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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采购需求中标注★号指标为实质性要求，实质性要求任一项不满足

的将被作为无效投标否决。★号标注在序号前，指本序号所有内容均为实质性

要求；★号标注在段落前，指仅本段落内容为实质性要求。 

一、采购标的 

1.标的名称 

小型水库工程和堤防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检查 

2.项目目标 

通过对小型水库工程和堤防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开展检查，降低白蚁等害

堤动物对小型水库大坝、堤防的危害，保障小型水库和堤防安全运行。 

★3.标的数量 

项目主要内容：开展小型水库、堤防工程的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进

行白蚁等害堤动物及隐患全覆盖普查，逐个工程通过人工检查、仪器检测等方

法，摸清白蚁等害堤动物种类、活动规律、造成的隐患、危害程度、发展趋势

等，形成相关统计报表和检查报告。开展害堤动物隐患监测与隐患治理试点工

作，对其他隐患治理提出建议，据此总结出一套害堤动物防治技术方法，为后

续全面开展害堤动物防治积累经验，推动实现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常态化。 

★4.标的预算 

采购标的预算金额：179.837100 万元。 

投标总价不得超出总预算金额，超出采购预算的投标将被拒绝。 

5.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商务要求 

（一）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年 12 月 10日。 

★2.采购标的交付地点 

北京市。 

3.合同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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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合同类型及定价方式 

（1）合同类型：技术服务合同。 

（2）定价方式：固定总价合同。 

3.2 履约保证金金额 

本项目不需提交。 

3.3 付款条件 

1、付款方式 

（1）合同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报酬总金额的

50%； 

（2）全覆盖现场检查（人工）完成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报酬总金额的

30%； 

（3）项目合同验收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2、乙方须在每次申请合同付款时，向甲方提供支撑资料、支付申请及等额

的合法有效发票。合同价款所含税金税率以中标税率为准，除国家政策调整外，

合同价款结算、变更调整税率均不予调整。 

3、在实际支付时，如遇北京市财政局国库结账等特殊时期，具体支付将根

据北京市财政局有关规定调整执行。 

  

（二）供应商履约能力要求 

1.供应商管理能力  

第一等次：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二等次：无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供应商近三年类似服务项目业绩 

第一等次：供应商提供 3个（含 3个）以上类似业绩证明； 

第二等次：供应商提供 2个类似业绩证明； 

第三等次：供应商提供 1个类似业绩证明； 

第四等次：未提供的。 

三、服务要求 

（一）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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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害堤动物是指在防洪堤坝上活动，通过挖掘堤坝、筑巢占据防洪设施、啃

食树木等方式给防洪工程造成损失的动物。 

白蚁问题多存在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白蚁的危害

已经开始向北蔓延。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白蚁种类主要包括黄胸散白蚁和黑胸

散白蚁，这些白蚁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如辽宁省、北京市、山西省等地。黑

胸散白蚁属土木两栖白蚁；黄胸散白蚁群体常栖居在老树桩、埋藏地下的木质

部分和木结构的潮湿、腐朽部分。而对我国水库堤坝造成危害的主要白蚁种类

则是黑翅土白蚁和黄翅大白蚁，分属土白蚁属和大白蚁属。之前，北京市水利

工程范围还未发现白蚁记录。 

白蚁等害堤动物危害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由于其在水利工程主

体中筑巢繁殖，修筑四通八达的蚁道，极易导致工程渗漏、跌窝等险情，严重

的甚至造成垮坝、崩堤等事故，是影响水库大坝、堤防等水利工程安全的重大

生物隐患。 

北京市现有小型水库 59 座，小（1）型水库 16 座，其中土石坝 8 座，混凝

土坝、浆砌石坝 8 座；小（2）型水库 43 座，其中土石坝 13 座，混凝土坝、浆

砌石坝 30 座。堤防工程总长度 1883.02km，其中 1 级堤防 133km、2 级堤防

501km、3级堤防 117km，其他为 4、5级堤防。 

2、必要性 

（1）根据水利部统一部署，开展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 

根据水利部印发的《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指导意见》（水运管〔2023〕

191 号）、《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24-2030 年）》（办运

管〔2024〕20号）等文件要求，到 2025年，建立较为完备的水利工程白蚁等害

堤动物综合防治工作体系，防治工作责任得到有效落实，防治工作制度和技术

标准及定额进一步完善，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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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危害预防、发现、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危害险情发生率显著降

