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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员是“把关人”

◆叶相成

近几年，湖北省十堰市不断加大环境
信息化建设投入，环境信息化水平逐步提
高，在机动车监管、环境监察、危险废物物
联网建设和探索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20条机动车环检线“一屏览”

2013 年年底，十堰在湖北率先启动
实施机动车环保检测和环保标志核发管
理，并在全市建设机动车环保检测线。但
随之也发现了各种问题，各环检机构的检
测设备供应商不相同、检测软件系统不相
同，导致检测数据在数据结构设计上不
同，形成信息孤岛，数据无法直接利用。
此外，环检机构未与环保部门联网，环检
数据和视频图像等实时监控数据保存在
检验机构，存在监控难等问题。

为 此 ，2014 年 底 ，十 堰 市 投 资 130
万 元 ，启 动 机 动 车 环 境 监 管 综 合 业 务

平台建设。
近日，记者走进十堰市机动车尾气监

督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打开十堰市机动车
环境管理综合业务平台，全市 20 条机动
车环保检测线现场检测情况一览无遗。
据介绍，十堰全市 8 家机动车环保检测机
构、20 条检测线目前已全部与机动车环
境监管综合业务平台联网。

据了解，平台包括检测业务子系统、
监管业务子系统、标志业务子系统三大功
能模块，可对环检机构、检测人员、检测设
备、检测过程等进行动态实时监控，有效
防止检测过程中弄虚作假。

▶环境监察一体化项目投运

十堰不仅在机动车监管方面取得了
进展，据了解，环境监察一体化项目近日
也通过验收并上线运营。

十 堰 市 环 境 监 察 一 体 化 项 目 于
2015 年 4 月 启 动 ，投 入 资 金 305 万 元 。

项 目 包 括 硬 件 和 软 件 两 大 板 块 ，其 中
硬 件 包 括 13 套 移 动 执 法 箱（笔 记 本 电
脑、打印机、扫描棒、录音笔、摄像机），
100 个 执 法 终 端 。 软 件 系 统 包 括 移 动
执 法 系 统 、行 政 处 罚 系 统 、专 项 行 动 系
统 、环 境 稽 查 系 统 、环 境 信 访 系 统 、考
核评价系统等。

项目集成了移动执法、专项行动、环
境信访、环境稽查、行政处罚、考核评价、
移动办公、协同办公八大子系统，整合并
集中市区两级环境监察力量，与在线监
测、排污申报等多个国家系统进行数据对
接，并自动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统
计，打通了监察执法业务全流程，实现了
环境监察工作全覆盖。

据十堰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环
境监察一体化项目的投运，将大力推动环
境执法从末端执法向全方位执法转变，从
粗放式向规范化执法管理转变，实现对污
染源、风险源和辐射源的协同监管、综合
监管。

▶危险废物物联网建设提速
此外，为实现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

的全过程监管，确保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
十堰正在加快推进物联网监管系统建设步
伐，目前已配合完成湖北省物联网一、二期
建设单位 12家，三期拟建 61家工业产废单
位、21家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安全处置物联
网，将实现省、市、县三级联合审批全覆盖。

据了解，危废物联网系统集成视频监
控、GPS 和北斗定位、电子标签数据扫描、
手持终端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危险废
物源头的监管、对转移的全过程监管。将
物联网应用于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
转移、处置等全过程，对危险废物实行从“摇
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的电子化监管。

随着物联网系统的运行，十堰市将逐
步实现对重点危险废物产生源和转移的全
过程监管，对危险废物网上申报和审批的监
管，物联网系统的建成和使用对提高全市
危险废物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机动车检测实时监控 环境监察执法协同共管

十堰：信息化手段促环境管理升级

本报综合报道 福建省近日
制定出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工作方案》（下文简称《方案》），
提出围绕“全面设点、全省联网、
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总体要
求，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
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监
测监管体系。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
省基本实现生态环境、重点污染
源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的监
测点位全覆盖；生态环境监测大
数据平台基本建成，国家、省、市、
县四级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实现互
联共享，监测信息统一规范发布；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和测管联
动、部门会商等工作机制进一步
健全完善；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
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陆海统筹、
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形成。

