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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土壤普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果编制与汇总

采购需求

一、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第三次土壤普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果编制与汇总

2、预算金额：120(万元)

3、最高限价：120(万元)

4、服务期：202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二、项目背景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事关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了解耕地质

量现状，摸清耕地土壤障碍因素，既是合理利用土壤资源的迫切要求，也是事关国

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

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土壤污染、土壤肥力退化、土壤酸化、耕层变薄、耕地

非农业占用等问题极为严重。自国家上世纪70年代末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以来，

土壤质量和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四十多年未开展全国性耕地土壤质量普查。2022

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

这是我区摸清家底的机会，也是建立我区土壤数据库的良好时机，能够为未来的土

地精准化管理、农业合理布局、特优农产品种植和土壤高效科学利用奠定基础。

为摸清武汉市汉南区的耕地、林地、草地、园林等农用土地和部分未开发利用

土地的状况，全面查明查清我区土壤类型及分布、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

准确掌握土壤质量、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

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及重要农产品供

给能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三、工作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

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利用1年

左右时间，以土壤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支撑，衔接已有成果，全面查明查

清武汉市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

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及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加快推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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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现代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其中，耕地、园地、草地按照《指

导意见》的布点密度取样，种植与食物相关林地代表性布点取样。据国家下发的布

设点位，有外业样点143个，其中表层样点125个，剖面样点18个，具体以国家、

省、市下发任务为准。

1、普查内容包括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

情况普查、三普数据库和土壤样品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交汇总

等内容。其中，土壤性状普查包括土壤表层(耕层)样品野外采集、理化指标分析化

验等；土壤类型普查包括对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分层采样化验等；立

地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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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等情况；利用状况普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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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工作依据

（1）《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指标》（GB19377-2003）；

（2）《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13923-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GB/T17296-2009）；

（4）《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GB/T25529-2010）；

（5）《土壤质量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T32722-2016/ISO18512:2007）；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7）《土壤质量土壤采样技术指南》（GB/T36197-2018/ISO10381-2:2002）；

（8）《土壤质量自然、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查程序指南》（GB/T36393-2018/ISO

10381-4:2003）；

（9）《国家及下属地区名称代码第1部分：国家代码》（ISO3166-1:2006）；

（10）《国家及下属地区名称代码第2部分：国家下属地区代码》

（ISO3166-2:2007）；

(11)《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185）；

（12）《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三版)》；

（13）《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族和土系划分标准[J]》(土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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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3,50(4):826-834.张甘霖,王秋兵,张凤荣,吴克宁,蔡崇法,章明奎,李德成,

赵玉国,杨金玲）；

（14）《野外土壤描述与采样手册[M]》(科学出版社，2021，张甘霖，李德成

等）。

四、本项目要求内容

1、土壤类型制图开展土壤类型实地调查，查清汉南区土属（土种）种类、分布

及边界，更新土壤类型图、形成土壤类型图数据成果。

2、土壤属性图及专题图开展县级土壤属性图制作：含有机质、表层质地、pH、

盐碱度、土壤养分、中微量元素、重金属等；开展县级土壤专题图制作：含土壤利

用适宜性评价图、耕地质量等级等。

3、工作报告与技术报告

①《工作报告》：重点总结三普各项工作内容、工作机制和成熟经验，并从工

作准备、过程实施、普查成果形成与应用等方面分析土壤普查工作实施情况与成效。

②《技术报告》：重点总结三普“1+9”技术规程规范的实践情况，系统整理土

壤普查关键技术内容、实施机制和应用成效，总结技术形成与发展的方式方法，以

及普查过程中解决的技术难题、工作建议等。

4、专题评价报告与数据综合分析报告结合区级耕地保护或土壤管理与农林牧业

发展规划的需求，分析相应的土壤属性类型、分布区域、特点与产生原因等，根据

耕地质量等级、障碍等级判定、土壤利用适宜性等评价指标与方法，建立相应的模

型，开展耕地后备资源、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土壤利用适宜性、障碍改良与培肥、

土壤质量演变、土壤退化与障碍趋势、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布局等土壤属性指标演

变的大数据分析与专题评价，分别编制各专题评价报告和相关土壤保护利用、土壤

规划利用、土壤质量提升等综合分析报告。

5、土壤志与土种志编制《汉南区土壤志》：包括县级区域概况、土壤分类与分

布、土壤类型特征、土壤基本性质、土壤资源评价及改良利用等。

以上工作内容及涵盖区域范围，以国家、省、市下发任务为准。

五、成果要求

1、数据与数据库成果。包括基础数据、过程数据、成果数据和数据库等内容。

基础数据指用于支撑土壤普查工作开展所需要的各类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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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地形图、遥感影像等。过程数据指在土壤普查工作开展

