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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

平度环保公安联合路查“无标”车

本报见习记者李俊伟呼和浩特
报道 为推进全区环境信息化和环境
监管工作，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日前召开了 2016 年全区环境信息化
和环境监控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大力推进全区环境信
息化建设，用信息技术手段更高效率
地获取环境信息资源，提高环境决策
和监管水平，提升环境管理效能。同
时要统一、规范信息化建设，推动各
盟市环境信息化协调发展。

此外，会议提出环境信息化建设
部门要转变职能剥离职责，未来将推
进信息化资产经营，购买社会化专业
服务，提升工作效率。

“十二五”期间，内蒙古环境信
息化建设已全面启动，率先在全国
环 保 系 统 内 建 立 了“ 一 站 群 ，一 张

网 、一 张 图 、一 个 库 、一 个 平 台 ”的
数字环保体系，环境信息化从无到
有 ，实 现 了 跨 越 式 的 发 展 。 同 时 ，
内 蒙 古 形 成 了 全 方 位 监 控 。 监 控
企 业 从 2010 年 的 240 家 增 加 至
2016 年 564 家 ，监 控 设 备 从 566 套
增 加 至 1773 套 ，全 区 12 个 盟 市 总
计 安 装 企 业 端 视 频 监 控 200 余 套 、
高 空 视 频 监 控 12 套 ，61 家 电 厂 安
装了 170 台机组的工况监控。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环
境信息化将全面加强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移动应用、智能监控技术
在环境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建立适
应“十三五”环境管理工作需要的信
息化体系，提升快速准确处理当前问
题的能力，加强对未来问题的预警预
测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转变信息化部门职能 购买社会化专业服务

内蒙古将推进环境信息化资产经营

本报讯“3、2、1，发射！”随着机
长的口令，山西省首架环保监测无人
机“蓝鸟”日前在山西省长治市正式
投入使用。

据了解，重量仅为 4.5 公斤的“蓝
鸟”搭载了精确到 5cm 的高清摄像机
和热成像仪，可以在设定好的飞行区
域内，对大气污染行为进行全方位拍

摄，实时采集、存储、传输大气环境数
据。同时，“蓝鸟”还可以实时定位污
染源位置、进行污染扩散评价分析和
突发大气污染泄露蔓延模拟分析等。

据介绍，无人机弥补了人力监测
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足，机动性强，可以
深入人力难以到达的地区，将极大地增
强山西的环境监管能力。王璟邢丽娜

山西首架环保监测无人机投用
搭载摄像机和热成像仪，实时采集传输监测数据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吕秀光
邯郸报道 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大
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建立了“城区大气
污染防治应急联动”微信群，作为全
县大气污染防治应急联动专门的指
挥和反馈工作平台，大大提升了相关
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应
急联动”微信群有 160 余人，包括临
漳县各级政府部门一把手和主管领
导、县环保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
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的主管领导和
负责人，主要用于发布环境空气质
量指标异常情况和应急管控工作要
求，反馈应急巡查和应急措施落实

情况。
在环境空气质量异常应急联动

期间，微信群成员单位实行 24 小时
值班制度，微信群值班人员可以发布
预警信息和调度指令。对于巡查人
员发现的各类大气环境问题，各职能
部门要迅速调查，及时处理，并在 24
小时内反馈处置情况。

“微信平台的搭建，确保了指令
实时下达和信息实时共享，实现了各
部门应急联动和问题高效处理。”临
漳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临漳县大气办将进一步完善联动
工作机制，并把微信群信息工作落实
情况纳入对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
的年度目标考核范围。

临漳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微信群
确保信息实时共享，推动问题高效处理

本报讯 山东省平度市环保、公
安两部门近日联合执法，利用机动车
尾气遥感监测车，严查机动车未取得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上路的行为。

在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车旁边，
放置着一台小型摄像机，过往车辆驶
过摄像机后，监测车顶端的 LED 显示
屏便立即显示出通过车辆的车牌号、
有无环保标志等信息。

平度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

大队长付志新介绍说：“遥感监测车
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拍摄车辆的车牌
号，与数据库进行对比，自动识别没
有进行检测的车辆，将信息提交给公
安进行处罚。”

据了解，交警部门将根据《青岛
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没
有取得排放检验合格报告的机动车，
将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并进行相应处罚。

信息汇

图为上路执法的机动车尾气监测车。 王蕾摄

2016环境信息技术与应用交流大会透露“十三五”规划讯号

如何开好局、破好题、走好路？
◆本报记者徐丽莉

热点击

“李宾，男，31岁，（与照片）相似度 78%。”
“ 杨 竞 佳 ，女 ，33 岁 ，（与 照 片）相 似 度

85%。”
……
在 2016全国环境信息技术与应用交流大

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年会现
场，参会者正聚集在会场门口讨论用于签到的
人脸识别系统。与后台图片数据库匹配成功
后，参会者照片就会出现在会场的LED大屏上。

而这场科技感十足的大会并不满足于
此。蓝信移动办公平台让参会者摆脱了了纸
质资料的束缚，拿着手机就可以实时获知会议
的一切动态，还可以沟通交流；映客直播更是让
场外2000余人实时参与到了这次大会中。

