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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汇

本报综合报道 在国际 TOP500
组织发布的第 46 届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行榜上，国防科技大学研制
的“天河二号”再次位列榜首，成为世
界超算史上第一台连续 6 次夺冠的
超级计算机，创造了超算领域一项新
的世界纪录。500 强榜单官方公告
还显示，相比 6 个月前发布的榜单，
新榜单中我国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数
量由 37 台猛增到 109 台，几乎增长了
两倍，超过欧洲与日本，排名第二。

据了解，“天河二号”于 2013 年 6
月研发成功，峰值运算速度为每秒
5.59 亿亿次，实际运算速度达到 3.39
亿亿次。自诞生之后，“天河二号”便
一直是当今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在国家超算广州中心投
入运行后，已构建了 6 个应用服务平
台，为国内外近 500 家用户提供高性
能计算和云计算服务，涉及基因、气
象、汽车、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

“天河二号”位列超级计算机榜首
中国超级计算机数量增长两倍

本报综合报道 北京市交通节能
减排实验室近日成立，将填补京津冀
交通环保数据的空白，为京津冀区域
层 面 的 交 通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提 供 支
持。据了解，这是京津冀区域内成立
的首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过程中，北京交通节能减排实
验室作为在区域内首个针对交通领
域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性实验室，将
立足于北京乃至京津冀，开展交通环
境及建设、运营，维护大气、水、土壤、
生态等环境介质的全面监测及科学
研究，推动京津冀三地建立搭建区域
维度的交通环境数据采集平台。通
过统一的标准规范监测方法，促进三
地交通环境数据共享，支持区域层面
交通污染规律的把握与治理措施的
研究制定。

新成立的实验室，除了包括生态
驾驶实验室，还有移动源排放检测

室 、生 态 环 境 检 测 室 、噪 声 和 振 动
检 测 室 、交 通 水 环 境 检 测 室 、交 通
大 气 环 境 检 测 室 和 绿 色 道 路 材 料
实 验 室 及 一 台 移 动 环 境 监测车，拥
有 近 100 套 设 备 ，可 以 全 面 实 现 对
人、车、路、环境交通全要素的检测、
评价、相关规律研究，以及进行污染
防控措施研究。

据了解，实验室前期工作已经初
步取得效果，通过对车辆实际工况下
污染排放的测试，支撑了北京新能源
出租车选型等工作。

近期，实验室对货 运 场 站 内 部
进行监测，显示污染物浓度超过周
边 环 境 监 测 点 高 达 3 倍 ~19 倍 。
主 要 货 运 通 道 PM2.5 浓 度 高 于 周
边 环 境 1.33 倍 ，且 污 染 物 浓 度 与
断 面 车 流 量 直 接 相 关 。 未 来 ，通
过这些数据，实验室将为货运行业
污染治理措施的研究及政策制定提
供支持。

京津冀首个交通环保实验室建成
大数据支撑三地交通减排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重
庆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重庆市
综合市情系统建设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重庆将建设全市标准
统一、内容融合、开放共享的综合市
情系统，实现全市信息资源的空间整
合与应用，提升服务政府决策水平，
提升服务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服务民
生质量。

《方 案》明 确 了 综 合 市 情 系 统
建 设 的 近 期 目 标 和 远 期 目 标 。 近
期 目 标 为 ，到 2016 年 年 底 ，建 成 以
空间信息为载体，集成全市基础地
理 信 息 、地 表 自 然 和 人 文 信 息 、经
济社会发展信息、各类规划信息及
城 市 运 行 信 息 等 内 容 的 综 合 市 情
系 统 。 远 期 目 标 是 建 成 全 市 统 一
的 数 据 内 容 全 面 、服 务 功 能 强 大 、
应 用 领 域 广 泛 的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交
换平台。

综 合 市 情 系 统 主 要 涵 盖 了 基
础 支 撑 体 系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数 据
资源体系、应用软件体系和长效运
行机制。据了解，数据资源体系由
基 础 地 理 数 据 、地 表 数 据 、规 划 数
据 、经 济 社 会 数 据 、城 市 运 行 数 据
等 5 个 部 分 构 成 。 其 中 ，城 市 运 行
数据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水、电、气、煤等生产（供给）与消耗
情况，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
或 商 品 供 给 情 况 ，污 水 处 理 、垃 圾
处理等市政设施运行情况，交通运
行 情 况 ，大 气 、水 、土 壤 等 环 境 质
量状况，突发性灾难灾害事故及应
急 处 置 情 况 ，城 市 建 成 区 面 积 、土