低。到 2030 年，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常态化机制全面建立，白蚁危害

预防、发现、治理全过程实现绿色、智能、高效管理，白蚁危害得到全面控制。 

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隐患应急整治与

危害防治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京水务管〔2023〕27 号），全面开展全市水

库大坝、堤防等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隐患应急整治及危害防治普查工作，

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及安全度汛。 

（2）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是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的重要一环。 

白蚁等害堤动物对水利工程的危害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反复性和长期性。

我国现有的 9.8 万多座水库大坝 89.9%都是土石坝,33 万千米的 5 级及以上提防

98.1%为土质结构,其高堆置的土体、适宜的湿度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水源,为

白蚁等害堤动物提供了生存生活环境。白蚁等害堤动物筑巢、修道、繁殖,对水

利工程内部结构造成破坏,极易诱发渗透、跌窝等险情,甚至会造成垮坝、崩堤

等事故,给水库大坝、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带来风险隐患。北京市小型水

库中土石坝占达比 36%，堤防长度 1883.02km。当前对于害堤动物存在情况掌握

不清，为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需开展害堤动物检查和防治工作，为建立

常态化机制、强化预防和治理、保障工程安全提供科学的依据。 

3、项目内容 

3.1 项目内容 

开展小型水库、堤防工程的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进行白蚁等害堤动

物及隐患全覆盖普查，逐个工程通过人工检查、仪器检测等方法，摸清白蚁等

害堤动物种类、活动规律、造成的隐患、危害程度、发展趋势等，形成相关统

计报表和检查报告。开展害堤动物隐患监测与隐患治理试点工作，对其他隐患

治理提出建议，据此总结出一套害堤动物防治技术方法，为后续全面开展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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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治积累经验，推动实现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常态化。 

3.2 工程范围 

小型水库大坝：北京市 59 座小型水库，小（1）型水库 16 座，其中土石坝

8 座，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8 座；小（2）型水库 43 座，其中土石坝 13 座，混

凝土坝、浆砌石坝 30座。 

堤防工程：重点堤防长度 1312km，其中 1-3 级堤防全覆盖，包括 1 级堤防

133km，2级堤防 501km，3级堤防 117km，4、5级堤防选取重点单元约 561km。 

3.3 检查单元划分 

水库大坝：水库工程划分单元时，以单坝为评定单元。 

堤防工程：有桩号的土质堤防以两个连续整数桩号之间的范围为 1 个检查

单元（区段）；没有桩号的以开始检查部位为起始，从上游往下游方向每 1km 为

1个检查单元（区段）。 

4、工作依据 

(1)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水运管

〔2023〕191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

（办运管〔2023〕209号）；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2024-2030年）》的通知（办运管〔2024〕20号）； 

(4)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水利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隐患应急整治

与危害防治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京水务管〔2023〕27 号）； 

(5)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定额标准》的

通知（水财务〔2023〕307号）。 

5、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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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分为检查（检测）、监测、治理等阶段，本项目重点为