“这么多流行的信息技术，不愧是环境信
息化的大会！”参会者纷纷表示。人脸识别、
移动办公、视频直播……这些高科技承载的
不仅仅是一场大会，而是环保部门拥抱互联
网的胸怀和勇气。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环境信息
化建设正站在全新的起跑线上，蓄势待发。
大会主办方——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表示，
大会将以“慧”集数据、“智”领环保为主题，共
同探讨“十三五”环境信息化建设如何开好
局、破好题、走好路。

■ 环境信息化地位确立
□ 大数据建设拉开序幕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开好局重在审时度势。今年以
来，环境信息化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提出，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为动力，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不断提
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
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五化”的提出
正式确立了环境信息化的地位。

伴随着信息化地位的确立，一份
方案也横空出世。今年年初，环境保
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生态
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于 3 月
正式印发，开启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
设的序幕。

“大数据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
代，环境信息化事业当前既处于大有
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变革突破的
关键期。”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
王玉庆在大会上表示。环境信息化
建设正在成为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的有力抓手。
为配合国家环境监测体制机制

改革的深化、国家环境监测事权的
上 收 ，前 不 久 ，环 境 保 护 部 发 布

《“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
方 案》，要 求 加 快 环 境 空 气 、地 表
水 、土 壤 、近 岸 海 域 等 环 境 质 量 监
测事权上收，全面建成国家环境质
量监测网。同时，环境保护部专门
印发《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质 量 管 理 工 作 方 案》，为 全 面 提 升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自 动 监 测 和 质 控 水
平提供保障。

国 家 层 面 上 ，今 年 7 月 ，《国 家
信 息 化 发 展 战 略 纲 要》印 发 ，要 求
将 信 息 化 贯 穿 我 国 现 代 化 进 程 始
终 ，以 信 息 化 驱 动 现 代 化 ，加 快 建
设网络强国。

得天独厚的内外环境，赋予了大
会更深的意义。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程春
明表示说，大会将发挥“智库”的作
用，期望各方可以共同交流、探讨、碰
撞，推动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落
地 ，破 解 环 境 信 息 化 发 展 的“ 中 阻
梗”，推进信息化与环境管理的深入
融合，让环境信息化建设在“十三五”
开好局。

程春明口中的“智库”并非随便
说说，记者从大会了解到，大会出版
了《2016 全国环境信息技术与应用
交流大会论文案例集》，整合了 45 篇
论文和 48 篇案例，并评比出 8 个地方
环境信息化建设的优秀案例。这些
案例集中代表了近年来地方环境信
息化工作的突出成果，也预示着未来
环境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背景下，
从环境保护部到地方，数据整合能力
明显增强。据介绍，2015 年，环境保
护部集成了 15 个系统，6 亿条数据，
3300 多张表，实现了 11 类数据的动
态更新。

地 方 数 据 整 合 工 作 的 步 调 更
快。内蒙古环保厅“内整外联”，建立
了一个覆盖内蒙古各级环保部门的
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形成了一个数
据平台、一条网络通道、数据统一储
存、多个入口、一个出口的数据管理
平台。目前共有业务系统 35 个，已
完成 25 个系统的对接和数据集成工
作。无锡物联网环境监控示范工程
整合了大气、水、固废单位、放射源、
重点污染源、摄像头等 10 余类环境
业务数据，每日产生结构化原始数据
3 万多条，非结构化数据近 350GB，
每年产生核心数据 15T，目前已汇聚
了数据达 45T。

在数据整合的基础上，一些信息
化建设走在前列的地区纷纷探索数
据应用，用于支撑环境管理。河北省

的环境保护综合指挥信息平台，整合
了空气质量、重点污染源、施工工地、
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反演等 10 余种
数据，可以准确地预警预测空气质
量，并同时整合了应急指挥平台、贯
通省市县三级的视频会议系统，为

“APEC 蓝”和“阅兵蓝”的保障工作
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河北开展京津
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要保障。

青海省也已经开始用信息化手
段保障三江源。今年 8 月，习近平总
书记还专程考察青海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通过青海“生态之窗”观测系
统，观看了黄河源头鄂陵湖－扎陵
湖、昂赛澜沧江大峡谷等点位实时监
控情况，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与当地
牧民进行了对话。

在总结经验分享成果的同时，
“十三五”环境信息化的发展规划也
成为大会聚焦的热点。环境保护部
信息中心总工程师魏斌介绍说，环境
保护部“十三五”环境信息化主要围
绕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环境
管理制度、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建设、
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建立全国
统一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等重要任
务开展。

同时，各地的“十三五”环境信息
化规划也有了眉目。四川省提出了

“一朵环境专业云、一个生态环境大
数据中心、三个智慧能力和五类工
程”的智慧环保建设路径，到 2017 年
实现数字环保向智慧环保过渡，到

“十三五”末实现环保业务全部上云，
逐步实现环境服务集约化、环境管理
精细化、环境动员快速化、环境信息
获 取 智 能 化 。 上 海 也 提 出 到 2020
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一中心、两平
台、三应用”信息架构。

