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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

采购需求

况

1、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2、预算金额（最高限价）：¥91.1496万元

3、项目概况：

（1）根据省林业局、市林业局关于做好 2024年度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部署，

市森防站派员 2024年 1月以来开展全市椰心叶甲、椰子织蛾、薇甘菊等疫情进行调查，

发现以上疫情有所反弹，为持续有效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的蔓延，促进林业生态文明

建设，特制定本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实施要求。

（2）防治项目：本年度防治项目包括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海文高速

公路等景观地段棕榈科植物病虫害喷药防治、石山镇和龙泉镇地带薇甘菊防治等。

4、采购内容：组织海口市 2024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名称 预算金额 数量 单位

1 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 51.25万元 1 项

2
2024年海文高速公路等景观地段

棕榈科植物病害防治
14.9996万元 1 项

3 2024-2025年度薇甘菊防治 24.9万元 1 项

备注：对项目单价进行限价，超过限价为无效投标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1、2024 年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

为持续有效地防控海口市椰心叶甲疫情，巩固历年椰心叶甲寄生蜂防治的成果，保

护我市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15】27 号）文件精神，我站继续以繁殖释放

寄生蜂为主的生物防治方式开展 2024 年椰心叶甲防控工作，确保海口市椰子树等棕榈

科植物生态安全，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项目实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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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

为做好繁殖椰心叶甲寄生蜂防治工作，2024年计划繁殖椰心叶甲寄生蜂姬小蜂5000

万头。项目实施时间内分不少于 30 次提供寄生蜂，每次尽量控制在 200 万头以内。

（二）椰心叶甲寄生蜂野外释放

2024年椰心叶甲寄生蜂主要在市区各出口路及各镇自然村疫情点释放防治，按2024

年繁殖寄生蜂产量 5000 万头进行释放，覆盖防治全市椰树等棕榈科植物 2 万亩。每个

放蜂器放蜂约 2000-3000 头，每个放蜂器相距 10 米，放蜂器的位置应尽量接近椰心。

（三）寄生效果监测

组织人员对椰心叶甲寄生蜂寄生效果进行监测调查，以保障椰心叶甲寄生蜂防治效

果，保障我市椰树等棕榈科植物生态安全。

二、实施时间

2024 年 4 月至 9月中旬。

★三、寄生蜂繁殖项目服务商具备条件

★1、有掌握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技术的管理人员（提供相关证明）。

★2、聘请熟练、掌握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技术工人及野外采虫、采叶的技术工人

（提供相关证明）。

★3、有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场所。要有成虫繁殖室，幼虫繁殖室，繁蜂室，操作

室，存储室等场所（提供相应证明）。

★4、有繁殖椰心叶甲寄生蜂相应的设备（提供相应证明）。

四、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工作涉及野外高空作业、交通安全等风险，因此要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工作，从思想上树立安全生产的理念，掌握野外高空作业的基本技能，

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保障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工作顺利开展。

五、经费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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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椰心叶甲寄生蜂繁殖及野外释放经费从 2024 年市财政安排的森林病虫害防

