容，实现鼠类长期
、定点、定时监测，满足鼠类动态监测及精准监测预报需求。

1 . 2 以“生态优先，绿色治理”为目标导向，满足草原鼠类防控生态阈值研究、综
合治理技术研发及防控示范需求。

1 . 3 以草原保护和修复为目标，开展草原植被监测，满足鼠荒地修复技术研究需
求。

2 监测预报内容
监测站将以智能监测为主要监测手段，监测内容包括鼠类发生面积动态、鼠密度

动态、凸斑形成及恢复动态、植被盖度动态、天敌种类及数量动态和各类相关气象因

子动态。

3 建设要求
3.1 选址要求
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基础设施建设地点应选择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配套较好的区域，布局应符合相关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标准、

定额或指标。

3.2 基础设施配套
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需配置监测区植被生长、鼠类发生程度、天敌种群数量变化

和气象四大类数据的智能监测设备，满足草原鼠害预测预报需求。各类智能仪器基本

要求如下：

① 鼠类活动影响下植被变化为核心数据的智能监测设备。所采集图像数据，可满
足鼠类活动与植被同步变化的特征分析，用于判断鼠类活动的危害程度，可实现数据

自动采集与传输。

② 鼠密度监测类智能终端设备。通过获取鼠洞数量变化（地上害鼠）土丘数量变
化（地下害鼠）、鼠类活动频率（直接捕获鼠类影响）等转换为标准鼠密度数据，可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与传输。

③ 草原鼠害发生范围和面积类智能监测设备。可满足鼠类发生区域变化和发生面
积测定，可实现自动数据传输。

④ 天敌种群动态监测设备。可实现主要天敌类群数量动态监测，可实现自动数据
传输。

⑤ 智能气象站：满足温度、湿度、降雨和风速等草原鼠害发生相关气象数据智能
监测，可实现自动数据传输。

3.3 拟投入设备清单
阿坝县省级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建设规模表

序号序号 建设内容建设内容 单位单位 规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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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设备

1.1 气象站 套 1

1.2 360度视频监测站 套 1

1.3 红外相机 部 10

1.4 猛禽声纹监测仪 台 1

1.5 草原植被生长自动监控系统 套 1

2 其他辅助材料

2.1 鼠笼 个 100

2.2 鼠夹 个 200

2.3 冰箱/冰柜 个 2

2.4 标识标牌 个 1

2.5 设施围栏（高速网围栏） m 40

3 草原鼠害数据分析模型开发等

3.1 辅助数据获取 项 1

3.2 数据建模 项 1

3.3 数据库创建 项 1

4 运维费 项 1

注：提供的设备要满足基础设施配套要求，满足监测、数据采集、数据运行、数据利用等方面的工作需要。。

3.4 拟投入设备参数

监测内容
设备名

称
需求参数 备注

气象监测 气象站

1、风速量程：0～60m/s；分辨率：不低于0.1m/s；准确度：±(0.3

+0.03V)m/s

2、风向量程：0～360°；分辨率：不低于1°；准确度：±3°

3、大气温湿压量程：-40～80℃；分辨率：不低于0.1℃；准确度：

±0.5℃量程：0～100%RH；分辨率：不低于0.1%RH；准确度：±5

%RH量程：10～1100hpa；分辨率：不低于0.1hPa；准确度：±0.3

hPa

4、不锈钢雨量量程：0-999.9mm；分辨率：不低于0.2mm；准确度

：±4%降雨强度：0~4mm/min

5、数据传输：采用数据采集传输终端（4G模块3年流量费），多通道

数据采集仪，带232和485接口；供电方式：220V交流/12V直流并存

。

6、供电系统：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含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电池板

100W、锂电池50AH、供电线

7、防护箱用于安装采集仪或电源系统；避雷装置：避雷针角钢避雷线

8、云平台：数据监控：24小时实时数据回传。也可人工控制开关回传

数据。GIS地图展示站点设备，可查看站点位置、实时数据。各时间段

的历史数据及数据曲线图、历史数据可导出至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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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鼠类活动

