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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需求

项目编号：ZB2023-0425

项目名称：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

预算金额：2,160,000.00 元

标包:本项目分为 2个包；

标包预算金额/最高限价：A包：1,510,000.00 元；B 包；：650,000.00 元

包号 类别 点位数量 单价点位/最高限价

A包 表层点位 1007 个 1500.00 元

B 包 剖面点位 43 个 15000.00 元

备注 海南省三普办下发昌江黎族苗族自治县耕地园地 591.11 平方千米，林草地

743.51 平方千米，各包最终采样的样点数量以农业部下发为准。

报价要求：

各包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以最后磋商报价（单价）以单价最低

的作为价格基准分。结算价为最终成交单价 X样点数量（最终采样的样点数量

以农业部下发为准）。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各包以最后磋商报价单价乘以实际工

作量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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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

一、项目背景

土壤普查是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等的重要方

法，普查结果可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

支撑，也可为经济社会生态建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琼府〔2022〕16 号）、

《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前

期准备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结合

我县实际，制定本采购需求。

二、项目概况

A包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三次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技术服务（表层）

A包预算：1,510,000.00 元

A包合同履约期限（服务期限）：4个月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质量标准：合格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1）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签订协议后，采购人凭

成交供应商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在 20 个工

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服务费用总额的 30%；（2）成交供应商按协议约定

完成采样工作、交付成果文件后 2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具的等

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费用总额

的 40%；（3）成果文件完成最终验收后 2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

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服

务费用总额的 30%。（最终付款条件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工作内容

（一）普查范围及对象

土壤普查范围为我县全域，包括石碌镇、乌烈镇、十月田镇、叉河镇、海尾

镇、七叉镇、昌化镇、王下乡等 8个乡镇及红林农场。

土壤普查对象为我县境内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部分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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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

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海南省三普办下发昌江黎

族苗族自治县耕地园地 591.11 平方千米，林草地 743.51 平方千米，表层样点共

1007 个，最终采样的样点数量以农业部下发为准。

（二）技术路线

（三）普查内容及成果

1. 前期准备：县三普办遴选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和农技队伍按照《土壤外业调

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参加省级培训，做好野外调查物资筹备、制定工作计

划。

2. 调查时间：依据省三普办规定时间进度进行野外调查。考虑到不同土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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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对土壤样品采集及理化数据的影响，结合地区土壤的实

际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协调调查工作，避免因施肥、灌水等以及其他耕作措施的

影响；农田土壤调查采样尽量在播种施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进行；果园土壤调查

采样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前进行；森林土壤和滨海盐土调查采样避免在雨季进行。

3. 样点外业定位：根据省级下发的土壤普查调查点位图，通过手持端APP、

导航临近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局地土壤类型代表性（或

典型性）核查，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土壤类型点位开展调查采样工作，

必要时根据全国三普技术规程规定进行样点点位调整。

4.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

（1）样点基本信息：记录调查样点的行政区划、地理坐标、海拔高度、采

样日期、天气情况、调查人及其所属单位等，均为必填项。除天气状况、调查人、

调查机构需现场填报外，其他项均已统一赋值，野外进行核定。同时，还要记侵

蚀、基岩出露、地表砾石、地表盐斑、地表裂隙、土壤沙化等地表特征。

（2）成土环境：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

母岩母质等情况。

（3）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土地利用、耕地园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肥料使用、土壤培肥改良等情况。

（4）景观照片采集：景观照片应着重体现样点地形地貌、植被景观、土地

利用类型、地表特征、农田设施等特征，要融合远景、近景。

5. 样点信息填报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利用调查与信息

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

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土地利用、

耕地园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肥料使用、土壤培肥改良、

秸秆还田等情况。

6.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样

点定位、样点信息填报、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样、容

重样品采样、电导率速测、样品封装和填写调查记录。表层容重样品需选取临近

的、未被耕翻或压实的三个采样点，并使用“环刀法”在合适的部位采集，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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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装。表层采样主要涉及原状表层样品、表层容重样品。

采样后及时将采集的表层土壤样品分批交接至样品流转中心或样品制备实验室，

填写土壤样品交接表。

7. 样品暂存与流转。根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试行）》要求，

打印并粘贴标签，采样后样品交接前，应妥善暂存土壤样品。对于表层土壤混合

样品，应使土壤处于通风状态，避免布袋发霉。及时将采集的表层土壤样品分批

交接至样品流转中心或样品制备实验室，填写土壤样品交接表。

8. 数据提交与审核。（1）数据提交：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填报，按

照全国土壤普查各专项规范要求，外业调查、样品制备与流转等过程的数据、单

位、人员等信息，及时填报至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2）数据审核：县三普办

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依托国家开发的普查工作平台对本区域土壤普查数据进行

审核。主要包含点位信息、立地调查、现场采样等外业调查采样队提交的调查采

样数据。审核无误的普查数据，通过普查工作平台及时上报省三普办；同时加强

与省三普办沟通，接受省三普办的质询，对于存疑数据及时整改、重报。

9.试点普查内容及成果。以完善土壤分类系统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

以土壤理化性状普查为重点，更新和完善全省土壤基础数据，构建土壤数据库和

样品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利用类

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状况，摸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耕地后备资源