治经费中开支。

2、2024 年海文高速公路等景观地段棕榈科植物病害防治

今年开春以来，我站对全市范围内的棕榈科植物开展调查，发现全市棕榈科植物椰

心叶甲、椰子织蛾等疫情有复发迹象，主要表现为椰心卷曲枯黄，外围叶片枯萎，叶片

间有椰子织蛾危害残留物，部分椰树还出现心叶腐烂倒塌的现象。为做好我市棕榈科植

物椰心叶甲、椰子织蛾等疫情的防控工作，控制疫情蔓延，保护我市棕榈科植物的健康

生长。我站决定对海文高速公路（海口段）、海榆东线（海口段），海口市东海岸江东

湾壹号海岸线等景观地带的棕榈科植物开展椰心叶甲、椰子织蛾等 病虫害喷药防治工

作。特制定实施方案：

一、防治目的

通过利用化学药物按比例兑水喷洒，有效遏制椰子织蛾、椰心叶甲、心叶腐烂等病

虫害疫情，使防治地段棕榈科植物恢复良好生长。

二、防治时间

为确保全年防治效果的持续性，2024 年海文高速公路（海口段）、海榆东线（海口

段），海口市东海岸江东湾壹号海岸线等景观地带的棕榈科植物椰心叶甲、椰子织蛾等

病虫害喷药防治项目，实施上、下半年各防治一次。上半年防治时间为 5月上旬；下半

年防治时间为 9月中上旬。

三、防治数量

本项目防治棕榈科植物约 10714 株，具体分布为：海文高速海口段（包括各出口乡

镇路及胡芦村路）棕榈科植物约 7426 株，海榆东线云龙到大坡段（包括红明农场路）

公路林棕榈科植物约 1458 株，东海岸江东湾壹号海防林椰树约有 1830 株均为有杆成林

树。实际防治数量以验收株数为准。

四、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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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噻虫嗪150毫升+甲维盐300毫升+苦参碱300毫升+剑力达250毫升+辛菌胺250

毫升+400 斤水。用高压喷雾机喷洒树木叶片正、背面和树心部，直到湿润为止，以达到

消杀棕榈科树木上椰心叶甲、椰子织蛾等病虫害，促进树木恢复良好的长势。

五、加强防治作业安全

为做好防治作业安全工作，保障防治作业工作顺利开展，对防治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培训教育，包括使用药物防护、设置安全警示牌、防护着装等工作。

六、经费预算

根据海南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关于调整部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价格标准指导意见

的通知》（琼林监[2019]25 号）文件精神，其中：1.上半年防治约 10714 株；2.下半年

防治约 10714 株；防治总金额以实际验收数量为准。

3、2024-2025 年度薇甘菊防治

1.概述

薇甘菊是我国新入侵的、危害性极强的农林害草，在我国香港、台湾、广东等地广

泛分布并产生严重危害。我省也是薇甘菊危害较重的地区之一。

薇甘菊是—种危害性极强的农林害草，除分布原产地热带美洲外，现广泛分布于东

南亚、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广东等省区，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我

省近 40 个市县有分布，在珠三角和广东沿海地区分布极广，深圳、珠海、东莞为危害

灾区。

早期人们对薇甘菊的危害认识不足，曾作为有益植物引种。如 1949 年，印度尼西

亚的茂物植物园从巴拉圭引种作为橡胶园土壤的覆盖物；1956 年又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的

覆盖物，后来蔓延到整个印度尼西亚。

薇甘菊在中国最早记录是 1884 年香港动植物公园引种作为观赏植物。大陆最早记

录是 1984 年在深圳银湖附近采到标本，但当时忽视它的危害，20 世纪末才意识到它的

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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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保护好我省的林木资源，保证国际旅游岛项目的环境质量，薇甘菊防治工作

成为我省森林防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工作，该项目的发展将有利于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和海

南岛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石山、龙泉等地（详细见附图），共分为 10 个小班，总面积

830 亩。项目针对受薇甘菊危害严重，林木受其攀爬缠绕和覆盖扭曲变形、生长受滞，

逐渐枯死，并且还有不断蔓延成灾的绉势，严重干扰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

生境恶化、破碎、异质化、群落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功能组群多样性的贫乏，增强了群落

的可入侵性，从而给予入侵物种入侵的机遇。为尽快落实海南省林业厅对薇甘菊危害防

治的部署，确保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和防治成效，受海口市森林病虫害防疫站的委托，

福州榕航林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海口市森林病虫害防治薇甘菊防治项目作业设

计的编制工作。本项目总投资 249000 元。

2项目区基本概况

2.1 自然地理情况

2.1.1 地理位置

海口市位于海南省北部，地处东经 110°7′53″~110°42′23″，北纬 19°31′

45″~20°5′23″，是海南通往大陆的主要交通门户。海口市东西宽 60.6 公里；南北

长 62.5 公里。东面与文昌市相邻；南面与文昌市、定安县接壤；西面与澄迈县交界；

北濒琼州海峡，隔 18 海里与广东省海安镇相望。全市陆域土地面积 2304.84 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 830.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 131.0 公里。