动态监测

360度

视频监

测站

1、设备主要组成：捕鼠通道、信息采集模块、诱剂模块、中控模块、

供电模块、灭鼠模块（防治型）、储鼠模块（科研型）、自动释放模块

（循环型）、图像像素支持：200-2000万（可定制）

2、全方位诱捕，自动开关诱捕口、诱剂投放可智能投放（循环性；控

制投放时间和数量）自动复位

3、实时数据分析：时数据采集，实时了解害鼠密度、种类，分析鼠情

信息，做出鼠情预测预报，支持历史数据导入系统分析，可视化展示

4、可视化参数：鼠情种类、数量、体重、图像、活动节律等

5、通信频段：7模全网通、通信模式：2G/3G/4G(可拓展)、远程控制

、定时唤醒、红外组合唤醒、支持远程密码保护、远程故障诊断

6、侦测功能：红外侦测、图像侦测、称重侦测（循环型）

7、防护等级：≥IP67、MTTR:≤30min、MTBF:＞2000Hour

8、太阳能供电、工作温度：-15℃～60℃

9、智能测控鼠害预警预报，远程云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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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敌监测

红外相

机

1、最大可支持不低于3K（2560*1920）/40帧，有声视频，照片像素

≥3200万

2、支持相机Wifi直连手机APP，通过手机设置参数；可通过手机APP实

时预览监控区域画面

3、相机通过WIFI自动同步手机日期时间及GPS信息

4、采用不低于2寸高清屏，可旋转，安装时方便查看监测区域；

5、相机录像与拍照同步启动，启动时间≤0.2秒；

6、相机录像时可同时完成拍照；可显示丰富的照片信息,包括拍摄日期

、时间、温度、月相、设备名称、经纬度等

7、内置智能图像算法，自适应各种环境光线，自动调节远近距离曝光

度

8、支持类似换弹匣式的整体安装及更换电池方式；

9、支持PIR+移动智能双重检测；

10、采用多区大感应面；

11、兼容12AA电池及6节18650电池，各种电压电池可使用，可支持

太阳能充电

12、支持拍照、录像、拍照+录像的工作模式

13、强抗冷热冲击性能，IP68防水防尘设计，可进行5米以上深水浸泡

试验

14、镜头采用大光圈镜头,FOV=65度及90度可选，宽光谱兼容性，高

低温无变焦

15、内置耐低温钮扣电池；

16、支持一体式IR-CUT日夜切换器，提升彩色与黑白图像质量；

17、可支持最大不低于512GBSD存储卡，兼容各种品牌；

18、支持录音；工作温度支持-40至+80℃

19、配套图像管理软件，具有图像人工识别、按组打标签、图像信息

自动提取、查询分拣、批量重命名、批量打水印、批量修改拍摄时间、

批量删除、相机管理、历史数据管理等功能；

本次拟投

入的设备

使用后均

归采购人

所有

猛禽声

纹监测

仪

1、通道：单通道，全天候防水；

2、录制格式：采用16-bit全频谱.wav；

3、记录带宽：20Hz-48kHz；

4、支持的采样率(Hz)：8000、12000、16000、22050、24000、

32000、44100、48000和96000；

5、灵敏度：-10.0±4(0dB=fs/Pa@1kHz)；

6、最大输入声级：通常为≤104dBSPL；

7、指向能力：全向；

8、每个卡槽都能支持32GB(SDHC)或最高512GB(SDXC)；

9、通过蓝牙改变设置和把自动记录器状态发送给应用程序app；使用

使用者移动设备设置日期、时间、时区和位置；

10、外壳材料：聚碳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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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数据