《方案》要求建设覆盖全省、
布局合理、分工明确、重点突出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由福建省环
保厅会同各相关部门统一规划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加强重点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区监测，强化重点
污染源监测制度。

《方案》提出实现生态环境监
测信息全省联网、集成共享、统一
发布，构建全省统一的生态环境
监测大数据平台，建立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汇聚共享机制，统一发
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加强自动
监控，提升预报预警与环境风险
防范能力，强化重点监管对象自
动监控，加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预报预警，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风
险监测评估与预警能力。

福建将构建测管联动、依法
追责的生态环境监测机制，开展
生态环境同步监测与执法，加强
各类环境监测机构监管，为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问责提供技术支撑。

《方案》强调推进生态环境监
测体制改革，构建科学有力的保
障体系，明确生态环境监测事权，
加强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着
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市场化改
革，提升生态监测科技创新能力。

本报综合报道 四川省环保
厅近日发布《四川省重点区域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风险点位布设方
案》，明确今年将以重点防控重金属
污染为主线，在九大重点区域增
设 384个土壤环境监测国控点位，
实现全面反映全省重点区域土壤环
境风险状况、变化和发展趋势的目标。

据 悉 ，四 川 省 今 年 将 增 设
384 个国控风险点位，主要涵盖
四川已受污染或可能存在污染的
重点风险区域，具体包括“重金属
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污染行业企
业周边和历史污染区域等九大重
点区域。到 2016 年底，四川省将
布设 733 个土壤环境监测国控风
险点位。

方案要求，在污染行业企业

周边布点，优先选择有色金属、铅
蓄电池和医药等 8 个重点行业企
业；在固废集中处理处置场地周
边布点，重点选取使用时间在 3
年以上的填埋、堆放、焚烧处理处
置场地；油田采矿区周边布点，优
先选择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和破
坏程度大的大中型矿山；在历史
污染区域及周边，重点选取工业
企业搬迁后的遗留或遗弃场地，
或历史上因污水灌溉造成污染且
影响范围大的区域布点。

四川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全面设点、规范评价和自
动预警的土壤环境大数据建设应
用，将客观、准确地反映全省土壤
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和生态状况，
为日常监管提供支撑。

本报综合报道 据了解，北京
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基本搭建完
成，成为在国家工商总局“全国一
张网”架构下，跨政府政务专网、
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综合监
管服务平台。

目前，网站建设的主要功能
日趋完善，形成了“一个数据库、
三大信息平台、五项业务功能”的
系统建设框架。信息来源从最初
的工商、税务、质监等少数市场监
管部门，发展到全市 55 个政府部
门和 24 家行业协会，全市 180 余
万市场主体也已开始向网站提供
信息。截至目前，网站重点归集
了全市 41 家执法单位的近 170 万
条行政处罚信息以及市高级人民
法院的近 400 万条司法信息，警
示及司法类信息接近信息总量的
10%；多年来网站累计向社会提
供信息查询 7.4 亿户次，日均查询
量比 4 年前增长了 6.7 倍，超过 75
万户次。

据了解，这一网站以工商企
业登记注册信息为源头，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将各部门
在工作中产生的、能够反映企业

信用状况的信息统一记于企业名
下，按照基础信息、许可资质信
息、良好信息、提示信息和警示信
息的分类标准，将全市各部门九
十四大类、286 小类企业信用信
息整合汇总、分类存储，有效降低
信息搜寻成本，全景展现同一企业
在不同市场监管领域的信用状况，
完整体现企业的综合诚信水平。

据介绍，北京市实施《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以来，目前已有
8.9 万户在年报和日常监管中出
现问题的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目前已有 8111 户企业由于
受到相关限制和影响，主动改正
错误，申请移出了经营异常名录，
市场化的信用约束作用初显。

信息汇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内蒙古环保厅网站绩效评估全区第二

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基本建成
归集 41家执法单位近 170万条行政处罚信息

