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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的技术规格、数量

甘肃省子午岭林业管理局合水分局蒿咀铺林场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

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项目

（一）项目工程量

1.防治面积：蒿咀铺林场鼠害1000亩。

2.器械购置：鼠害防治需购置20.02% 鼠道难生物灭鼠剂（1000g/

袋）48袋，雷公藤甲素（500g/袋）23袋，折叠式投药器 26个，普通口

罩43 个、棉质手套40 个。

（二）项目实施技术措施

1.鼠害防治措施

根据防治作业区资源现状以及鼠害发生危害特点，本次防治工作采

取生物制剂防治和物理防治两种方法进行。

1.1 药物制剂防治

（1）药剂名称：20.02%鼠道难生物灭鼠剂（地芬诺酯 0.02%·硫酸

钡 20%）和雷公藤甲素（0.25毫克/千克颗粒剂）。

（2）药剂投放量：根据监测调查，雷公藤甲素与鼠道难两个药物

的投放量均为中度危害投放量每洞 4-5克，重度危害投放量每洞 5-10

克，5-7天投放一遍。

（3）投放方法：切洞法，即用铁锨在洞道上挖一个上大下小的

坑，取净洞内的土，确认为有效道洞后，用长柄勺将饵料放进距开口

40～50厘米处，最后用湿土密封洞口。

有效洞道的识别：一是洞壁光滑、土壤湿润、洞壁内留有新的爪印

和鼻印的洞道；二是地面出现新鲜土丘的洞道；三是开口洞道短时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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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土封堵的洞道；四是轻取一块洞上壁，鼻印深的一侧是鼢鼠的去向或

顺着植物毛根方向为鼢鼠前进方向，即有效洞道。

1.2物理防治

（1）器械名称：多箭式捕鼠器。

（2）布设方法：

①选洞首先找到有效洞道，在洞道上挖一个纵切面，切面大小为宽

30厘米、高 35厘米，将洞顶浮土铲平，洞顶壁厚 10厘米。

②定弓根据洞道大小在距纵切面 10～15厘米洞道中心位置下箭，

然后用湿土或稳定钉固定弓箭。

③挂箭将箭连同皮筋（弹簧）上下拉动数次，确认发箭顺利，拉至

“T”形撬杆或挂钩端。

④堵洞找一块大于洞口的土球，将洞外面儿削平，洞内面儿覆一层

湿土，堵住洞口，然后将引绳缠绕，使引绳顶端撬杠借助支点轻轻靠在

土球上即可。

本次防治所用多箭式捕鼠器为前期防治剩余弓箭，本次系循环利用，

不再另行采购。

二、需执行的标准

（一）指导思想

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针，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抗灾害能力，达到不污染环

境、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无公害防治目的，使灾害得到

自然的、可持续的长期有效控制，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二）防治原则

1.坚持“生态优先、合理布局、分类施策、综合治理”的原则， 紧密

结合林业有害生物及自然灾害发生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治及 灾后修

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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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统一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以降低危害程度，提高 造林

保存率为目标，最大限度减少林木损失。

3.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控制”的原则，加大综合整理力度，采 取营

林与防治相结合的技术措施，建立长期稳定的防治体系。

4.坚持“防灾与环保并重，维护生态平衡”的原则。遵循林业有 害生

物的生物学习性及自然灾害林地修复治理规程，加大无公害防治 力度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抵抗能力，维护生 态平

衡。

三、资金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条件

1、《合同》签订后（原则上7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

》中标价30%的资金，作为工程建设的前期费用。

2、完成防治工作，凭甲方出具的质量验收报告单，支付《合同》

中标价40%的资金。

3、林场自查验收合格，申请合水分局县级检查验收，凭合水分局

出具的质量验收报告单，支付《合同》中标价30%的资金（甲方支付该

资金前，乙方必须向甲方缴纳中标价5%的资金作为质量保证金）。

4、乙方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待防治项目满两年并通过甲方的质量验

收，凭甲方出具的质量验收报告单，支付该资金；项目满两年但验收不

合格的面积，不予结算，待乙方整改完成并通过甲方的检查验收后方可

结算。

5、项目资金的结算，严格按照《庆阳市林业项目管理规定》《林业

生态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办法》以及资金管理相关规定进行。

6、对于前期、中期、后期验收过程中存在作业面积不到位、防治措

施不合理、防治成效不显著的面积，不予结算，待乙方重新防治并通过

甲方的检查验收后方可结算；发生（危害）程度大于中度的面积，按照2

倍的防治成本扣除工程结算资金，用于重新防治。

四、验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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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收方式：林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实施方案、合同中的技

术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协同合水林管分局相关技术方面的专家

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2、验收时间：林场于2025年10 月底进行初步验收。

注：防治小班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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