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概况

1、保护区概况

2013年 11月，原农业部批准建立达溪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总

面积 300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800公顷，实验区面积 2200公顷。保护区位于甘肃省灵

台县达溪河(含涧河、蒲河)流域，河流总长度 121公里。核心区为涧河流域，全长 22公里，

自朝那镇范家坝为起点，到涧河达溪河交汇处为终点。实验区由达溪河和蒲河两条河流组成，

在灵台境内全长 99公里，以达溪河龙门乡枣子川村为起点，到达溪河灵台境内终点(告王村)。

蒲河自灵台境内起始点到灵台县城为终点，汇入达溪河。另包括汇入达溪河的其它支流的汇

入处向上延伸 4公里河道，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中华整，为甘肃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2022年灵台甲鱼被

农业农村部纳入“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它保护对象包括草鱼、鲫鱼、鲤鱼、

餐条、马口鱼、麦穗鱼、高原鳅等。保护区特别保护期为每年 4月 1日-10月 15日。

2、调整保护区的原因及意义

（1）调整保护区范围的原因

1 保护区批准建立之前已经存在的成建制的乡镇、行政村、道路、农田等较大陆域范

围划入保护区，不具备保护价值。即无保护价值，又增加了保护区管理和建设的难度，还制

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工程的建设。

2 保护区内自然条件的变化，导致主要保护对象栖息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不具备

保护价值。根据近年来的渔业资源调查结果，县城下游河段无主要保护对象中华整分布。

3 国家和省列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需要。如西气东输、灵台电厂、安家庄煤炭开发等。

因此，急需对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

(2)调整保护区范围的意义

1 调整后主要保护对象分布区域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栖息生境得到重点保护,有利于

主要保护对象的生长、繁殖，可促进种群数量恢复和增长。

2 调整后保护区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均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保护区陆生和水生动

植物生境相同，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 调整后妥善解决了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解决了保护区存在的难

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确保了乡村振兴等民生工程的落地实施，保障了国家和省列重大建设项

目开展，对改善当地群众生活条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 调整后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服务功能延续性更趋完善，主要保护对象和其伴

生动物资源及其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更加严格，有利于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对规范保护区的

建设和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服务要求

1. 根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调整申报材料编制指南》,科学、规范的完成

以下技术内容的研究及技术报告的起草:

(1)《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调整申报书》;

(2)《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调整论证报告》;

(3)《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调整综合考察报告》;

(4)《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调整后建设和管理规划》;

(5)《调整后的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等文字说明材料及大比例尺保护区功能

区划图》等材料。

2.对保护区范围进行实地测量和勘测,提出保护区调整划界新方案，确定坐标点，论

证其合理性，绘制保护区图件制作规范绘制大比例尺功能区划图。

3.调查保护区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水文及水域环境状况、水生及陆生植物资源，

收集保护区自然资源历史资料，科学分析评价，按照规范编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

4.规划编制完成后，报省农业农村厅评审，上报农业农村部评审。

5.做好保护区调整方案申报和评审答辩、技术答疑，对上级主管部门的现场复核、

调查和技术质询做好配合，依据专家现场踏勘意见做好报告修改，通过省厅和农业农村

部组织的专家评审。

三、交付期限及交付地点

交付期限：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交付地点：灵台县达溪河中华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局

四、付款办法

根据合同约定付款

说明：中标人须为招标人提供普通增值税发票或增值税发票，所有款项招标人一律向发

票开具者（必须为中标人名称）的基本账户进行支付，不向分公司、专户等其他账户支付，

中标人开具发票时也不能作为人工费、材料费等名义开具。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按照行业规定，结合本招标文件要求以及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承诺，由招标人组织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验收，中标人应安排技术人员配合验收，并得到采购方确认后才能验收通过。

验收过程中发现结果不准确、编制质量不合格、未通过评估验收或存在其他问题，由中

标人负责重新按时效要求完成相关工作，所产生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验收过程中若发现所供服务项目结果不符合招标文件内容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时，投标



人须无条件按时效要求重新完成相关工作，不予积极配合处理者将视为验收不合格，由此而

延误交付期限的招标人概不负责，且由中标人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及处罚。

六、索赔及赔偿要求

如果中标人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和提供服务，招标人应在不影响合同项下的

其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迟交产品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的服务费用

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误期赔偿

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招标人可考

虑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终止合同（同时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