四川增设384个土壤环境监测国控点
全面反映全省重点区域土壤环境风险及趋势

福建出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到 2020 年重点污染源监控点位全覆盖

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

四种国际先进模型集成一套系统

大连精细化预报预警空气质量
◆记者徐丽莉杨安丽 通讯员吕佳芮

目前，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一直是困
扰许多地方的难题，尤其是对重度污染
天气的预报，更是难上加难。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与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中 科 宇 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开 发 的 大 连 市
空 气 质 量 预 报 预 警 系 统 ，目 前 可 以
实 现 未 来 3 天 空 气 质 量 精 细 化 预 报
和 5 天~7 天趋势预报，针对重污染天

气的预报预警也颇有心得。
“这套系统不仅在空气预报预警方

面取得了突破，还可以对环境风险预先
防 范 ，为 环 境 管 理 提 供 决 策 支 持 。”
大 连 市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副 主 任 、高 级
工 程 师 包 艳 英 告 诉 记 者 ，验 收 专 家
表 示 ，大 连 市 空 气 质 量 预 报 预 警 系
统无论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准，都在
全国处于较高水平。

走进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空气
质量预报会商室，屏幕上的地图被各种
色块覆盖，包艳英告诉记者，这是数值
预报模型的预报结果，不同的颜色表明
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状况。

据了解，与其他采用一到两种数值预
报模型不同，为实现精细化预报预警，空
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集合了4种（CAMx、
CMAQ、NAQPMS、WRF-CHEM）国际
先进的数值预报模型。

“数值预报是空气质量预报的主要
方式，可以计算出未来一定时段空气中
的污染物浓度。”包艳英表示。

以数值预报为主，大连空气质量预

报预警系统还同时采用统计预报和潜
势预报等模型。包艳英告诉记者，这两
种模型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对数值预报
结果进行参考和纠偏。

统计预报主要通过搜集近 5 年的
历史监测结果和气象数据，生成统计模
型，根据当前的气象条件和空气质量条
件，对未来的空气质量进行预测预报。
潜势预报主要是结合气象因素进行空
气质量预报。比如气象条件是否静稳、
是否有逆温等。

“预报模型是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
统的核心，预报结果都是由这些模型智
能计算出来的。”包艳英介绍说。

预报模式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完
善的数据源，预报模型也是“空有一身
功夫，而无用武之地”。

为了提升预报预警的准确度，空气
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在以往气象条件数
据和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数据的基础上，
整合了本地排放清单数据、超级站监测
数据、企业在线监控数据等。

据了解，为了使本地排放清单数据
更加精准，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将全市
污染来源做了详细分类统计，并根据实
际情况，对数据进行及时更新、修正，建
立了污染源覆盖面广、污染物种类齐、
时空分辨率高的本地化排放清单。

目前，污染源清单基本覆盖了影响
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包括锅炉、工
业窑炉等点源，道路、裸地、矿山、居民
燃煤散烧源等面源，流动源不仅包括机
动车，还首次纳入了飞机和船舶，开创
了国内飞机排放清单编制的先河。

此 外 ，清 单 还 囊 括 了 SO2、NOx、
PM2.5、PM10、VOCs、NH3 等影响空气质
量的相关污染物。

在系统中，污染源清单是定期更新

的，并且以地图形式展示，工作人员可
以直观了解到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各类源排放的区域分布。

“将建立的高时空分辨率本地化大
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引入空气质量数值
预报模式中，使数值预报模式的预报结
果更加符合大连本地的情形，这有利于
提 高 空 气 质 量 数 值 预 报 模 式 的 准 确
性。”包艳英表示。

数据集成工作并不轻松，为畅通环
境保护部、国家气象局、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以及大连环保局内部系统的数据
传输和共享，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下了
一番苦功。首先协调内部使用的系统
开放接口，供预报预警平台调用数据，
其次主动编写程序，每日可从各大机构
网站自动下载数据入库。

“这些数据集成到预报预警信息平
台后，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平台，即可
获取到所有工作所需的数据，不需要像
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各大网站和内部系
统进行切换、查询、下载等繁琐的操作，
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大连环境监
测中心预报员张明明说。