地出让、商品房销售等城市建设动
态信息。

为方便市民查询相关信息，重
庆将开发综合市情应用系统，通过
手 机 、平 板 电 脑 、桌 面 电 脑 等 多 种
终端，实现对综合市情信息的任意
组 合 、查 询 、统 计 、分 析 ，提 供 面 向
多种需求、多种网络条件的应用服
务。同时，还将建立综合市情信息
更新机制，确保数据动态更新。

为保障此项工作有序、高效推
进，重庆成立了由市发展改革委、市
经济信息委、市城乡建委、市环保局、
市规划局等 21 个部门和单位为成员
的联席会议机制和工作推进组。

《方 案》还 明 确 了 各 部 门 和 单
位的重点任务，重庆市环保局主要
负责组织提供环境保护规划、环境
功 能 区 、环 境 保 护 区 、污 染 源 及 监
测 站 、集 中 式 污 染 处 理 设 施 、环 境
质量等方面数据，负责更新本部门
数 据 及 本 部 门 数 据 标 准 与 综 合 市
情系统标准的对接。

重庆将建设综合市情系统
提升决策水平 提高服务民生质量

图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作为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
在环境信息管理方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
组 织 架 构 和 管 理 体 制 ，为 美 国 环 保 局

（EPA）制订有效的政策和决策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

■OEI的诞生

EPA 在华盛顿特区有空气和辐射、
水、化学品安全和污染防治、环境执法、
环境信息、总法律顾问、环境巡查、国际
和种族事务、研究和发展、固体废弃物和
应急反应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等13个
办公室，全国范围内有 10个区域办公室和
17个实验室，员工数量超过1.7万人。

环境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Environ-
mental Information，OEI）成 立 于 1999 年
10 月，是 EPA 内负责信息化建设的部门，
主要职责包括环境信息收集、分析、发布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EPA 信息化投资和
资产的管理；实施创新的信息技术和信
息管理解决方案，以支持 EPA 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使命。

作为 EPA 负责信息化建设的机构，
OEI 内设信息收集、项目管理、信息质量
管理保障、信息分析和获取、信息技术和
规划等部门，员工数量超过400人。首席信
息官制度和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和
运维是EPA信息化管理的基本制度。

■首席信息官制度

为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提升电
子政务建设的效率和效能，美国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在政府机构中建立了首席信
息 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制
度，联邦政府、联邦行政部门、州政府及
地方政府各部门都设立了首席信息官，
全面负责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
并直接参与决策管理。联邦政府的 CIO
兼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
agement and Budget，OMB）副局长，确保
了信息化建设资金的来源。CIO 制度有

效保证了信息的统一采集、管理和共享，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电子政务的一项基本
制度。

EPA 的 CIO 由总统任命，直接领导
OEI 的工作。职责包括根据 EPA 的业务
需求制订信息化发展规划，指导和管理
信息化建设投资；制订并监督 EPA 内部
信息管理政策的执行；建立信息化整体
技术架构，执行并监督信息化项目的实
施。由于 EPA 的 CIO 兼任 EPA 的助理局
长，具有跨部门的约束、协调及资源支配
能力，较好地保证了 EPA 信息化战略的
有效实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已
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2012 年，奥巴
马总统宣布美国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
展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Initiative）”。2015 年 2 月，美国联邦
政府首次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学家（Chief
Data Scientist），充分利用数据为联邦政
府的管理提供决策支撑。EPA 也于 2015
年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学家，负责 EPA 的
大数据建设和环境信息的分析和挖掘，
显示了 EPA 对环境数据分析和应用的高
度关注。

■设施统一建设和运维

EPA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维护由国家计算机中心（National Com-
puter Center，NCC）负责。EPA 各业务部
门不再单独购买软硬件设备，而是根据
需求编制经费预算并拨给 NCC，由 NCC
负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各业
务部门开发的应用系统须填写相关申请
表格，经过硬件需求、应用程序代码及信
息安全测试等检查工作，由 NCC 进行系
统部署及后期的运行和维护。