监测

草原植

被生长

自动监

控系统

1、气象监测模块;工作湿度范围0~100%RH，工作温度范围-40~80°

C，防护≥IP66；温度：测量范围-40～80°C，精确性±0.1°C，长期

稳定性±1°C/Year；相对湿度：测量范围0~100%RH 相对湿度，精

确性 ±0.8%RH 相对湿度，长期稳定性±1%RH/Year；气压：测量范

围10～1300 hPa，精确性±1 hPa （25°C）；风向：原理超声波0~

360°，精确性±2°，采样频率最大不低于10Hz；风速：原理超声波测

量范围0～60 m/s，精确性±0.3m/s或±3%（0~30m/s）, ±5% (>

35m/s) RMS，采样频率最大不低于10Hz；雨量：原理：光学散射产

生的脉冲计数值反映雨滴的大小，分辨率：不低于0.1mm；辐射：测

量范围0～2000W/㎡，分辨率：不低于1W/㎡，精度不低于5%。

2、长势监控模块:不低于400万像素摄像头，照片不小于1MB，数据自

动回传草原监测物联网数据展示平台及草原生境云监测小程序。带尺度

立杆测量牧草的高度。照片提取计算植被盖度。

3、多光谱监测模块:测量波段650nm和810nm，测量盖度精度与精度

均大于95%，可测量包括NDVI，叶绿素和产量指标。手动和自动采集

数据两种模式，实现测量模型本地化。

4、供电:太阳能板和锂电池蓄能。太阳能功率为150W，共2块，最大

电压18V。连续阴雨供电时长可达5-7天。

其他辅助

材料

鼠笼 采用金属笼

鼠夹
15.2cm*7.8cm*6.8cm(±0.2cm)，弹簧起跳起夹力：≥1.0KGS;末

端弹力≥4.5KGS；激发灵敏：≥15-25G

冰箱/冰

柜
最低-40摄氏度

标识标

牌

尺寸规格为：2m*1.5m(±0.5m)，底部采用现浇C20砼作为基础，支

撑钢管埋入80厘米，露出地面高度为50厘米，标识标牌采用钢结构制

作，面板采用镀锌钢板，立柱钢管尺寸为φ100，用量为2根。标识牌内

容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设施围

栏
采用高速网围栏

草原鼠害

数据分析

模型开发

等

辅助数据获取

数据建模

数据库创建

运维费 主要用于数据传输通信、存储、管护

（四）成立专家工作站

1 目标任务
专家工作站是示范县探索与省内外草原鼠害防控专家团队建立新型的“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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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用”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专家团队和地方管理部门双方资源优势，帮助地方管理部门
解决重大技术难题，提升基层技术创新及推广能力。通过机制创新，加快乡土人才和

示范基地建设，培养高水平、学以致用的专业人才队伍。

1 . 1 “产-学-研-用”结合，促进成果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着力
解决草原鼠害综合防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示范引领不够、基层专业人才匮乏的

问题，持续提升专家工作站科技服务水平。

1 . 2 以科技落地落实为核心，探索专家定点服务机制，激发基层科技典型示范带
动作用。提升专家工作站保障能力，建立健全高校、科研院所专家科技下乡相关鼓励

政策，形成有利于吸引专家参与农村科技工作的激励保障机制，培养并带动基层乡土

科技人才队伍。

1 . 3 以提高基层工作者和农牧民科学素质为目的，以技术科普和创新需求为导向
，推动现代草原科技传播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努力把专家工作站建

设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中心、人才聚焦和培养中心、草地产业推进和服务中心、

信息交流和传递中心，助力阿坝县现代草原事业发展。

2 建设方案
县级主管部门与中标人单位积极沟通，明确建站方案。按照以下要求推进建站工

作：

2.1 主管部门职责
① 负责专家工作站保障条件建设。按照专家工作站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提供办

公、研究、试验经费和生活保障；

② 负责组织协调专家对接，组建专家服务团；
③ 负责专家工作站的日常管理，组织专家检查、考核、验收等工作；
④ 帮助协调解决专家工作站运行中的有关问题；
⑤ 与专家及研究团队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地方创新人才、乡土专家等，

指导和带动基层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2.2 进站专家职责
① 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先进科学文化、营造科技创新氛围，组

织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培训活动；

② 开展县域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发展战略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
③ 为建站单位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难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④ 与建站单位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地方创新人才，指导和带动基层人才

队伍建设；

⑤ 组织专家及其团队开展联合攻关，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共同研发重大新产品，
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

