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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已经取得关键进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

境保护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有待完善、数据浓度分析和运用能力有待提高,风险防控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仍

存在困难。铜陵智慧环保通过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借鉴典型地区的经验,结合

铜陵实际,提出建设思路,提升环保管理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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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celerated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ke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ability of data concentr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is still difficult. Through the cor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Tongling,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ical area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ongling, the construction ideas is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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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生态

环保为目标引领长江经济特经济发展,

“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红生态保护, 

“要推进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联网共

家,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等一系列

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观点、新主张。 

铜陵作为沿江资源型工矿城市,生

态环境保护及治理修复工作任务重、压

力大,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建设美丽长江

生态钢陵协同共治平台,使其成为“城市

超脑”的生态环境子脑,进一步提升全市

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2 目前“智慧环保”建设的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 

2.1环境质量监测现状。铜陵市共有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12个,其中国控

站点6个,省控站点2个,市控站点4个。通

过生态环境综合监测系统项目完成5个

空气质量标准站、13个大气协同监测站、

14个道路扬尘监测站和30个乡镇空气监

测站、4个重点企业空气监测站、3个园

区vocCs监测站的建设,并借助2个激光

雷达立体探测、走机服务等手段,初步建

成了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钢陵市已建成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

监测站,8个省控地表水监测站,3个市控

地表水特征污染物监测站,实现长江铜

陵段及其支流、湖泊重点断面水质监控

全覆盖。铜陵建成国控辐射站1个,开展

了包括环境空气(降水、降尘)、地表水、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土壤、噪声等

人工环境质量监测。 

2.2污染源监测现状。全市已安装国

控、市控废水自动监测设备160台套、废

气自动监测设备120台套、入汇排污口水

质监测设备3套,数据分别与省、市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建成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重

点区域视频监控平台,正在建设重点污染

源视频监控平台,拟进4个入江排污口水质

自动监测设备,同时开展了包括污染源废

气、废水、入江排污口的人工监测。[2] 

2.3生态环境业务系统建设现状。目

前铜陵市生态环境数据涉及的现有业务系

统较多,分散于各个部门,数据查询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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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不一,已建部分系统,各自独立建设,

对于分散、异构的数据缺乏有效的管理手

段,难以实现数据的深层次挖掘,无法为

各级机关和领导决策提供高效的服务。信

息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严重制约着

铜陵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化、智能

化。另外,由于各个部门、各个系统、各个

数据库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数

据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3] 

2.4生态环境信息资源亟待更大范围

集成共享。由于生态环境业务管理的碎片

化、条块化、分层级的传统局限性原因,

环境信息化资源目前仍然处于粗放和分

散管理状态,在标准规范和数据管理的标

准化方面尚存不足,末按生态文明大数据

顶层层面数据存储、分析、服务定义与管

理,各业务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数据壁

垒,部门之间业务数据还未充分共享,数

据重复存储且不一致的现象还未杜绝:

数据资源还未充分实现集约管控,统筹

利用程度还不够深入,资源利用率不高,

信息资源优化整合工作有待进一步加

强。打通生态环境业务内部、前端感知

和纵横向部门数据链条,强化内部数据

收集,以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原则,

加强各类环境业务数据资源的采集传

输。做好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资源

等感知数据的全量收集,打通“纵横”向

数据共享,积极共享发改、水务、电力、

海事、水利等横向部门数据,丰富生态环

境数据资源,建立共享交换平台,形成纵

横向数据无缝对接共享机制,提高数据

服务生态环境核心工作能力。 

3 铜陵“智慧环保”建设思路 

3.1推进“智慧环保”共治体系规范

化建设。铜陵“智慧环保”共治体系的

构建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系统工程,

将涉及大量的标准和规范,建设高质量

的数据标准化体系,是构建“智慧环保”

共治体系的基本工作,钢陵“智慧环保”

共治体系构建需要建立涵盖数据传输、

数据交互、数据处理、数据管理以及数

据服务等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标准规范

体系共治体系的中心数据库包括基础数

据库、生态环境专题库和生态环境空间

库,共治体系数据标准管理包括资源目

录管理、元数据管理、公共属性管理和

和标准编码管理等多个方面,铜陵“智慧

环保”共治体系各业务模块建设应该遵

循统一的标准规范,同时应考虑与国家

和省级层面环境数据标准的契合。 

3.2提高生态环境信息资源共享水

平。在实现环保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以

后,通过信息资源的共享提高环保管理

决策精准化和高效化,同时也能使数据

资源得到充分地运用,通过数据共亨机

制的构建实现铜陵生态环境保护局内部

各业务系统的共享传输,同时也能实现

对铜陵“城市超脑”、安徽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各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传输。通

过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与全国污染源普查

管理系统、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环境监管执法平台数据对接,将获取

铜陵市污染源普查数据等,实现监察执

法数据的融合共享：通过与铜陵“城市

超脑”对接实现自然资源和规划、发改、

水利、农业农村、交通、城管和住建等

多个部门环境数据的共享：通过与水清

岸绿产业优(铜陵)信息管理平台对接,

实现铜陵市长江岸线、整治修复数据的

共享；另外,通过与“皖事通”APP集成

对接,扩宽社会渠道监督。 

3.3解决生态环境业务系统建设存

在的问题。为解决环保各业务系统建设

过程中出现交叉和重叠的现象,避免各

业务系统融合困难的问题,应将铜陵“智

慧环保”共治体系涉及的各要素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统筹考虑,在设计各业务系

统之前进行整体的架构分析和设计,找

准每个业务系统的定位,厘清各业务系

统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制定“智慧环

保”共治体系各业务系统设计的标准。

另外,在进行“智慧环保”共治项目顶层

设计的时候,应该进行充分的调研工作,

尤其在设计各业务系统的时候应该充分

地听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以确保项目设计能够与环保需求向吻合,

与现实条件相适应。 

3.4为提升环保管理决策能力服务。

建立铜陵“智慧环保”共治体系的目的是

为环保管理提供及时、精准的决策服务,

以此来提高铜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

能力和水平。利用“智慧环保”共治体系

提供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对铜陵市

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通过建立

环境数据分析模型,为环境保护提供模

拟、分析与预测服务。通过对大气、江

河湖泊、土壤监视数据的分析,实现大

气、水质和土壤污染数据的实时动态更

新,提高空气、水质和土壤质量集成预报

能力；通过对GIS、遥感监测、无人机监

测等信息化手段收集的数据的分析,实现

对江河湖泊水质综合评价和预警：通过对

生态环境空间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开展铜

陵市环境经济形势联合诊断与预警；通过

建立各类政策模拟分析模型,模拟预测

环境税、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

补偿等环保政策手段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另外,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开展铜陵市生态环境分类分级评估和管

理的工作。[4]提升环保管理决策能力。 

铜陵“智慧环保”建设是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体

现,需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的理念,

围绕打乱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经济

带和铜陵市生态环境要素(水、气、土、

废)统一监管的目标,按照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逐步完善,先软件、后硬件,先

整合、再补缺的原则,依托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构建精准防控、科学监管、合

力攻坚的生态环境保护共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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