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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额济纳旗达来呼布至赛汉陶来再生水供水管网项目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额济纳旗能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劳动渠东、土尔扈特路南 100 米 

法人代表 恩克那生 联系电话 13804733037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临时用地 

项目位置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 

资源储量 — 
生产能力 

（或投资规模） 
—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0.5677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 

建设期限 2 年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2 年 2 个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阿拉善盟矿能地理信息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冯永利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学会 编号 150012 

联系人 冯永利 联系方式 0483-8351978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行业 签名 

麻杨松 中级工程师 国土空间规划工程  

徐晓燕 中级工程师 国土空间规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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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永久占用 

草地 其他草地 0.5668 / 0.5668 / 

其他土地 裸土地 0.0009 / 0.0009 / 

合计 0.5677 / 0.5677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压占 0.5677 / 0.5677 

合计 / 0.5677 / 0.5677 

复垦

土地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复垦 拟复垦 

草地 其他草地 / 0.5668 

其他土地 裸土地 / 0.0009 

合计 / 0.5677 

土地复垦率（％） 100 

投 

资 

情 

况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百分比（%） 

一 工程施工费 4.43 61.19 

二 其它费用 2.50 34.53 

三 不可预见费 0.21 2.90 

四 监测费 0.10 1.38 

五 静态投资 7.24 100.00 

六 价差预备费 0.75 / 

七 动态投资 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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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目的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表，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生产建设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

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规范额济纳旗各企业临时用地审批程序，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二）编制原则 

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编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 

（三）编制依据 

a）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 6 月 10 日。 

b）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 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 号）； 

3）《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 号文）； 

4）《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 

5） 《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22 号）。 

c）技术规范、规程 

1）《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3]234 号）；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 166-2004）； 

3）《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 

5）《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四）编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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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明确复垦目标，主要包括：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减少的破坏土地面

积、土地复垦面积、土地复垦率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 

二、临时用地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a）项目名称：额济纳旗达来呼布至赛汉陶来再生水供水管网项目临时用地； 

b）地理位置：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 

c）建设单位：额济纳旗能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d）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临时用地服务年限：2 年 2 个月； 

f）建设内容：建设内容为临时材料加工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其中临时材料加工区用地面积

为 0.4121hm2，材料库房用地面积为 0.0056hm2、材料堆场用地面积为 0.1500hm2。 

（二）项目区自然地理概况  

a）地理位置：项目区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范围内，地理极值坐标为（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101°02′45″—101°02′52″，41°59′39″—41°59′42″，本项目临时用地现状均为空地，不影响周

边布局。 

 

b）气候：项目所在地区为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属于我

国极干旱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6-9℃，极端最低气温-36.4℃，极端最高气温 41.6℃。全年

降水多集中在 7-9 月，降雨量平均 30-40mm，年蒸发量 3000mm 以上。由于干旱少雨，冬春季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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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大风频繁，最大冻土深度 1.5m，无霜期天数 114-183 天。 

c）土壤：项目所在区域分布地带性土壤主要为灰漠土。沿线土层厚度 0-0.1m。土壤有机质含量

0.60%，全氮 0.60%，速效氮 3.0ppm，速效磷平均 6.50ppm，土壤全盐为 6.62g/kg，pH 值 8.60。土壤有

机质含量低，结构性较差。 

d）植被：项目所在区域植被植被覆盖度较低。 

e）水文：项目区为干旱区，地表水受大气降水及季节性影响明显，勘察期未见地表水，地下水位

埋藏较深。 

（三）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根据 2022 年额济纳旗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额济纳旗全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7.35 亿元，同比

下降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5 亿元，完成调整后的目标任务；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同比下降 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同比增长 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257 元；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7982 元。 

根据 2023 年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统计信息：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8.1 亿元，同比增长 1.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6 亿元，同比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4 亿元，同比增长 6.6%；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 亿，同比下降 3%；城镇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50526 元

和 31043 元，分别同比增长 5%和 6%。 

根据 2024 年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统计信息：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 428958.13 万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5.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5374.61 万元，同比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 103673.14

万元，同比增长 2.2%；第三产业增加值 289910.38 万元，同比增长 6.2%。 

（四）项目区土地利用状况 

a）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额济纳旗达来呼布至赛汉陶来再生水供水管网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结

合额济纳旗第三次国土调查 2023 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资料，确定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和数量，按照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要求，本项目总面积 0.5677hm2
，其中农用地（其他草地）0.5668hm2

，未利用地（裸土地）0.0009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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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地权属状况 