2.3 建设任务
① 专家工作站牌匾
在选择挂牌单位后，制作专家工作站牌匾并挂牌。

② 专家站办公环境改造

为了专家成员临时办公，通过改造现有办公区域50 m2，办公区域可设置在合作
社、乡镇府或县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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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组织专家培训授课
拟组织专家培训授课2次，培养阿坝县本土人才。
2.4 定期开展专家会商
通过项目实施，定期召开专家会商会议，为阿坝县草原鼠害综合防控示范区-防控

科技研究试点小区建设献计献策。

2.5 宣传报道
通过专家站的建设，撰写相关宣传资料，对社会公众和农牧民进行宣传，让专家

与社会公众和农牧民之间开展对话，能够切实解决相关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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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五）防控模式与管理制度

1 防控模式创新
探索社会化服务购买、专业化统防统治等推进方式，鼓励草原鼠害专业化防治企

业、农牧民专合组织参与草原鼠害综合防控建设，建立长效防控机制，提高防控效果

。

针对牧区文化，采取社区参与方式，挖掘地方传统生态智慧，发挥当地群众在鼠

害防控中的主体作用，转变“要我防治”为“我要防治”的观念，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草
原鼠害防控与生态修复的良好氛围。

通过项目实施，全过程监测评价，结合基层农牧民的观念和态度，提炼集成“一地
一策、一鼠一策”，因地制宜的鼠害防控模式，提高防控效果和防控效率，建立健全
防控机制并巩固深化防控成果。

2 管理制度创新
结合地方实际和草原鼠害防控实践，研究制定草原鼠害监测预报制度、发生趋势

会商制度、应急报告制度、防效评价制度和农药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同时，按省林草

局要求开展疑难技术问题研究、现场指导、技术培训和成效评价。

草原鼠害监测预报制度。一是建设草原鼠害监测预报站，监测预报站需配备固定

的工作场所，包括实验室和固定生态监测区，必要的数据存储与处理信息化软硬件设

备及草原鼠害野外调查设备。二是发生趋势会商制度，根据情况和需要定期召开专家

会商，研判鼠害防控形势，共享最新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共议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三是应急报告制度。对于突发事件和涉及人员多、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敏

感程度强的事件，以示范区为单位及时核实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和单位。

草原鼠害防控制度。一是监测预警制度，建立健全防控指标体系，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二是农药安全使用管理制度。主要目标为保障人畜安全、野生动物安全、畜

牧产品质量安全、土壤与水资源安全，在农药的选择、使用和保管等环节做好评估、

登记与追踪。三是防控效果评价制度。倡导环境友好和可持续防治技术和措施。评价

指标主要包括鼠害发生率、防控效果、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委托相关领域专家研究

制定评价方法和技术体系。四是其他安全制度。包括草种引进、整地方式等。

3 建设任务
对阿坝县草原鼠害防控、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开展调研，结合草原鼠害综合防控

示范区的建设情况，编制阿坝县草原鼠害综合防控模式和管理制度调研报告，组织专

家评审，集成创新阿坝县草原鼠害防控模式和管理制度。

★ 17
三、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须承诺用于本次做试验工作的材料均来源于合法渠道。（单独提供

承诺函）

18
（二）为项目更好的实施，投标人需提供服务方案、项目应急预案、后续服务等

；

★ 19
（三）该项目实施工作全过程安全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负责。（单独提供承诺函

）

★ 20 （四）论文、专利或标准的署名权归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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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包2：

标的名称：工程监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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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项目概况

阿坝县2023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开展人工种草5000亩，
配套建设人工种草围栏10553m、宣传标牌1座、鼠害防治标牌16个；对人工种草建
设区域全面开展鼠害防治工作，防治总面积5000亩。开展天然草原改良60000亩，
配套建设宣传标牌3座。阿坝县鼠害综合防控示范区-防控科技研究试点小区建设面积
为3000亩，该建设内容为应用型研究。

★ 2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内容
根据阿坝县2023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的总体技术规范、