2.1.2 地形地貌

海口市地形略呈长心形，地势平缓。南渡江从海口市中部穿过。西北部和东南部较

高，中部南渡江沿岸低平，北部多为沿海小平原。全市除石山镇境内的马鞍岭（海拔 222.2

米）及旧州岭、日晒岭、雷虎岭等 38 个山丘较高外，绝大部分为海拔 100 米以下的台

地和平原。马鞍岭为全市最高点。全市地貌基本分为北部滨海平原区，中部沿江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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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南部台地区，西部熔岩台地区。

2.1.3 气候

海口市地处低纬度热带北缘，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春季温暖少雨多旱，夏季

高温多雨多台风暴雨，秋季凉爽舒适时有阴雨，冬季干旱时有冷气流侵袭带有阵寒。全

年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大，年平均日照时数 2000 小时以上，太阳辐射量可达 11 到 12

万卡，年平均气温 23.8℃，最高平均气温 28.6℃，最低平均气温 17.7℃。极端气温最

高 38.7℃，最低 4.9℃。年平均降水量 1664 毫米，平均日降雨量在 0.1 毫米以上雨日

150 天以上，雨量集中在夏季，多以午后的热雷雨为主，偶尔有台风靠近或登陆时带来

暴雨天气。年平均蒸发量 1834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85%。常年以东南风和东北风为主，

初夏和盛夏季节多刮南风和西南风，年平均风速 3.4 米/秒。

2.1.4 水文

海口市北面临海，海域面积 83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31 公里。60~100 米等深线以

内的海域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10 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滩涂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

全省最长的河流——南渡江贯穿海口市中部而入海，其干流在市区长 75 公里，流

域面积 1300 平方公里，年径流量 60.99 亿立方米。南渡江流经市区的支流水系有鸭程

溪、昌旺溪、三十六曲溪、铁炉溪。境内还有演州河、演丰河、白石溪、罗雅河、美舍

河、五源河、芙蓉河等小河流。集水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南渡江、鸭程溪、

三十六曲溪、铁炉溪、演州河、昌旺溪等。海口市各类中小水湖库共有 108 个，总库容

量达 2.6 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库容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有永庄、沙坡、丁荣、风谭等 37

座。

2.1.5 土壤

海口市地处琼北台地，主要土壤类型有玄武岩砖红壤、火山灰幼龄砖红壤、沙页岩

砖红壤、带状潮沙泥、滨海沙土。土壤类型有 8 个土类，12 个亚类，43 个土属，110

个土种，土层深厚，含有机质多，土壤肥力好，非常适宜于热带高效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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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植被