项目区用地权属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国有土地。 

（五）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经套合“三区三线”数据，本项目临时用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三、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一）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a）不同的施工工艺导致对土地损毁形式的不同，本项目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压占。 

压占主要指临时材料加工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压占地表，损毁了土壤结构，损毁了土地。 

b）根据项目建设中土地损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不同区域土地损毁的特点，土地损毁程度预测单元

主要为临时材料加工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 

c）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的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具体建设内容，土

地损毁程度预测内容为挖损土地的范围、面积和程度。在复垦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中按复垦区损毁土地

类型来选择主要参评因素。临时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数确定为 3 级标准。分别定为：轻度损毁、中度

损毁、重度损毁。各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因根据对我区类似项目建设损毁因素的调查统计情况，参

考各相关学科的实际经验数据，以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得出各用地单元损毁土地程度。临时材料加工

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为轻度损毁。 

d）本项目复垦区面积即临时用地总面积，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0.5677hm2
。 

（二）土地复垦评价单元及复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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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评价单元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本空间单位。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是通过对评价单元土地

构成的因素质量评价得出的，因此，评价单元划分对土地评价工作的实施至关重要，直接决定土地评价

工作量的大小、评价结果的精度和成果的可应用性。 

由于本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对象为拟损毁的土地，根据土地损毁类型、程度等因素，土地适

宜性评价单元划分为 3 个，即临时材料加工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 

b）考虑复垦单元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所在地的社会因素等，基于优先复垦为原地类和当地群

众意愿以及复垦地块后续利用的可行性及与现状条件相符合的综合考虑，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22 号）文件要求，临时用地

选址应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地类认定依据，无需往前追溯地类，最终确定复垦方向为其他草

地和裸土地。 

四、主要复垦措施 

（一）土地复垦工程设计 

（1）临时材料加工区：用地面积为 0.4121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

项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加工区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

回收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进行地面砂砾石垫层和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清理清运至当

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及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度为 0.2m，然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

播面积为 0.4112hm2。  

（2）临时材料库房：用地面积为 0.0056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项

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库房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回收

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进行地面砂砾石垫层和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清理清运至当地环

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及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度为 0.2m，然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播面

积为 0.0056hm2。 

（3）临时材料堆场：用地面积为 0.1500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项

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堆场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回收

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进行地面砂砾石垫层和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清理清运至当地环

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及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度为 0.2m，然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播面

积为 0.1500hm2。 

（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临时用地为其他草地和裸土地，项目区植被稀少，覆盖度低，临时用地已最大限度的避开植

被，根据项目区植被稀疏，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土壤贫瘠、地上地下水源缺乏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复

垦区植被恢复采用雨季前播撒适合本地区生长的草籽白刺、红砂，不设管护措施自然恢复便可达到复垦

要求，不设管护措施。使复垦后的植被覆盖度与周边区域一致。播种后进行实地监测一次，若植被覆盖

度低于周边区域，则需秋雨前补播一次。 

五、土地复垦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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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材料加工区：用地面积为 0.4121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

项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加工区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

回收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然后对临时材料加工区地面砂砾石垫层采用推土机进行推运

清基，清基面积为 0.4121hm2，清基厚度为 0.20m，清基量为 824.2m3，其次进行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

度为 0.2m，土地平整量为 824.2m3，最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播面积为 0.4112hm2。  

（2）临时材料库房：用地面积为 0.0056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项

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库房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回收

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然后对临时材料库房地面砂砾石垫层采用推土机进行推运清基，

清基面积为 0.0056hm2，清基厚度为 0.20m，清基量为 11.2m3，其次进行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度为 0.2m，

土地平整量为 11.2m3，最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播面积为 0.0056hm2。 

（3）临时材料堆场：用地面积为 0.1500hm2，为单层彩钢结构，地面为 20cm 厚砂砾石垫层。项

目结束后，利用挖掘机、人工对临时材料堆场内彩钢结构板房拆除拉运出项目区，项目单位计划再回收

利用，故本方案中不统计拆除工程量，然后对临时材料堆场地面砂砾石垫层采用推土机进行推运清基，

清基面积为 0.1500hm2，清基厚度为 0.20m，清基量为 300m3，其次进行土地平整工程，平整厚度为 0.2m，

土地平整量为 300m3，最后对复垦为其他草地区域撒播草籽，撒播面积为 0.1500hm2。 

各复垦分区土地复垦工程量汇总表 

复垦分区 
损毁面积

（hm2
） 

工程 

清基量

（m3
） 

清运量

（m3
）

土地平整量 

（m3
） 

撒播草籽

（hm2
） 

临时材料加工区 0.4121 824.2 824.2 824.2 0.4112 

临时材料库房 0.0056 11.2 11.2 11.2 0.0056 

临时材料堆场 0.1500 300 300 300 0.1500 

合计 0.5677 1135.4 1135.4 1135.4 0.5668 

六、复垦计划安排 

本项目总工期包括：建设期 2 年，复垦期 2 个月。因此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表的服务年限从即日起