要求，监理受采购人委托，依法对本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监理工作内容
2.1.1、质量控制管理
2.1.2、工期控制管理
2.1.3、投资控制管理
2.1.4、合同管理
2.1.5、信息资料管理
2.1.6、组织协调工作
2.1.7、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工作
2.2监理工作职责及主要方向
2.2.1、监理工作的职责
监理对项目质量控制分三步进行：即施工准备阶段做到事前控制。施工阶段做到

旁站监理和同步抽检，帮助实施单位按设计图纸、技术交底及技术规程施工，工序完

工后，实施单位应在自检达到合格后将全部质量保证文件及工程质量的必要说明及隐

蔽工程记录单，由监理工程师对照质量检查记录作观感签收。施工结束时进行量测鉴

定并督促进行整改。

2.2.2、监理工作的主要方向
①投资控制
1）对投标文件之外的变更及新增项目，由采购人决定，监理对工程量进一步确

认，以控制费用支出。

2）做好项目材料进场后的验收工作，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验收测量记录签证。
3）严格签证，检查督促实施单位执行合同情况。
②质量控制
1）督促审核实施单位质量安全体系，要求上报实施组织管理网络，要求质检人

员深入现场，把好每道工序关键部位，并做好自检。

2）督促实施单位做好岗位培训，要求配置一定比例的熟练工人。
3）督促实施单位遵循项目建设的原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严格遵照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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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4）督促严格按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如发现图纸与现场实际不符应及时告知采购
人并协助办理变更手续。

5）进度控制：按竣工时间要求严控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完工。
2.2.3、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GB/T51429-2022《农业建设项目验收技术标

准》验收合格标准。

2.2.4、质保期：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2.2.5、服务范围：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所示全部范围监理。
3、其他要求
3.1、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须合理配置人员，提供好各项服务。供应商提

供的各种服务均须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或标准）；

3.2、中标人须接受采购人临时安排的与项目有关的工作。
3.3、安全要求：该项目实施监理工作全过程安全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3
三、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需求提供质量控制方案、进度控制方案、合同和信息管理

措施方案、安全文明施工控制措施、造价控制措施等。

3.2.3人员配置要求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配备相关人员

采购包2：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配备相关人员

3.2.4设施设备配置要求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1：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相关设施设备

采购包2：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相关设施设备

3.2.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1：

若评审得分、最后报价、技术指标得分均相同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并列的情况下，优先推荐成交单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为

第一中标候选供应商（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采购包2：

若评审得分、最后报价、技术指标得分均相同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并列的情况下，优先推荐成交单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为

第一中标候选供应商（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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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日

采购包2：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23日

3.3.2服务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阿坝县，具体以采购人指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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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包2：

阿坝县，具体以采购人指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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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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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库〔2016〕205号）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应以采购

合同、采购及其补充文件、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验收的主要依据。

采购包2：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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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库〔2016〕205号）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应以采购

合同、采购及其补充文件、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验收的主要依据。

3.3.4支付方式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采购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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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合同签订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研究试验落地实施，完成第一次整体调查监测并提交监测数据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项目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2： 付款条件说明： 待双方合同签订后并项目进场后实施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2： 付款条件说明： 待项目进场后项目实施完成70%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2： 付款条件说明：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3.3.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3.1 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必须遵守并执行本项目中约定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的正

常实施； 13.2 如因中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过失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

限于采购人本身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3.3 如

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将本项目成果移作他用，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成果，违反本条规定，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

中标人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3.4. 争议解决：当出现争议时，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

矛盾提交项目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采购包2：

13.1、违约责任 （1）、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必须遵守并执行本项目中约定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的正常实施。

（2）、如因中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过失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

购人本身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如未经

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将本项目成果移作他用，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成果，违反本条规定，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

人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3.2、争议解决：当出现争议时，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争

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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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一：本项目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服务的最终报价，包括人工费、国内税费、仪器设备器材费、牧草种

子费、肥料费、农药费、监测站建设费、网围栏建设费、数据库建设费、软件开发费、差旅费、培训、验收等费用以及一切其

它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质性要求） 采购包二：本项目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服务的最终报

价，包括人工费、国内税费、差旅费、培训等费用以及一切其它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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