海口市植被以灌木草丛为主。天然植被主要为南方热带地区常见的野生灌木草丛植

物种群。主要植被包括分布于东北部沿海一带的滨海红树林群落，主要有红树、海蓬、

木榄、红海榄等；分布于东南部的稀树灌木群落，主要有沙萝树、榕树、海棠、荔枝等；

分布于东部和西南部的稀树草原群落，主要有草根草、竹根草、桔子草、竹节草等；分

布于南渡江以东、三门坡以北的稀灌木草原群落，主要有白茅、竹节草，伴生蜈蚣草、

鸭脚草等；分布于西部羊山地区的杂木林群落，主要有重阳木、苦楝、山苦楝、五叶牡

荆等，以及分布于北部沿海的热带滨海沙生群落、热带滨海草滩群落。主城区以人工植

被为主。人工植被由热带区系植物的各种栽培种组成，如桉树、木麻黄、樟树、相思、

棕榈、橡胶、油棕、竹子和花卉等经济林和园林树种，以及龙眼、荔枝、椰子、杨桃、

香蕉等热带亚热带果树树种。海口市植物四季常绿，种类繁多。主要的植物种类中，粮

油类有水稻、玉米、薯芋、豆类、芝麻等；瓜菜类有各种瓜类、青菜类、茄类、椒类和

葱蒜等；水果类有荔枝、龙眼、菠萝、柑桔等；经济作物类有橡胶、椰子、咖啡、甘蔗

等；棉麻类有海岛棉、木棉、红麻、剑麻等；竹类有麻竹、黄竹、石竹、金竹等；林木

类有木麻黄、桉树、相思树、海棠等；草灌木类有席草、白茅、竹节草、野牡丹等；花

草类有茉莉、菊花、杜鹃、大丽等；水生植物类有江蓠、马尾藻、水浮莲、红萍等；中

草药类有土花椒、黄牛茶、穿破石、了哥王等。近年来，随着热带高效农业的发展，海

口市引种的植物优良品种不断增多，植物种质不断丰富。主城区椰子树繁茂，素有“椰

城”的美称。

2.2 社会经济概况

2.2.1 行政区划及人口

海口市分设秀英、龙华、琼山、美兰 4个区，共辖 23 个镇和 18 个街道办事处，150

个社区居委会、249 个村民委员会、2504 个经济社(村民小组)、4 个农垦农场、2 个省

属农场。总人口 204.6189 万人，共 542496 户。有黎、壮、苗等 6个少数民族，汉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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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大部分。

达到

2.2.2 经济状况

在 2022 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根据统计数据，全市 GDP 了

2134.77 亿元，同比增长 1.3%。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99.19 亿元，同比增长 5.6%；

增加值 1629.28 亿元，同比下

2.3 森林资源状

第二产业增加值 406.3 亿元，同比增长 6.8%；第三产业

降 0.1%。

况

据 2020 年海口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海口全市林地面积 169.96 万亩，其中规划林

地面积 134.11 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 78.91％；非规划林地 35.85 万亩，占林地总面积

的 21.09％。全市森林面积 136.44 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131.51 万亩，国家特别规定

灌木林地面积 4.93 万亩，森林覆盖率 39.60％，全市林木绿化率为 40.08％。全市森林

中，天然林 2.36 万亩、人工林 134.08 万亩。按森林类别划分，生态公益林 10.10 万亩、

商品林 126.34 万亩；按用途划分，防护林 0.25 万亩、特种用途林 9.85 万亩、用材林

54.62 万亩、经济林 71.72 万亩。

2.4 重点野生动植物资源情况

海口市有水椰、红榄李、海南海桑、卵叶海桑、拟海桑、木果楝、正红树、尖叶卤

蕨珍贵树种和国家保护植物，野生动物有海南水獭、黑脸琵鹭、白琵鹭、黑嘴鸥等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

2.5 风景名胜古迹情况

海口市境内有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西海岸带状

公园等著名风景区，有秀英古炮台、琼台书院、琼北大地震遗址、五公祠、海瑞墓等名

胜古迹。

3项目建设地立地条件

https://www.baidu.com/s?tn=25017023_2_pg&ch=5&usm=2&wd=GDP&ie=utf-8&rsv_pq=c654f86a00829ded&oq=%E6%B5%B7%E5%8F%A3%E5%B8%82%E7%BB%8F%E6%B5%8E%E5%8F%91%E5%B1%95%E7%8E%B0%E7%8A%B6&rsv_t=cb80XT6DTa6SodiIP0QkOTdIVPQd5voCibTjrF5e09TvDB4tnIACQZxegBKr3y1J/drBFA&sa=re_dqa_zy&icon=1
https://www.baidu.com/s?tn=25017023_2_pg&ch=5&usm=2&wd=%E7%AC%AC%E4%B8%89%E4%BA%A7%E4%B8%9A&ie=utf-8&rsv_pq=c654f86a00829ded&oq=%E6%B5%B7%E5%8F%A3%E5%B8%82%E7%BB%8F%E6%B5%8E%E5%8F%91%E5%B1%95%E7%8E%B0%E7%8A%B6&rsv_t=451dEtxe+jI2Lkv6TUvOlgINbSNFp/VpswT2BCnizcPbfVr98sOWXHejc8z36m3QKlWpsQ&sa=re_dqa_zy&ic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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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防除小班位置