土壤质量、典型区域土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质量家底。

（1）土壤性状普查。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颜色、质地、有机

质、酸碱度、养分情况、容重、孔隙度、重金属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以及满

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元素。

（2）土壤类型普查。通过实地踏勘、剖面挖掘、层次划分和观察等方式，对照

土壤“二普”形成的土壤分类成果是否一致，最终依据三种底图和每种土壤类型

的面积分布比例，修订图斑内各个土壤类型的名称。

（3）土壤立地条件普查。重点普查土壤野外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

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等情况。

（4）土壤利用情况普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普查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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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方式、灌排设施情况、植物生长及作物产量水平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

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

和经验。

（5）土壤数据库构建。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省、县两级土壤空间和属性数据

库，并对数据成果进行汇总管理。空间数据库包括土壤类型图、土壤质量图、土

壤利用适宜性评价图、地形地貌图、道路和水系图等。属性数据库包括土壤性状、

土壤障碍及退化、土壤利用等指标。

（6）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剖面性状和利

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开展 40 年来试点县土壤质量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提出防

止土壤退化的措施建议。重点开展耕地地力退化、盐碱化和酸化等专题评价，提

出治理修复对策。

（7）普查成果汇交。组织开展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括实物成果（样品、标本

等）、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土壤质量状况、土壤

改良与利用、农林牧业生产布局优化等数据成果分析汇总和上交。

四、工作时间安排

2023 年 5 月前，完成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组建；编制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方案；搜集和整理普查基础数据资

料；开展外业调查采样队伍组建工作；

6月- 8 月，接收省级下发的工作底图和样点布设图；采取政府公开采购或

招标技术服务方式确定外业调查采样单位。采样单位应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相关

要求；制定外业调查采样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

样和二普土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9 月-12 月，成果汇总、总结、验收。

五、质量控制

1. 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应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规范》开展野外调查和

采样工作。调查采样队专家对各个调查队上传的采样信息进行 100 %检查，经检

查审核合格后，由调查采样队通过采样终端设备统一上传到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

台，土壤样品统一提交省级样品制备实验室。调查与采样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包括组建有土壤学背景质量检查员的调查队伍、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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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指导、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采样照片拍摄、采样过程监督、样品交接、

数据提交等方面。

2. 外部质量监督检查

省质控实验室负责对各个市县外业调查采样的监督检查工作，资料检查不低

于本区域采样任务的 5%、现场检查不少于 5%。

六、工作保障

1. 组织保障

我县成立土壤三普领导小组，建立工作领导机制，制定工作方案，负责推进

本县土壤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

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

2. 技术保障

县土壤三普办根据我县实施方案，统筹整合利用好科研、教学以及社会第三

方机构技术力量，采取培训、宣传、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组建专业的技术工

作组和专业的外业调查队伍。

3. 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自媒体渠道，大力宣传土壤普查对于

提升耕地保护与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提高公众在耕地保护、农

产品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责任意识。

4. 经费保障

根据土壤普查任务和计划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按规定

统筹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并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

进行。

5. 安全保障

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

息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外业调查采样等各工

作环节的生产安全。

6.服务保障：须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并按时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

度；做好数据归集保障数据完整性，确保所有样品、数据建立样品库、数据库保

存完整、安全，形成土壤普查成果，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

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



8

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内业测试等各工作环节的生产安全。

七、技术要求

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表层采样，承接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组建 5人（含）以上调查队的能力，其中技术领队 1名，质量检查员

1名，采样人员 2名，司机 1名，（技术领队和质量检查员必须分开单设，其他

岗位可以兼职。技术领队与质量检查员需通过全国或省土壤三普办组织的培训考

核，负责技术把关、样点现场确认及立地条件调查等工作）；

2.具备组织培训和处理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全程调

查质量控制监管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制定外业调查采样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

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和二普土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等；

3.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

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4.具备《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和《海南省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

技术手册》等相关技术要求。

5.具备编写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实施方案、技术规范等能力；

6.具备开展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流转、检测和成果汇

交汇总成果汇总形成文字成果、图件成果的能力；

7.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

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八、资质产权归属：

在合同签署生效前，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各自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