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数据，包括样点数据、调查采样数据、样品流转数据、检测分析

数据等。成果数据指包括土壤类型图、专题图、专题数据集、成果报告等，通过各

级成果编制形成。土壤普查数据库是指集成基础数据、过程数据和成果数据，按照

数据结构来组织、储存和管理数据的仓库。

2、数字化图件成果。包括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图、土壤农业利用适宜类评价

图、耕地质量等级图、土壤采样点分布图、土特产品优化布局评价图、土壤酸化分

布图，前五类属规定成果，如区域内存在土特产、土壤酸化，则应完成对应数字图

件。

3、文字成果。包括土壤普查工作报告、土壤普查技术报告、土壤农业利用适宜

性评价报告、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报告、汉南区土壤志土种志，土特产品优化布局评

价报告与土壤酸化专题报告（如存在土特产、土壤酸化，则需完）等。

以上成果要求，以国家、省市最新成果编制与汇总要求为准。

六、其他方式

1、报价要求：总价报价。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它费用（如：增加

耗材、材料涨价、人工、安保、运输成本增加等因素），采购方概不负责；对于本

采购文件未列明，而投标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投标总报价。在合同实施

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

括在投标总报价中。

2、为满足本项目要求，投标供应商应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完成全部项目内容。投

标供应商可以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单位实力，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类似业绩、项目人

员配备等资料。投标供应商也可以对本项目进行需求分析，并针对本项目制定相关

的项目总体服务方案、项目进度计划、质量保障措施、保密方案、增值服务方案等。

3、投标供应商要充分了解现状情况，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进行普查工作过程中，其使用的工具设备和工艺方法须符合国家现行要求。

4、在普查过程中投标供应商应积极主动与采购人沟通，准确了解和贯彻采购人

意图。

5、根据采购人要求配合做好项目的评审验收以及有关的资料准备等工作。

6、按采购人的要求和国家、省、市等地方有关规定，保质保量完成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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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签订保密协议，检测数据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准外传。

7、项目服务过程中，投标应确保数据安全性和网络安全性，提高技术人员安全

意识和个人素质，确保项目零事故，确保项目如期完工。

七、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根据项目进度情况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

八、验收

1、验收方式：验收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的服务规定和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响

应及承诺执行，验收不合格的将根据合同有关条款进行处理，验收意见作为验收书

的参考资料存档备查。在验收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

求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2、组织形式：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协

商确定。

如未通过采购人的验收，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修改、完善，直至通过验

收。

九、其他要求

(一)基础条件成果编制与汇总机构须是依法设立，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

有良好信誉的法人单位。具备从事土壤调查、土壤分类、土壤制图等相关专业的科

研、工作经验或业绩。以往无数据造假、违法违规等不良信用记录，具备数据保密

管理的能力与条件。

(二)特定资格

“1”总体负责单位须符合下列4项资格中的至少2项：

1、具有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剖面技术领队；

2、具有农业资源与环境类(0903)、地理科学类(0705)、地质学类(0709)相关学

科研究生培养资格；

3、具有省级以上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类、地理科学类、地质学类相关学科重点实

验室；

4、具有地图编制甲级测绘资质且从事过士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工作。

“N”协同参与单位须符合下列3项资格中的至少2项：

1、具有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含表层或剖面)技术领队并从事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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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工作；

2、承担过土壤调查、耕地质量评价等项目；

3、具有地图编制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

(三)项目负责人资格

1、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单位在职人员(提供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负责人须为高级职称或博士毕业从事本行业3年以上或硕士毕业从事本

行业8年以上，具有农业资源与环境类、地理科学类、地质学类学科背景。

3、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

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在信用中国网及

中国政府采购网登记的单位，应提供书面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