防除小班共 10 个，总面积 830 亩，地点均位于海口市石山镇、龙泉镇（详细情况

如下）。

表 3-1 防除小班位置登记表
小班号 面积（亩） X坐标 Y坐标 盖度

1 44.6 418052 2210393 35

2 7.8 418070 2210225 50

3 4.3 417999 2210089 40

4 12.8 417929 2210096 35

5 18.3 418177 2206618 40

6 15.9 418268 2206028 40

7 29.1 418199 2205776 35

8 17.7 417532 2204906 25

9 17.2 417565 2204870 40

10 662.4 432779 2192268 50

合计 830

3.2 防除小班立地条件

作业区小班位于海口市市区周边，平均海拔在 80m 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为 24.2℃；年降雨量在 l786mm；相对湿度为 84%；年平均日照为 2000 小时左右。

（1）1-7 小班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及绿色长廊部分路段两侧。薇甘菊附着于道路两

侧绿化带，影响林木生长的同时也降低林木的抗风性能，影响道路两侧景观。

（2）8-9 小班位于海口市火山口至石山镇道路两侧，薇甘菊附着于道路两侧绿化带，

影响林木生长的同时也降低林木的抗风性能，影响道路两侧景观。

（3）10 号位于海口市龙泉镇周边田洋。土层厚度为 50cm，土壤类型为砖红壤。薇

甘菊附着在地面上，部分薇甘菊生长于低洼地段，到雨季来临其种子会沿水传播到其他

地方。部分薇甘菊攀爬到林木，影响林木生长。

4 指导思想与设计原则

4.1 指导思想

根据国家林业“十四五”规划纲要和海南生态省建设需要以及省林业厅在林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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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工作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突出生态、社会效益为宗旨,

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按科学、合理、高效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和《植物检疫条例》，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海口市薇甘菊危害严重

地区，建立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高效防除薇甘菊危害的防控机制，实现薇甘菊危害林

地林木的实时监控、及时预警、有效封锁和科学防除，防止薇甘菊的区域外入侵和区域

内传出，实现对薇甘菊的可持续控制，保障林业健康发展，保护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

4.2 设计原则

（1）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

（2）坚持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和新技术转化进行防除的原

则；

（3）坚持以现有技术设施为基础，建立健全薇甘菊防控系统的原则；

（4）坚持人工与药物防治相结合的原则。

5 设计依据

（1）GB/T18337 全国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3）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4）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办法；

（5）全国重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应急预案；

（6）海南省重点公益林管理办法；

（7）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

（8）海南省林业厅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提出的五点要求；

（9）防除地实际情况；

（10）海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文件《海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转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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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局森防总站关于印发《应用紫薇清防除薇甘菊技术方案》的通知》（琼林防〔2014〕