据 了 解 ，这 次 大 会 的 规 模 前 所 未
有。上到省市厅局长、下到区县基层环
保局局长，环保系统相关人员等都参与
到了大会中。同时，现场还有高校、科研
院所、环境信息化企业等 500 余名专家、
学者和技术人员。全国政协委员、环境
保护部原副部长周建说，政产学研将合
力打造环境信息化智库新平台。

记者统计发现，在大会举办的 5 场
专题论坛中，参加讨论的科研人员和环
境信息化企业占比将近八成，由此可见，
科研和企业将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中
发挥重要作用。

科研人员是环境信息基础研究的主
体。大会上，多位科研人员展示了自己在
生态环境大数据研究上的成果。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院士分享了生态
环境大数据在识别核心污染带、大气污染
输送轨迹、开展源解析，制定区域减排方
案等方面的应用。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诸云强以环境影
响评价大数据关联应用为例，剖析了关联
数据在生态环境大数据中的应用。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
授刘富强通过对微博上有关环境的内容

进行文本挖掘、分词处理、情感分析后，
建立了情绪指标系统，通过将分数与环
境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数据 AQI 进行相
关性分析，提出了公众环境污染情感指
数这一新概念。未来将有望为空气质量
预警和监测分析提供参照和依据。

企业则在环境信息化成果应用上有
独特优势。企业对市场反应最为灵敏，
是市场最活跃的主体，同样也将是未来
生态环境大数据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内
蒙古环保厅副厅长李剑表示说，内蒙古
正在探索环境信息化建设新路径，推行
信息化建设产业化经营。

各企业在大会上集中展示了最新
应用成果。IBM 分享了人工智能在环
保 领 域 的 应 用 。 依 托 认 知 计 算 ，IBM

“绿色地平线”计划实现了空气质量精
准监测、智能污染源识别与分析、网格
化监管等，为大气污染防治精准施策和
量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中科宇图天下
科技有限公司探讨了宇图天空地一体
化立体监管平台在空气质量监控预警、
水环境质量监控预警、环境监察执法与
应急等领域的应用。中科云天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和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提出用网格化大气监测微站破
解环境感知不全面、不精准的问题。深
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探讨了生
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与应用。

一个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
信息化建设新模式正在形成。

在环境信息化建设蓬勃发展、政产
学研戮力同心的当下，环境信息化发展
的前景愈发明朗。

程春明首先强调了认识问题，环境
信息化建设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环
境管理问题。这是环境信息化有序建设
和快速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大数据
建设的保障。

数据整合和共享是现阶段乃至更长
一段时期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国家行政
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副教授陶勇强
调，要正视信息分散的现状，这是信息共
享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信息共享的前
提与基础，要警惕单纯为了整合而整合，
一定要有顶层设计和业务需求。

根据农业部数据整合经验，农业部
信息中心副主任杜维成提出必须从体制
机制入手，建立制度保障，从根本上改变
部门与部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业务
与信息之间彼此隔离的状况，解决数据

“孤岛”及“碎片化”问题。各类数据要在
统一平台上共享，对不共享、不按规定开
放数据的，严格控制项目资金。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
教研所所长常杪提出不同级别的数据整
合工作要采用不同的手段。比如，对于
环保厅（局）等同级别内部数据收集相对
比较简单，但仍需环保部门一把手领导
认可、重视并推进。对于与交通、气象、

农业、林业、住建等同级别部门间的数据
交换与共享往往难度较大，可以采用双
方互利数据共享，或者省（市）长等一把
手统筹部署。

信息整合中，标准规范的完善和制
定也尤为重要。据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副主任徐富春介绍说，这也是生态环境
大数据建设重点推进的任务之一。

而数据整合和共享并不是最终目
的，周建提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要做
到“数据为基、管理为要、应用为本”，从
而成为“管理的耳目、研判的依据、决策
的基础”。如何让信息化真正支撑环境
管理也是环保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水利部网信办主任蔡阳分享了水利
部的做法，通过将信息化与各项水利工作
进行融合，将创新应用作为着力点和驱动
力，并从重点业务逐步扩展到主要业务。

程春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提出了
生态环境大数据要“重混”，就是在以往
整合共享的基础上，推动各类数据的重
新排列和再使用，创造更大的价值。比
如根据企业的在线监测、行政处罚、危废
转移、环境信访、许可证持有等污染源环
境行为数据，就可以预测违法企业。

同时，程春明强调要重视公众的作
用。之前的信息化工作更多地专注于做系
统、开发软件，对于公众端用户的需求关注
不够，今后环境信息化工作必须要让公众
参与，形成互动，实现多元共治，把公众的
满意度作为衡量信息化工作的重要参照。
为此，他建议建设两大平台，一个平台面向
管理部门，另一个平台面向社会，为公众、
企业及其他组织提供服务，两个平台相互
补强、相互支撑，使得环保工作与社会需求
相适应、与公众感受相一致。

图为 2016
年环境信息技
术与应用交流
大会高峰对话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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