全面检查和疑似隐患重点检测，监测以及害堤动物隐患治理试点工作。具体内

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全覆盖现场检查、疑似隐患部位检

测、害堤动物监测、治理试点等，编制检查防治项目报告，总结防治技术方法

和经验，为以后常态化防治工作提出建议。 

5.1 基础资料调查与实施方案编制 

基础资料收集：包括工程概况、害堤动物危害及防治技术等，以及区域气

候、土壤、植被等环境情况。及此前开展白蚁等害堤动物普查工作情况，采取

的预防和治理措施，近 3 年白蚁等害堤动物危害趋势和防治工作的典型案例等；

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新技术、新设备、新药物的研发及应用情况。 

前往市园林绿化部门开展调研，搜集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历史记录及防治情

况等相关工作资料。 

了解掌握外省市有关害堤动物治理等工作经验，同时摸清白蚁等害堤动物

范围扩张趋势。 

结合 59 座小型水库、1312km 堤防具体情况和本项目任务编制具体实施方

案，做细普查工作计划，强化数据分析复核，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成果真实

准确，及时完成报表报告等。 

5.2 全覆盖现场检查 

1、检查范围：59 座小型水库、1312km 堤防。其中，1 级堤防 133km，2 级

堤防 501km，3 级堤防 117km，4、5 级堤防 561km。 

2、白蚁检查 

白蚁在堤坝上活动的具体部位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河道堤防，春季背

水坡在离堤肩 1/3 坡长范围内；迎水坡在堤肩或离堤肩 1/5 坡长范围内；秋季

背水坡在坡脚 1/5 坡长范围内；迎水坡在常水位和汛期高水位之间部位应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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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对于水库大坝，靠近山坡林地的两端多于坝身中部，背水坡多在中上部

（坝高 1/3 以上），迎水坡多在常水位以上 1m～2m 范围内，严重的可向下蔓延

到近水边。 

蚁患区检查：水库大坝为坝体、坝两端及离坝脚线 50m 内；堤防为堤身、

离堤脚线 50m 内。 

蚁源区检查：水库大坝为离坝脚 50m—500m；堤防为离堤脚线 50m—100m。

在上述区域之外有山体和树林的，外延范围宜统一扩大至 1000m。 

蚁情检查：主要检查白蚁活动痕迹，主要观察泥被、泥线、分飞孔、通气

孔以及被蛀食物等白蚁外露特征，初判白蚁种类及危害情况。 

目视观察：仔细观察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表面是否有白蚁活动的迹象，如

泥土管道、白色蚁道等。目测法是在蚁患区级蚁源区根据白蚁活动时留下的地

表迹象和真菌指示物来判断是否有白蚁危害。白蚁活动时留下的地表迹象主要

为泥被、泥线、白蚁危害物和分飞孔，一般地，温度、湿度、雨量和白蚁喜食

的植物与白蚁活动的泥被、泥线多少有密切的关系。秋季比春季的泥被、泥线

数量多，密度大；夏季高温情况下，早、晚泥被、泥线多；久雨天晴后出现的

泥被、泥线多；白蚁喜食的植物上出现的泥被、泥线多。分飞孔是堤坝白蚁最

重要的地表外露特征，有分飞孔出现，就说明堤坝内有大的巢群。分飞孔距主

巢近，并与主巢位置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利用分飞孔便于白蚁隐患的有效

处理。一般在 5月至 7月找分飞孔。 

锹铲法：是在白蚁经常活动的部位，用铁锹或挖锄将白蚁喜食的植物根部

翻开，或在白蚁活动部位开挖探测沟，查看是否有变异活动迹象，如蚁道。 

敲击检查：用木棍或类似的工具轻轻敲击建筑物和设备，观察是否有细小

的敲击声和白蚁的反应。 

仪器辅助检查：可采用白蚁微波探测仪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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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害堤动物及隐患检查 