仍归各自所有，不因本项目而改变。合同的签订不构成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知

识产权及相关权益。任何一方不得侵犯他方知识产权。

本项目产出的成果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九、验收和方法：

1.采购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招、投标文件的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2.采购人可以独立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验收出现争议时，成交供应商可以

与采购人协商共同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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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

一、项目背景

土壤普查是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等的重要方

法，普查结果可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

支撑，也可为经济社会生态建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琼府〔2022〕16 号）、

《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前

期准备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结合

我县实际，制定本采购需求。

二、项目概况

B包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三次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技术服务（剖面）

B包预算：650,000.00 元

B包合同履约期限（服务期限）：4个月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质量标准：合格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1）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签订协议后，采购人凭

成交供应商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在 20 个工

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服务费用总额的 30%；（2）成交供应商按协议约定

完成采样工作、交付成果文件后 2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具的等

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费用总额

的 40%；（3）成果文件完成最终验收后 2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成交供应商开

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项目服

务费用总额的 30%。（最终付款条件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工作内容

（一）普查范围及对象

土壤普查范围为我县全域，包括石碌镇、乌烈镇、十月田镇、叉河镇、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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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七叉镇、昌化镇、王下乡等 8个乡镇及红林农场。

土壤普查对象为我县境内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部分未利用

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

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海南省三普办下发昌江黎族

苗族自治县耕地园地 591.11 平方千米，林草地 743.51 平方千米，剖面样点共

43 个，最终采样的样点数量以农业部下发为准。

（二）技术路线

（三）普查内容及成果

1. 前期准备：县三普办遴选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和农技队伍按照《土壤外业调

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参加省级培训，做好野外调查物资筹备、制定工作计



12

划。

2. 调查时间：依据省三普办规定时间进度进行野外调查。考虑到不同土壤类

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对土壤样品采集及理化数据的影响，结合地区土壤的实

际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协调调查工作，避免因施肥、灌水等以及其他耕作措施的

影响；农田土壤调查采样尽量在播种施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进行；果园土壤调查

采样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前进行；森林土壤和滨海盐土调查采样避免在雨季进行。

3. 样点外业定位：根据省级下发的土壤普查调查点位图，通过手持端APP、

导航临近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局地土壤类型代表性（或

典型性）核查，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土壤类型点位开展调查采样工作，

必要时根据全国三普技术规程规定进行样点点位调整。

4.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

（1）样点基本信息：记录调查样点的行政区划、地理坐标、海拔高度、采

样日期、天气情况、调查人及其所属单位等，均为必填项。除天气状况、调查人、

调查机构需现场填报外，其他项均已统一赋值，野外进行核定。同时，还要记侵

蚀、基岩出露、地表砾石、地表盐斑、地表裂隙、土壤沙化等地表特征。

（2）成土环境：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

母岩母质等情况。

（3）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土地利用、耕地园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肥料使用、土壤培肥改良等情况。

（4）景观照片采集：景观照片应着重体现样点地形地貌、植被景观、土地

利用类型、地表特征、农田设施等特征，要融合远景、近景。

5. 样点信息填报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进行样点立地条件、利用调查与信息

填报工作。立地条件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

质、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等情况。土壤利用重点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土地利用、

耕地园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肥料使用、土壤培肥改良、

秸秆还田等情况。

6.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样

点定位、样点信息填报、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样、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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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样品采样、电导率速测、样品封装和填写调查记录。表层容重样品需选取临近

的、未被耕翻或压实的三个采样点，并使用“环刀法”在合适的部位采集，每份

容重样品单独使用自封袋盛装。表层采样主要涉及原状表层样品、表层容重样品。

采样后及时将采集的表层土壤样品分批交接至样品流转中心或样品制备实验室，

填写土壤样品交接表。

7. 样品暂存与流转。根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试行）》要求，

打印并粘贴标签，采样后样品交接前，应妥善暂存土壤样品。对于表层土壤混合

样品，应使土壤处于通风状态，避免布袋发霉。及时将采集的表层土壤样品分批

交接至样品流转中心或样品制备实验室，填写土壤样品交接表。

8. 数据提交与审核。（1）数据提交：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填报，按

照全国土壤普查各专项规范要求，外业调查、样品制备与流转等过程的数据、单

位、人员等信息，及时填报至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2）数据审核：县三普办

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依托国家开发的普查工作平台对本区域土壤普查数据进行

审核。主要包含点位信息、立地调查、现场采样等外业调查采样队提交的调查采

样数据。审核无误的普查数据，通过普查工作平台及时上报省三普办；同时加强

与省三普办沟通，接受省三普办的质询，对于存疑数据及时整改、重报。

9.试点普查内容及成果。以完善土壤分类系统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

以土壤理化性状普查为重点，更新和完善全省土壤基础数据，构建土壤数据库和

样品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利用类

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状况，摸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耕地后备资源