确定为 2 年 2 个月。具体包括： 

建设期：2 年（2025 年 4 月～2027 年 3 月）； 

复垦期：2 个月（2027 年 4 月～2027 年 5 月）。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将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报评审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顺利实

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组织机构负责土地复垦的委托、报批和方案实施工作，机构

的工作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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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认真贯彻、执行“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方针，确保复垦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复垦工程效益。

b）建立防治目标责任制，把复垦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制定土地复垦详细实施计

划。 

c）生产期间协调好土地复垦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正常施工，并按时竣工最大

限度恢复土地使用功能。 

d）深入现场进行检查和观察，掌握土地复垦工程的运行状况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e）按照土地复垦条例有关规定，严格实施土地复垦工作。待土地复垦完成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原权属单位。 

（二）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是贯穿于土地复垦始终的计、提、管、用一体化制度，按照《土地复垦条例》严格将复

垦资金存入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督，专户专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由自然资源局进行监管建设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

请，验收合格后可向监管部门申请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费。 

（三）监管保障措施 

本项目应由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组织监管，建立专职机构，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

细的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

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査，义务人应当定期向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报告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资金

使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资金提取和投入要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进度进行，保障复垦资金

能够及时到位，保证复垦工程顺利实施，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四）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

先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a）加强向项目区所在地具有复垦经验的单位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b）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方

案报告表。 

c）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标进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资质。 

d）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五）安全文明措施 

项目区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范围内，该地区人员稀少，人类活动不频繁，临时用

地使用及复垦工作中规范人员活动，减少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六）环境保障措施 

a）坚持生态优先，保护好原生植被和生态环境，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b）合理选择复垦土地的用途和利用方式，确保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 

c）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止水土流失，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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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力度，严禁将污染物排放到土地和环境中。 

e）建立环境监测机制，对复垦后的土地进行定期监测，确保土地质量和生态环境达到预期要求。

（七）不降低原生态功能的分析 

本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以挖损的形式损毁土地，通过对土地损毁程度

的评价，预测损毁程度为轻度损毁。在项目结束后，通过采取清基、清运、土地平整、撒播草籽等工程

技术措施，使土地复垦后达到可再次使用的状态，确保复垦后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低于或优于复垦前

的水平。 
八、投资估算及测算依据 

一、土地损毁类型、面积及测算依据 

1、土地损毁类型及面积 

该项目对土地的损毁为压占，压占面积为 0.5677hm2，为临时材料加工区、材料库房和材料堆场。

2、损毁土地面积的测算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与设计资料统计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损毁土地的评价因素，评价出土地损毁程

度为轻度。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0.5677hm2。 

二、复垦土地用途及面积 

根据待复垦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本方案预期复垦土地面积为 0.5677hm2，复垦方向为其他草地和

裸土地，土地复垦率达 100.00%。 

本项目共复垦土地面积 0.5677hm2，静态投资为 7.24 万元，每公顷投资 12.75 万元（亩均投资 8502.14

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4.43 万元，占静态投资的 61.19%；其他费用共计 2.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4.53%；

监测费 0.1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38%；不可预见费 0.21 万元，占总投资的 2.90%。价差预备费 0.75 万

元，动态投资为 7.99 万元，每公顷投资 14.07 万元（亩均投资 9382.89 元）。投资估算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2、《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率的通知》（内建标〔2019〕113 号）； 

3、项目工程设计图及工程量表； 

4、阿拉善盟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2025 年 1-2 月）及材料价格市场价。 

九、投资估算表 

 

 

 

 

 

 

 

 

 



  11

 

 

 

 

 

 

 

 

 

 

 

 

 

 

 

 

 

 

 

 

 

 

 

 

 

 

 

 

 

 

 

 

                                 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4.43 61.19 

二 其它费用 2.50 34.53 

三 不可预见费 0.21 2.90 

四 监测费 0.10 1.38 

五 静态投资 7.24 100.00 

六 价差预备费 0.75 / 

七 动态投资 7.99 / 

工程施工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定额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计 