害堤动物是指在防洪堤坝上活动，通过挖掘堤坝、筑巢占据防洪设施、啃

食树木等方式给防洪工程造成损失的动物。北京地区的害堤动物主要有獾、鼠、

蛇、狐，其中以獾害最为严重。 

现场检查：检查是否存在獾洞、鼠洞、蛇洞、狐洞，害堤动物洞穴大多分

布于堤防的背水坡、戗台、弃土处，分布规律为“背水坡多，迎水坡少；堤身

中上部多，下部少；人少处多，人稠处少；老堤多，新堤少”。其中，獾具有

“归巢性”（獾洞开挖回填后二至三年会在原址重新开挖），獾洞被开挖、回填

处理后的位置应作为检查重点，防止被獾重新开挖。 

在发现害堤动物活动迹象、取食点、巢穴等时，深入调查害堤动物危害可

能引发的渗漏、跌窝、塌陷等工程险情情况。同时检查工程主体是否有散浸、

漏洞、跌窝等现象，并分析判断是否因白蚁、獾、鼠等引起。 

必要时可评定危害程度等级。（1）检查单元内发现害堤动物地表活动迹象

或取食点，评定为 I 级。（2）检查单元内发现害堤动物巢穴，评定为 II 级。（3）

检查单元内出现害堤动物危害引发的渗漏、跌窝、塌陷等工程险情，评定为

III级。 

4、检查方式 

参照《国家防总巡堤查险工作规定》《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水利工程巡

视检查作业规范》等，由于检查的区域范围广，害堤动物防治现场检查时，一

般多人一组，责任人带队，成排前进，拉网式、分组次检查，相邻队组要越界

检查，不漏疑点。 

出发检查时，应按迎水坡水面线、堤顶、背水坡、堤腰、堤脚成横排分布

前进，严禁出现空白点。对堤内情况要加强巡察。 

现场检查时，首先要做到眼到，仔细观察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表面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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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活动的迹象，如泥土管道、白色蚁道等；检查是否存在獾洞、鼠洞、蛇洞、

狐洞。其次要做到手到，就是用手探摸检查。如堤坡上有杂草或障碍物，要用

手拨开看看。还要做到耳到、脚到，用耳朵听有无异常声响，在行进间观察，

不留盲点。最后还要做到工具到，借助锹铲、木棍、探杆、手电筒、口哨等进

行检查。 

检查时要注意横排走，不要纵排走；要查全堤，不要只查局部；要走草路，

不要只走光路；要走泥泞路，不要只走干路。发现疑似险情要辨别真伪以及出

险原因，并记录好时间、地点、现象。 

 

 

5、检查记录与统计 

按照具体实施方案，做好害堤动物及相关隐患病害检查记录、影像记录和

统计报表，相关内容应符合水利部及相关标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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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项检测 

由于蚁巢、穴洞等测量难度非常大，需要在工程现场或实训基地采用不同

的设备进行检测试验对比，可采用的仪器包括探地雷达、高密度电法仪、面波

仪等无损检测法，根据检测对象合理选用，探测白蚁巢穴、獾洞、鼠洞、蛇洞、

狐洞等，通过视电阻率、介电常数、振幅、频率、速度等物性参数的变化，有

效统合不同探测方法的有效深度、精度和实际误差，达到系统精准地做好害堤

动物防治工作。 

实际检测的位置、单元和具体安排需根据现场检查情况确定，目前根据水

库数量和堤防总长度，暂定测线总长度为 10km。 

5.4 害堤动物隐患监测试点 

害堤动物隐患监测的目的是为了防治隐患，通过对害堤动物的实时监测，

能够在动物活动初期或隐患形成之前及时发现，从而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

施，避免或减少它们对堤防造成的损害。通过监测试点收集害堤动物的数量、

种类、活动规律等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了解害堤动物的生态

习性和危害特点，为制定更为有效的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因此，针对检查发现的害堤动物隐患或风险部位，开展相关监测设施布设。

初步计划在堤防、水库两类工程，分别建设 2 套獾等害堤动物探测装置，通过

监测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害堤动物的危害。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在獾等害堤