土壤质量、典型区域土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质量家底。

（1）土壤性状普查。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颜色、质地、有机

质、酸碱度、养分情况、容重、孔隙度、重金属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以及满

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元素。

（2）土壤类型普查。通过实地踏勘、剖面挖掘、层次划分和观察等方式，对照

土壤“二普”形成的土壤分类成果是否一致，最终依据三种底图和每种土壤类型

的面积分布比例，修订图斑内各个土壤类型的名称。

（3）土壤立地条件普查。重点普查土壤野外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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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等情况。

（4）土壤利用情况普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普查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

耕作方式、灌排设施情况、植物生长及作物产量水平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

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

和经验。

（5）土壤数据库构建。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省、县两级土壤空间和属性数据

库，并对数据成果进行汇总管理。空间数据库包括土壤类型图、土壤质量图、土

壤利用适宜性评价

图、地形地貌图、道路和水系图等。属性数据库包括土壤性状、土壤障碍及退

化、土壤利用等指标。

（6）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剖面性状和利

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开展 40 年来试点县土壤质量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提出防

止土壤退化的措施建议。重点开展耕地地力退化、盐碱化和酸化等专题评价，提

出治理修复对策。

（7）普查成果汇交。组织开展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括实物成果（样品、标本

等）、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土壤质量状况、土壤

改良与利用、农林牧业生产布局优化等数据成果分析汇总和上交。

四、工作时间安排

2023 年 5 月前，完成昌江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组建；编制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方案；搜集和整理普查基础数

据资料；开展外业调查采样队伍组建工作；

6月-8 月，接收省级下发的工作底图和样点布设图；采取政府公开采购或招

标技术服务方式确定外业调查采样单位。采样单位应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相关要

求；制定外业调查采样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

和二普土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9月-12 月，成果汇总、总结、验收。

五、质量控制

1. 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应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规范》开展野外调查和

采样工作。调查采样队专家对各个调查队上传的采样信息进行 100 %检查，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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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审核合格后，由调查采样队通过采样终端设备统一上传到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

台，土壤样品统一提交省级样品制备 实验室。调查与采样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

制，主要包括 组建有土壤学背景质量检查员的调查队伍、外业调查人 员培训与

专家在线指导、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采样照片拍摄、采样过程监督、样品

交接、数据提交等方面。

2. 外部质量监督检查

省质控实验室负责对各个市县外业调查采样的监督检查工作，资料检查不低

于本区域采样任务的 5%、现场检查不少于 5%。

六、工作保障

1. 组织保障

我县成立土壤三普领导小组，建立工作领导机制，制定工作方案，负责推进

本县土壤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

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

2. 技术保障

县土壤三普办根据我县实施方案，统筹整合利用好科研、教学以及社会第三

方机构技术力量，采取培训、宣传、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组建专业的技术工

作组和专业的外业调查队伍。

3. 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自媒体渠道，大力宣传土壤普查对于

提升耕地保护与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提高公众在耕地保护、农

产品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责任意识。

4. 经费保障

根据土壤普查任务和计划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按规定

统筹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并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

进行。

5. 安全保障

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

息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外业调查采样等各工

作环节的生产安全。

6.服务保障：须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并按时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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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做好数据归集保障数据完整性，确保所有样品、数据建立样品库、数据库保

存完整、安全，形成土壤普查成果，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

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

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定安全生产措施，保障内业测试等各工作环节的生产安全。

七、技术要求

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剖面采样，承接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组建 6人（含）以上调查队的能力，其中技术领队 1名，质量检查员

1名，采样人员 3名，司机 1名；（技术领队和质量检查员必须分开单设，其他

岗位可以兼职。技术领队与质量检查员需通过全国或省土壤三普办组织的培训考

核，负责技术把关、样点现场确认及立地条件调查等工作。）剖面样点土壤调查

队伍须具备土壤调查、分类、制图工作经验；

2.具备组织培训和处理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全程调

查质量控制监管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制定外业调查采样计划，开展外业调查样

点校核工作；组织外业调查、采样和二普土壤图更新等工作，完成样品打包转运

等；

3.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

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4.具备《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和《海南省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

技术手册》等相关技术要求。

5.具备编写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实施方案、技术规范等能力；

6.具备开展昌江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流转、检测和成果汇

交汇总成果汇总形成文字成果、图件成果的能力；

7.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

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

八、资质产权归属：

在合同签署生效前，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各自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

仍归各自所有，不因本项目而改变。合同的签订不构成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知

识产权及相关权益。任何一方不得侵犯他方知识产权。

本项目产出的成果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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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验收和方法：

1.采购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招、投标文件的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2.采购人可以独立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验收出现争议时，成交供应商可以

与采购人协商共同邀请第三方参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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