NCC 由 OEI 管理和运行，能够提供
小型机、服务器、存储等多种硬件设备，
数据库、ETL（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BI

（业务智能）、数据注册、地理信息系统等

企业级软件工具，以及实体安全、信息技
术安全、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备份及
灾害复原等安全环境和措施。整体运维
基于 ITIL（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实现
了 7×24小时现场支持及技术服务。

EPA 的官方网站、环境数据仓库、水
质管理信息系统、空气质量信息系统等
大部分信息系统均部署在 NCC 的机房
中，共有超过 800个信息系统、150个 OR-
ACLE数据库、60个业务智能应用及相关软
件工具。EPA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
和运维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有效
地保障了信息安全。

★启示

★首席信息官制度
美 国 的 首 席 信 息 官 由 总 统 直 接 任

命，并担任 EPA 的助理局长，具有跨部门
的约束、协调及资源支配能力，较好地保
证了 EPA 信息化战略的有效实现。

信息化建设本质上是一场改革，“互
联网+”、大数据战略都对传统管理理念
提出了挑战，发展信息化，从根本上要求
转变管理思想和理念，建立新的适应信
息化生产的制度体系。我国环境信息化
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与美国当年类似
的问题，成立独立的、具有协调统筹能力
的信息化机制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统一运维体系
EPA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维护由国家计算机中心统一负责，既节
省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又有效地保障了
信息安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建 立 全 国 统 一 的 实 时 在 线 环 境 监 控 系
统，这就从根本上要求统一运维。统一运
维是互通共享的“前奏”，借助统一运维的

“东风”，期待环保大数据能够早日实现。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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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信息化的机构设置
◆程春明 张波

热点击

从水上到陆地 从排污到运输

淳安县全周期信息化监管保千岛湖清纯
◆周兆木 本报通讯员杨约顺

“前段时间，我们发起了一项万元
奖金寻找‘不可以游泳的河’的活动，这
笔政府赏金至今没有得主。”浙江省淳
安县环保局局长童友军告诉记者。

千岛湖是淳安的母亲湖，也是浙江
省和华东地区战略水源保护地。千岛
湖水域面积 573 平方公里，约占县域面
积的 1/8，全县共有 4 条县级河道、84 条

乡级河道，81 条河流为一类水质，其余
均为二类水质，目前为止没有“黑河、臭
河、垃圾河”。

“淳安治水的难度主要在于河流大
部分流经乡镇。”淳安县委常委、副县
长、治水办主任郑志光表示，“借用信息
化手段成为我们管好点多面广的污染
源的突破口。”

目前，千岛湖作为旅游胜地，库区
拥有各类客旅船、游船艇 319 艘，总客
位达 1.9 万个。按平均每人每天产生
50 公斤生活污水计算，一年要向湖内
排放 10万多吨的生活污水。

“千岛湖实现生态效益的同时保证
旅游效益，防治船舶污染是大问题。”郑
志光说，为此，淳安县积极推进游船生
活污水“上岸工程”。

船舶生活污水上岸工程由生活污
水收集系统、中转提升系统、城市污水
纳管处理系统共 3 个系统构成，形成了
生活污水“回收——中转——处理”的
顺畅流水线。

新建的生活污水收集系统会将污
水收集到污水收集柜，经过搅拌后排入
中转趸船，再提升转排到城市管网体
系。岸上各污水回收点已经完整铺设
城市污水纳管处理系统，直接连接到污

水处理厂。
“每次游船艇的生活污水搅拌、排

放都能从系统中识别、查询。”淳安港航
管理处处长盛勋说。

据了解，船舱内的污水收集柜集成
安装了智能报警装置，当装载量达到
80%和 95%就会分别发出警报，提醒船
长及时与中转趸船对接，将污水排出。
并且为了防止偷排现象的发生，生活污
水收集系统专门加装了智能化控制开
关，只有中转趸船上持相应 IC 卡的工
作人员才能打开，并在对外排放的管系
阀门设置了铅封，确保船员不能私自打
开阀门偷排入湖。

“用系统把污水产生到处置整个过
程管起来，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闭环，任
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以随时发现、随
时解决，从源头上避免了船舶污染。”童
友军说。