-1 -2 -3 -4 -5 -6 

1 土方工程    41910.09 

1） 10237 清基 100m3 11.35 582.07 6606.49 

2） 20295 清运 100m3 11.35 2528.38 28697.11 

3） 10237 土地平整 100m3 11.35 582.07 6606.49 

2 植物工程    2399.33 

1） 50030 撒播草籽 hm2 0.5668 4233.12 2399.33 

合计 —— —— —— 44309.43 
 

其他费用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预算金额（万元） 

(1) (2) (3) 

1 前期工作费 市场实际价格 1.00 

2 工程监理费 市场实际价格 0.50 

3 竣工验收费 市场实际价格 0.50 

4 项目管理费 市场实际价格 0.50 

总    计  2.50 

不可预见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工程施工费 其他费用 小计 费率（%） 合计 

-1 -2 -3 -4 -5 -6 

1 不可预见费 4.43 2.50 6.93 3 0.21 

总         计 — — — — 0.21 

监测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预算金额 

-1 -2 -3 

一 监测费 0.10 

1 监测费 市场价 0.10 

总         计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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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预备费计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静态投资(万元） 系数(1+r)n-1 价差预备费 

2024 年 1.00 0 0 

2025 年 0 0.06 0 

2026 年 6.24 0.12 0.75 

合计 7.24 — 0.75 

                                    主要材料估算价格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价格（元） 

预算价格 限价价格 材料价差 

1 柴油 kg 8.43 4.5 3.93 

 

机械台班估算单价计算表 

定额 

编号 

机械名称 

及规格 

一类 

费用 

二 类 费 用 

台班费 

（元/台班）
人工费（元/日） 

柴油费（元

/kg） 小计（元） 

工日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5 
挖掘机油

动 1.2m3 
387.85 2 102.08 86 4.5 591.16 979.01 

1014 
推土机

74kw 
207.49 2 102.08 55 4.5 451.66 6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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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编号：[10237] 推土机推土（四类土,20-30m）      金额单位：元/100m³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423.82 

（一） 直接工程费       407.52 

1 人工费       27.41 

  乙类工 工日 0.2 137.05  27.41 

2 材料费         

3 机械使用费       360.70 

  74kw 推土机 台班 0.35 1030.58 360.70 

4 其他费用 % 5 388.11 19.41 

(二) 措施费 % 4 407.52 16.30 

二 间接费 % 5 423.82 21.19 

三 利润 % 3 445.01 13.35 

四 材料价差       75.6525 

1 柴油 kg 55 3.93 75.6525 

五 未计价材料费         

六 税金 % 9 534.01  48.06  

合计 — — — 582.07  

 
 

定额编号：[50030]撒播（不覆土）                    金额单位：元/hm2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2851.22  

(一) 直接工程费       2741.56  

1 人工费       287.81 

  乙类工 工日 2.1 137.05 287.81 

2 材料费       2400.00 

  种籽 kg 80 30 2400.00 

3 机械使用费         

4 其他费用 % 2 2687.81 53.76 

(二) 措施费 % 4 2741.56 109.66 

二 间接费 % 5 2851.22 142.56 

三 利润 % 3 2993.79 89.81 

四 材料价差       800 

  种籽 kg 80 10 800 

五 未计价材料费         

六 税金 % 9 3883.60 349.52 

合计       42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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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编号：[20295]1.2m3
挖掘机装石碴自卸汽车运输（0.5-1km）金额单位：元/100m³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1687.68  

(一) 直接工程费       1622.77  

1 人工费       161.35 

  甲类工 工日 0.1 184.74  10.21 

  乙类工 工日 1.9 137.05  151.15 

2 材料费       0.00 

3 机械使用费       1423.38 

  挖掘机油动 1.2m
3

台班 0.38 1144.32  372.02 

  推土机 59kw 台班 0.19 642.93  90.75 

  自卸汽车 5t 台班 2.34 520.45  960.61 

4 其他费用 % 2.4 1584.73  38.03 

(二) 措施费 % 4 1622.77  64.91 

二 间接费 % 6 1687.68  101.26 

三 利润 % 3 1788.94  53.67 

四 材料价差       519.94  

  柴油 kg 86 3.93 128.43  

  柴油 kg 44 3.93 32.85  

  柴油 kg 39 3.93 358.65  

五 未计价材料费         

六 税金 % 9 1842.61  165.83 

合计       2528.38  

 
 
 
 
 
 
 
 
 
 
 
 
 
 
 
 
 

 
填表人：麻杨松                                                                                填表日期：202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