动物易活动区，合理布设探测装置开展监测。合理布设引诱桩(堆、坑、片)、

诱集箱等监测探测装置。 

监测装置人工检查频次每月不少于 1 次，检查内容应包括装置运行、动物

入站、饵料状况和环境变化等情况。智能监测装置的监测数据报送频次每周不

少于 1 次，发现报警信号后应及时到现场进行检查处理。应及时开展监测资料

分析，结合气候情况和检查情况，综合判断隐患情况。并且，应定期检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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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和维护隐患监测的相关设施设备(包含监测仪器、装置等)，使其处于安全和

完好的工作状态。 

5.5 害堤动物隐患治理试点 

参考海委在卫运河、漳卫新河、卫河堤防的背水坡、戗台、弃土处开展害

堤动物检查结果，排查共发现害堤獾洞群 63 处、大小獾洞 1314 个，其中，涉

及堤防长度大于 200 米的獾洞群 6 处。初步计划治理北京市堤防出现的獾洞等

害堤动物洞穴约 400 个，小型水库出现的獾洞等害堤动物洞穴约 35 个，具体工

作量根据现场检查确定。 

獾已经列入国家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不能

随意进行捕杀，目前主要采用灌水法、烟熏法、动物驱离法等方式进行驱逐，

对獾洞一般采用土方开挖、回填的方式进行处理。 

试点治理过程中要探索实施害堤动物驱赶技术措施，开展现场试验工作。

探索獾害防治的新药物、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有针对性地采取物理、化

学、生物等防治措施。物理屏障技术包括在关键区域设置物理屏障，如铁丝网、

围栏等，阻止獾和鼠类进入。生态修复技术包括通过恢复植被、改善土壤质量

等措施，提高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减少獾和鼠类的生存空间。可试验方式如：

土方回填时掺入白灰增加填筑土方强度，堤坡表层铺设孔径小于 5 公分的保护

网，完工后在原洞口附近喷洒具有刺激味的药物等，尽最大可能避免獾洞反复。 

通过对现场进行勘查与观测，确定洞六的位置与走向。烟熏先要制做简易

燃烧炉和烟道，用鼓风机定向，熏后烟灰就地深埋，以保护野生动物考虑，烟

熏要给獾子予留出口，让它远离堤防。 

将堤防表面浮土、树枝、垃圾进行清运，进行清基。采用机械结合人工开

挖形式，开挖中发现洞走向，可再次实施烟熏、堵洞。 

堤防迎水坡有獾洞的情况，可采用在洞口开挖土方约 2-3m3，下面铺设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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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膜，再回填土的力法处理。 

堤防背水坡有獾洞情况，采用垂直洞口挖沟槽，沟槽深要超过洞底 0.2m，

沟底宽约为 1.0m，沟长不少于 5m，然后再回填砂土分层加水夯实，以形成截渗

墙。 

獾洞开挖完毕后，土方分层回填、夯实。回填土采用不含杂淤的素土，土

方不足时外购部分回填土方。回填土料土料质量一定要符合设计要求，土料中

的杂质应予清除。堤防夯实后碾压，回填碾压由堤脚处向堤上游碾压。 

獾洞的洞道较为复杂，开挖回填能够处理比较明显的獾洞洞道，需要对部

分隐患的洞道及有防汛要求不能开挖的獾洞进行灌浆密实处理。 

獾洞处理完毕后，需进行獾洞周边的环境治理。首先獾洞周边植被清理，

处理完毕的洞周边需进行植被清杂处理，主要包括杂草、杂树、垃圾及其他杂

物等均需进行清除，清杂采用挖掘机清除为主，人工配合，清理范围包括堤防

背水坡及堤顶，清杂完的堤防边坡采用人工整理。獾洞生存周边清杂完成后，

采用药物(除草剂等)灭杀植被(灭杀两次)，以防植被重新生长为獾等生存提供

条件。 

预计害堤动物治理工作量见下表：



 