5 号）。

6薇甘菊的识别特征

6.1 形态特征

薇甘菊属于菊科假泽兰属，又名小花假泽兰。草本或灌木状攀缘藤本，平滑至具多

柔毛，是多年生草质或稍木质藤本。其茎细长，匍匐或攀缘，多分枝，茎中部叶三角状

卵形；叶对生，叶薄，基部心形或戟形，叶柄基部具环状物或托叶；花白色，管状，檐

部钟状，有香气，五齿裂，头状花序状，在枝端常排成复伞房花序状，花序梗纤细；瘦

果细小，黑色，冠毛白色，由 30 多条刺毛组成。

6.2 生物学特性

薇甘菊可通过有性和无性两种繁殖方式进行繁殖。薇甘菊具有花多、结实量大、无

性繁殖快等特性是其快速蔓延并严重危害其他植物的主要原因。（1）有性繁殖，薇甘

菊的花果期在云南南部是每年 8月到翌年 2 月。薇甘菊开花数量很大，在 0.25 平方米

的面积内，有小花多达 13～20 万朵。薇甘菊结实量大，花生物量占地上部分生物量的

38.4%～42.8%，一株就有几千粒，种子细小，每籽粒不过 0.1 毫克，万粒种子重 0.89g，

种子顶端有一圈冠毛，可随风飘流迁移到遥远之地。所以有“一分钟一英里”草之称。

（2）无性繁殖，薇甘菊的茎可进行无性繁殖，茎节可以随时长出大量不定根，接触土

壤后可长成植株，深入土壤汲取养分，通过茎无性繁殖的植株较种子苗生长要快得多。

人工清除薇甘菊的试验也表明，人工砍伐薇甘菊，会促进其无性繁殖。每年 11 月后停

止生长，来年气温回升，雨水充足时，其能在 2-3 个月内恢复并超过前一年的状态。（3）

薇甘菊的生长生态特性，薇甘菊是一种喜光好湿的植物，其生长的地区年平均温度均在

20 度士以上。薇甘菊大多生长在光照充足，水分条件较好的环境中，如受干扰的林缘、

弃耕地、路旁、疏于管理的果园、水沟及湿地边。而在光照条件较差的林内，薇甘菊生

长不良，在海拔较高的地方，薇甘菊也生长不良，也极少生长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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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菊一般 3月开始生长，7-8 月最快，平均每日生长 90cm，11 月开始大面积开花，花期

一般维持 2-3 个月，开花后花枝枯萎。薇甘菊的营养生长极其昌盛，一个节 1天生长近

20cm。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很低，是一种具有超强繁殖能力的喜欢攀缘的藤本植物，

攀上灌木和乔木之后，能迅速形成整株覆盖之势，并能分泌毒汁，抑制其他植物生长。

6.3 危害特征

薇甘菊的传播途径有自然扩散和人为扩散二个途径，两者常相互关联，可借风力、

水流、人畜活动、交通运输等途径传播。人为的农产品的运输、作物引种、园林花卉的

交流、交通工具的往来等是薇甘菊远距离快速传播的主要途径。薇甘菊在原产地中美洲

有多达 160 多种昆虫和菌类作为天敌控制其生长量，难以形成危害。薇甘菊入侵后，因

无天敌制约而造成祸害。据调查，受薇甘菊危害的植物种类相当广泛，几乎未发现能抵

抗薇甘菊侵害的植物。广东省和云南省是我国薇甘菊受灾最严重的 2个省份，两省每年

因薇甘菊造成的生态损失达十亿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2005 年云南德宏州发生薇甘菊

危害 3.09 万亩，2006 年已扩大到 6.18 万亩，2007 年全州发生面积达 13.22 万亩，每

年均以成倍速度增长。2005-2007 年三年累计，薇甘菊对柠檬、甘蔗、橡胶、麻竹、香

蕉等农作物危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1.15 亿元。保山目前薇甘菊分布面积已达 4600 亩，已

对当地的甘蔗、香蕉、香料烟和咖啡等农作物形成危害，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0 万元。

临沧危害面积达 1500 亩，形势十分严峻。薇甘菊危害农作物，轻者会使作物减产 20%

以上，严重者造成绝收。同时薇甘菊入侵山林、侵占河、沟埂，对其他植物的强大绞杀

作用和化感排他作用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导致植物种类减少，影响生态平衡和生物多

样性。伤害植被，毁坏山林、园林景观，严重影响农林牧生产和旅游业发展，造成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难于估算。

7 防除措施设计

本设计生态公益林管护范围内实施，所有的经营活动都严格按照《海南省重点生

态公益林管理办法》和有关生态公益林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操作，遵守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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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原则。在防除前由海口市森林病虫害防治防疫站林业技术员对防除工人进行培

训，并在实施过程中到现场指导和监督。由于薇甘菊根系分布于土壤深层，难以根除，

生命力强，而砍断后的地下根茎也会很快生长出新的植株。

结合调查结果，根据区域内薇甘菊发生和分布特点，本次防治项目选用化学防治措

施。

（1）药剂选用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印发的《应用紫薇清防除薇甘菊技术方案》通知，使用浓