“大部分河流都流经乡村，但农民
环保意识并不是特别强，畜禽污染等面

源污染也是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童友军表示。2014 年，淳安县关停了

220 家畜禽养殖场（户），保留的 64 家
规模养殖场全部进行了生态化改造。

“生态化改造后的畜禽养殖场可
以为种植物提供液肥，不仅解决了畜
禽污染问题，也减少了化肥及复合肥
的施用量。”淳安县农业局科教站站长
严华建介绍说，为精准监管液肥的管
理和配送，淳安县农业局牵头建成了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畜
禽养殖液肥配送体系。

液肥配送服务体系由液肥配送在
线指挥平台和监控平台构成。指挥平
台主要对全县规模养殖场及种植基地
进行液肥抽取及运输配送的调度。监
控平台除具有指挥平台功能外，还具
有 统 计 全 县 种 植 基 地 液 肥 使 用 情
况 、分 析 液 肥 配 送 车 量 的 运 行 数 据
等功能。

那么，平台如何获知液肥数据？
据了解，全县 35 个贮液池都装有

太阳能自供电压力传感器液肥测量
仪，可以实时测量计算池中的液肥，并
通过无线网络上传至指挥平台及监管
平台。指挥中心便可以根据实时液肥
存量数据及种植基地业主需肥要求，调
度带有 GPS定位的沼液运输车配送液
肥，每30 秒可获知一次车辆运行的位
置，此外，还可以查询车辆的历史轨
迹、行驶里程、车辆单位使用效率等。

为了更直观地获知液肥情况，其
中 10 个贮液池还安装了视频监控，画
面可以实时上传到平台。“系统对液肥
从产生和配送进行全程监控、无缝对
接，实现了对液肥进行精细化管理，有
效地减少了面源污染，并实现了养殖
业、种植业的精准结合。”严华建说。

无论水上船舶污染的治理，还是
面源畜禽污染的治理，最终都将靠智
慧环保体系统一监管。

淳安县投资 6000万元正在建设千
岛湖水质监测预警平台，是集污染源在
线监测、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水质预
警监测于一体的智慧环保体系。目前已
经完成安装 200多处监控点位，大部分
点位的监控设备还可以实现360°旋转
监控，保证监控区域不存在盲区。

其中，污染源在线监测主要在污
水处理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工业企
业、养殖企业、沿湖宾馆酒店等设置监
测点。环境质量实时监测主要在入
湖、出湖的断面和陆域等设置水质通
量站、空气站等 24 个监测站，随时掌
握全县流域水质、空气等变化情况。
水质预警监测主要是千岛湖水质水华
预警预报系统，实现对千岛湖水域污

染状况、水质分布的预测预警，可有效降
低各种水质污染带来的风险和危害。

系统投入运行后，可以对流域水
生态进行实时监测、准确评估以及对
重大水质污染现象和事故进行预警，
有效辅助职能部门进行水质污染的应
急处理，降低各种水质污染带来的风
险和危害。

以往，千岛湖会出现藻类异常增
殖，今年上半年也出现硅藻异常增殖，
系统建成后，“将以高频监测的手段，
获取千岛湖稳定可靠的湖泊参数，比
如温度、湿度、叶绿素、溶解氧等，对千
岛湖藻类爆发时间、爆发范围进行研
究。”童永军表示，这也是目前国内人
工湖泊第一家采用这种手段的。

“系统将通过污染源监控全覆盖、
环境监管无盲区，实现预测预警科学
化，环保管理智慧化。”童友军说。

水上污染

点面管控

☞生活污水上岸 IC卡防止偷排

☞液肥测量仪传送数据 GPS车辆精准配送

☞完善监管点位 实时监测预警

今年初，“互联网+”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又连续出
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等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拓展网
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
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
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
源 开 放 共 享 ，由 此 ，“ 互 联
网+”、大数据战略已经上升到
国家战略。

作为信息化的一部分，“互
联网+环保”、环保大数据也成
为舌尖上的话题。但我国的环
境信息化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和
系统建设分散，应用“烟囱”和数
据“孤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低，综合支撑和公众服务能力
弱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期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提高生
态环境监管、公共服务能力和
科学决策水平，推进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迫切需要研究、学习国外环境
信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先进经
验，通过建立职能统一、运行高
效的环境信息化管理体制，应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的质量和效率。

本期开始，将连续刊载近
距离看美国环境信息化系列，
以启发我国现在如火如荼的环
境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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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