害堤动物治理工作量计划表 

序号 治理措施 具体内容 单位 数量 

1 堤防工程治理       

（1） 
獾洞等开挖回

填 
采用开挖回填治理害堤动物洞穴 m3 5800 

（2） 灌浆密实 

獾洞的洞道较为复杂，开挖回填能够

处理比较明显的獾洞洞道，需要对部

分隐患的洞道及有防汛要求不能开挖

的獾洞进行灌浆密实处理。 

m3 60 

（3） 草皮恢复 草皮恢复 m2 650 

2 小型水库治理       

（1） 獾洞等治理 采用开挖回填治理害堤动物洞穴 m3 560 

（2） 灌浆密实 

獾洞的洞道较为复杂，开挖回填能够

处理比较明显的獾洞洞道，需要对部

分隐患的洞道及有防汛要求不能开挖

的獾洞进行灌浆密实处理。 

m3 20 

（3） 草皮恢复 草皮恢复 m2 100 

 

5.6 编制报告 

对全覆盖检查数据进行统计，对专项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并开展分析，对监测、防

治措施试点情况进行总结，编制总报告。基本包括：水利工程基本情况，介绍水库和堤

防数量、建筑规模等基本情况；项目开展情况，介绍项目实施情况、全覆盖检查成果、

专项检测成果等；发现问题分析，发现问题的数量,对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包括问题所

在水利工程名称、问题所在部位和危害情况等；害堤动物监测防治试点及阶段效果；害

堤动物防治技术及建议等。 

 

（二）项目目标 

通过对小型水库工程和堤防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开展检查，降低白蚁等害堤动物对

小型水库大坝、堤防的危害，保障小型水库和堤防安全运行。 

（三）项目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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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 15 日前，项目策划，完成基础资料收集，编制实施方案。 

2024 年 5 月-8 月：全覆盖检查和隐患部位专项检测，结合防汛工作要求等优先开

展重点工程检查检测。 

2024 年 9 月-10 月：根据检查、检测情况，对发现的隐患或风险点试点建设监测设

施，进行隐患治理试点。 

2024年 12月 15日前：完成报告编写，组织专家评审、验收。 

（四）预期成果 

提交《2024年小型水库和堤防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检查项目报告》及相关资料。 

（五）服务标准 

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配备相应人员，并全面分析项目需求，对项目服务

的重点难点进行分析，编制相应服务方案。根据不同人员的素质及保障、方案的完整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划分几等次。 

  

1. 人员的素质及保障   

（1）项目负责人    

1）职称： 

第一等次：水利相关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及以上； 

第二等次：否则。 

2）项目负责人业绩： 

第一等次：有 3个（含 3个）以上类似业绩； 

第二等次：有 2个类似业绩； 

第三等次：有 1个类似业绩； 

第四等次：无类似业绩。 

（2）项目团队高级工程师配备：  

第一等次：具有水利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人员； 

第二等次：无以上专业人员。 

（3）团队人员的到位保障 

第一等次：80%（含）-100%为本单位储备人员，提供有效的学历证书或执业证书或

职称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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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等次：50%（含）-80%为本单位储备人员，提供有效的学历证书或执业证书或

职称证书等； 

第三等次：0-50%为本单位储备人员，提供有效的学历证书或执业证书或职称证书

等；  

第四等次：未提供有效的学历证书或执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 

2.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要全面分析项目需求，对项目服务的重点难点进行分析；编制相应服务方

案，根据方案的完整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划分几

等次。 

四、项目验收 

本技术服务采用专家审查方式进行技术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评

审，专家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以

及相关规程等出具技术服务验收意见。在验收过程中，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或主管部门

的要求进行修改和补充。 

采购人组织合同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采购人根据验收意见，针对每一项技

术及商务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供应商应提供合同文件要求的成果，采购人依据技术标准规范、合同文件对本项目

成果报告和商务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书。验收不合格的，由供应商

按要求弥补缺陷后再次组织验收，直至验收合格。 

具体验收方案见合同履约验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