度为 1500~2500 倍的紫薇清，施药量根据不同小班的特征选择不同的施药量。

（2）施药方法

施药使用电动高压喷雾机喷洒药剂。应保持喷雾器的喷头上有雾状，对不同群落类

型采用不同的施药方法。

（1）非定向喷雾法：对几乎没有其他植物生长、薇甘菊大面积分布的区域，可采

用非定向喷雾法，对植物、茎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淌。

（2）定向喷雾法：对覆盖其他植物或与其他植物混合生长的薇甘菊，应采用定向

喷雾法，只对薇甘菊的茎、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淌。对攀援在乔木或灌木上的薇甘菊，

宜采用定向分无法，只对攀援树干离地面 3m 以下的薇甘菊茎、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

淌。

（3）根部施药法：对攀上乔木或高大灌木的薇甘菊，可在地面上寻找根茎部，对

其均匀喷雾至药液微流淌；也可以对薇甘菊根部土壤均匀喷雾至土壤表面湿润。在不适

宜喷雾的地区，可采用对薇甘菊根部土壤撒施紫薇清颗粒剂的方法进行防除。

（4）无纺布涂抹法：对危害名贵树木的薇甘菊，应采用无纺布涂抹法。具体方法

是在树木旁找到薇甘菊的主要茎和侧叶，将无纺布包裹缠绕的经的外围，用紫薇清涂抹

后再用胶带粘贴牢固即可。

（三）、施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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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施药，即一普喷，二补喷，三杀灭。

第一次普遍喷药。90 天后对第一次漏喷的地方补喷。180 天后对前两次施药后薇甘

菊复生严重的区域进行第三次施药。

（四） 施药注意事项

药剂防治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施药区域与水源区和居民区的距离应在 100m 以上，并尽可能地降低施药多产

生的负面影响。

（2）沼泽地、溪沟、小溪流等区域一般不宜使用紫薇清喷雾防除。

（3）农田、菜地、花卉基地及其附近 2km 范围内，应采用定向喷雾法或根部施药

法进行防除。

（4）施药时应避免药液直接喷洒或漂移至非靶标植物叶片和叶梢。紫薇清对一些

植物也产生一定要害，如：不适用于当年生桉树苗地薇甘菊防除。各地应细心观察和发

现易感植物。

（5）施药后，应对药物包装袋集中销毁，对接触果果药液的工具、容器及其清洗

水应集中处理、严禁乱扔、乱倒。

8 技术指导

由海口市森林病虫害防治防疫站林业技术员对防除工人进行培训，并在实施过程中

到现场指导和监督，不合格的工序及时纠正返工，严把技术关。

9工程量计算

9.1 工程量

（1）化学防治（人工喷药）：1.3 工日/亩（三次）；

（2）药物费:830.0 亩×0.1667L/亩≈139L（三次）。

9.2 用工量测算

共需 1079 个工日（详见表 9-1）

表 9-1 海口市薇甘菊防除工程量表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小班号 面积（亩）

防除措施用工

（个工）

化学防治

1 44.6 58

2 7.8 10

3 4.3 6

4 12.8 17

5 18.3 24

6 15.9 21

7 29.1 38

8 17.7 23

9 17.2 22

10 662.4 861

合计 830 1079

10 投资概算及资金安排

海口市财政 2024 年病虫害防治预算资金中支出，项目总投资 249000 元。其中：防

除工程费 172646 元，占工程建设的 69.3%；物资费 61420 元，占工程建设的 24.7%。其

它费用 14940 元（设计费 7470 元、监理费 7470 元），占工程建设的 6.0%。

11 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统一规划，重点建设。并定期对项目开展检查和监督，保障项目顺

利进行。

（2）多渠道筹集资金，落实配套资金。

（3）加强资金的管理，制定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做到资金专户专款专用。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定期培训基层工人，专业防除、保障防除工作的顺利进行。

（5）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建立专门项目档案，由专人负责，确保项目实施全过

程入档。

（6）按技术规程施工，开展工程监理。聘请有设计监理资质的单位，对承建单位的

施工质量进行监理，监督施工单位按作业设计进行施工，确保防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的