预报模型计算出的结果是否可以
直接作为最终的预报结果呢？

其实，数值预报 4 种模型就会有 4
种预报结果，虽然趋势上呈现相似性，
但具体的数值会有差异，如何进行甄别

和订正，这就需要依靠预报员这个“把
关人”。

预 报 员 需 要 在 预 报 工 作 中 能 深
入 了 解 各 模 式 的 特 点 ，对 各 模 式 预
报 的 准 确 性 进 行 研 究 与 评 估 ，挖 掘

多模式预报模型是核心

数据集成是基础 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生成记”

①数据搜集

②模型计算 ③数据化呈现

④预报员修订

系统自动收集气象数据、空气质量
监测数据、排放清单数据、超级站监测数
据、企业在线监控数据等。

系统综合运用数值预报、统计预报、
潜势预报等模型对空气质量进行计算，
这一过程大概需要几个小时。

经过模型计算，系统会智
能生成结果和多种可视化图表

预报员经过对多模式的结果进
行甄别和订正，重污染条件下会同
相关部门会商，形成最终预报结果
并对外公布。

扩大预报预警区域是方向

系统除了可以实现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外，还可以模拟污染物减排，为空气质
量改善提供决策依据。

据 介 绍 ，系 统 预 设 了 6 种 污 染 减 排
控 制 措 施 方 案 ，对 减 排 效 果 进 行 评 估 ，
涉 及 机 动 车 移 动 源 、工 业 源 、居 民 面 源
和 扬 尘 源 ，可 以 分 别 比 较 减 排 控 制 措
施 情 景 下 和 未 减 排 情 景 下 的 SO2、
NO2、PM10、PM2.5、CO 和 O3 浓 度 ，更 直
观地得出减排效果。

此外，系统还可以对大连空气污染的
污染源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计算出不同
行 业 对 不 同 污 染 物 浓 度 的 贡 献 率 ，还
可 以 分 析 周 边 地 区 对 大 连 市 污 染 物 浓
度 的 贡 献 情 况 。 这 些 数 据 将 可 以 直 接

用于指定减排措施方案，有助于空气质
量预报和污染案例分析。

系统的溯源功能对重污染天气的预
报预警和应急工作的作用尤其显著。利
用这一功能，系统可定量追踪大气污染来
源，识别出各地区、行业、重点源对于大连
市空气污染的贡献情况，定量评估控制措
施效果，获知不同减排方案下污染物浓度
的变化情况，“这对重污染条件下应急措
施的制定发挥了极大支撑作用。”包艳英
表示。

“目前，系统预报预警范围为大连市
区 ，未来将扩大精细化预报预警的区域，
覆盖更广阔的区域，惠及更多的公众。”包
艳英表示。

各 模 式所适用的情景，进而 准 确 判 断 不
同情境下各种模式的参考权重，确保预
报的准确性。

特别是当重污染天气或者污染天气
持续时，也会通过加强会商，与大连市气
象台和省级预报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对重
污染天气过程进行研判。

此外，为提升预报员的预报水平，系

统还内置预报误差分析功能，主要是针对
预报模式或预报员的预报结果，与实际监
测数据的误差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为预报
模式本地化调整提供参考依据，还可供业
务部门作为经验进行总结。

经过人工订正后的预报结果与大连
市环保局的信息发布系统对接，可以自动
对外发布。

亮点3

亮点2

亮点1
亮点4

本报讯 在 2015 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的政
务网站绩效评估中，内蒙古自治
区环保厅政务网站以 83.02 分的
成绩荣获全区第二名。据了解，
此次评估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全区 12 盟市、两个计划单列市以
及 44 个区直部门的政务网站参
加了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
区环保厅政务网站已跨入新阶
段，突出了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
强化和规范网上办事服务、互动
应用得到推广，逐步成为“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平台。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
政府网站以“信息发布的窗口，在
线办事的平台，交流互动的桥梁，
公共服务 的 门 户 ”为 定 位 ，突 出
了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目 录 、重 点 领
域 信 息 公 开 和 环 境监管信息公
开，网站页面清晰明了，栏目归属
科学。

同时，为方便广大公众获取
信息，网站采用地图形式发布全
区环境空气质量情况，突出信息
发布效果。同时，网站已经实现
了事项全流程办理，并注重与公
众互动交流，收集公众意见，回应
公众关切，在整体页面突出了地
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徐丽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