施工都符合设计要求。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12 效益分析

12.1 生态效益

项目的实施，完全根据国家林业“十四五”规划纲要和海南生态省建设需要以及省

林业厅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提出的五点要求，生态优先，及时防除有害生物薇甘

菊，维护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防止由于薇甘菊蔓延成灾而导致生境恶化。

12.2 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不仅提高当地生态防护效能，促进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还可把林

业有害生物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从而发挥森林在维护生态平衡，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12.3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是加强科学经营、有效提高森林综合效益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林业可

持续发展。通过对薇甘菊的技术防除，使目的树种不受抑制，以达到林业生产增产增收

的目的。

13 进度安排

项目从 2024 年 4 月 1 日开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竣工。

14 施工安全

严格按作业设计说明书进行施工，做到安全施工，安全用药。

15 防火要求

在作业区内禁止烟火，防治燃烧枯萎的枯枝败叶引发火灾。



海口市薇甘菊防除作业设计汇总表

市县 区 镇乡场 村
小班

号

面积

（亩）

小计

（元）

指数

防除措

施用工
指

数
物资

设计

（元）

监理

（元）
（个工）

元/工

日

化学防

治

元

/L

药物

L X Y 盖度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1 44.6 9277 160 58 300 7.4
41805

2
2210393 35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2 7.8 1613 160 10 300 1.3
41807

0
2210225 50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3 4.3 902 160 6 300 0.7
41799

9
2210089 40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4 12.8 2671 160 17 300 2.1
41792

9
2210096 35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5 18.3 3803 160 24 300 3.0
41817

7
2206618 40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6 15.9 3303 160 21 300 2.6
41826

8
2206028 40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7 29.1 6054 160 38 300 4.9
41819

9
2205776 35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8 17.7 3677 160 23 300 2.9
41753

2
2204906 25

海口市 秀英区 石山镇 9 17.2 3567 160 22 300 2.9
41756

5
2204870 40

海口市 龙华区 龙泉镇 10 662.4 137779 160 861 300 110.4
43277

9
2192268 50

合计 830 172646 1079 139 7470 7470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1)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8052 /2210393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2.9734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
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多花
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35%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2)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8070 /2210225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0.5170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
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
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50%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3)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7999 /2210089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0.2891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
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40%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4)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7929 /2210096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0.8562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
地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35%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5)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8177 /2206618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1.2188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
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40%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6)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8268 /2206028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1.0586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
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35%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7)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8199 /2205776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迎宾大道

小班面积：1.9405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
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35%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8)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7532 /2204906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

小班面积：1.1784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
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
度

25%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9)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17565 /2204870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石山镇

小班面积：1.1434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
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
向：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
花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度 40%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项目名称：海口市 2024 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项目编号：ZK-CGCCS20240402

薇甘菊防除小班调查表(10)

小班调查坐标(大地 2000) 432779 /2192268

调查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 调查人员： 张宗昌、杨思杰

位置：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

小班面积：44.16 公顷

地貌类型：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 √低山丘陵⑥岗地⑦阶地
⑧河漫 滩⑨平原⑩其他(具体说明) 沙坡水库沿岸

海拔： 坡度： 坡
向
：

坡位：

林分因子树种组成：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调查幼苗、幼树跟新频度：株/公顷，平均年龄： 生长状况： 1.
良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土壤类型：砖红壤土层厚度： 中

林下植被种类 总盖度 分布状况

主要灌木：毛捻、 多花
野牡丹等

14% 1.1 米 散生

主要草木：薇甘菊 盖度 40% 散生

以往抚育措施：

防除投资概算

总用工量： 工日 用工投资金额： 元 每公顷金额：

人力用工量： 工日 人员工资：

蓄力日数： 金额：

机械台数： 金额：

物质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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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要求

1、服 务 期：以磋商文件内采购需求为准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付合同金额的 30%，其他按进度付款。（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

4、本项目报价须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报价。

5、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因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的实际情况并报采

购人同意。对采购人提出的诉求应在 24小时内作出响应，并在 48小时内提供调整意

见或替代方案的书面回应。

6、服务要求：以磋商文件内采购需求为准。

7、验收要求：按竞争性磋商文件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验收。

8、本项目最终解释权归海口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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