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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界水污染、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凸显,

区域协调、有序、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环境治理和保护不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加强污染跨界合作治理已成为各地环保部

门的共识。环境保护一体化是破解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利用信息共享来加强跨界环境管理,推进区域

环境保护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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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环保部

门决定加强联系,增进互信,共同推进区域环保一体化工作

深入开展。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环保部门相续签署了《环

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合作协议》、《机动车排气污染联防联治工

作协议》、《饮用水源与跨界河流水质监测工作一体化协议》、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框架协议》等四项合作协议,

以发挥三市机制、体制、资源和技术的各自优势,实现资源

共享、设施共用、联防联治。而信息共享则是推动合作的有

利手段。 

1 信息共享的必要性 

长久以来,各地环保部门间合作机制不完善导致在跨界

污染治理上呈现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责任不清等情况。例

如跨界水污染,由于缺少统一的联合治污机制,上下游环保

部门间在污染来源、监测信息、治理情况、信息通报等方面

不透明,导致污染源头难溯,监管责任难追。另一方面各地在

治理设施、监测仪器、应急处置设备等物资方面也存在各自

的优势,如何发挥各地资源优势、整合治理资源、节约治理

成本也需要一个沟通、协调和配合的机制。要实现跨界资源

共享、设施共用、联防联治,信息共享是必要条件,环保工作

人员通过信息的共享可以获得全面的、准确的信息,进而做

出正确的决策,以此来强化区域协同联动。 

2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目标与原则 

2.1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目标 

通过采集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的气环境监测、水环境

监测、应急管理、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环境管理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动态展示和高效管理,从中发现趋势、找到问题、把

握规律,推进区域环境监测网络一体化、统一区域环境监察

执法、强化区域环境预警应急响应联动、实现区域环境信息

共享、提升区域环境监管水平。 

2.2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原则 

2.2.1标准化原则 

平台的设计以及实现过程,充分考虑到国家或者地区环

保部门发布的相关标准与规范,包括通讯协议、数据库设计

等。采用1HJT419-2007环境数据库设计与运行管理规范和

2HJT352-2007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 

2.2.2先进性原则 

平台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同工作,采用国内外最新、最

稳定的软硬件技术来保证系统建设的先进性、可靠性。 

2.2.3可扩展性原则 

为了使平台具有很好的扩展性,采用了三层MVC体系思

想,即表现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访问层。每一层在整个平

台中具有很好的独立性,它们对平台的作用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每一层都是非常重要一个组成部分。 

在MVC的体系,平台应用目前相当成熟的JAVA框架,如

Struct2,Spring,Hibernate等,还有一些辅助的javascript

框架如prototype等。 

2.2.4安全性原则 

平台具备非常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严密的权限、角色、

用户管理,保证平台的安全保密性能。良好的容错处理,完整

故障报警信息记录,以保证平台工作的稳定。平台的安全性

符合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有关规定,采用有效防病毒

和防入侵措施。 

2.2.5易操作性原则 

平台在设计与实现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用户各种操作习惯,

操作界面简朴、美观、大方,保证用户很容易掌握操作技巧。 

3 平台架构与建设内容 

根据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签署的合作协议,三方将通

过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对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应急

管理、机动车尾气等环境管理信息进行共享及挖掘分析。共

享平台包括数据采集平台和环境信息共享应用平台两部分,

其中数据采集平台主要建立数据采集标准、按需求建立数据

采集接口,数据采集方式包括数据服务自动对接、模板导入、

人工录入。 

3.1气环境监测 

气环境监测信息共享是深莞惠三市为了加强区域空气

污染联合防治,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共同

采取措施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共享平台将深圳11个、惠州

5个、东莞6个一共22个大气自动监测站的站点信息、监测指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19 年 6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标的小时值和日均值、监测标准进行共享,监测指标包括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微粒(PM10)、臭氧、细颗粒物

(PM2.5)、一氧化碳、氮氧化物、API、AQI。同时对采集的

数据按月度、季度、年度进行综合分析统计,以便管理人员

随时掌握三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污染状况分析、综合污染指

数分析、监测结果分布规律等情况。 

3.2水环境监测 

水环境监测信息共享是为深化和推动深莞惠三市环境

监测合作,实现饮用水源和跨界河流水质等环境监测信息和

资源共享,共同推进东江干流水质深度分析和水质监测数据

信息化,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依据。水环境监测数据包括跨

界饮用水源监测数据和跨界河流及流域监测数据。 

3.2.1饮用水源 

饮用水源的监测范围是东江干流的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在用水源,以及未纳入饮用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廉福地和

太园泵站监测数据。每月上旬采样,如遇异常情况,则必须加

密采样一次。三市环保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共享平台按月度、

季度、年度查看到各饮用水监测点的营养状态指示、营养状

态登记、平均综合污染指数、水质状况、超标项目/超标倍

数等分析结果,以及水温、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

化需氧量、氨氮、粪大肠菌群等23项监测指标信息。 

3.2.2跨界河流 

跨界河流及流域监测范围是以下河流(含断面)监测数

据：深惠跨界河流“龙岗河坪山河—淡水河(包括淡水河上

游插花地河流丁山河、黄沙河、屯梓河”；深莞跨界河流“观

澜河一石马河”,深莞界河“茅洲河”；惠莞跨界河流“东江

干流和东江北干流”,惠莞跨界河流“沙河”,惠莞跨界河流

“潼湖水(谢岗涌和东岸涌)。东岸涌排水闸断面向东江干流

开闸放水期间进行监测,沙河和茅洲河逢单月上旬监测,其

他断面每月l-10日监测；受潮汐影响的江段每次采当天涨、

退潮水样分别测定。三市环保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平

台按月度、季度、年度查看到各河流及断面的水温、PH值、

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六价铬、挥发酚

等23项监测指标信息,以及断面水质类别、本月水质状况、

主要污染指标及超标倍数等水质状况信息。此外,还可以按

月度、季度、年度对综合污染指数进行分析和比较,以及分

析污染物的污染分担率。 

3.3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信息共享是通过建立深莞惠三市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联动机制,突破行政区域局限,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应急联动、优势互补,共同做好环境应

急工作,确保区域环境安全。 

3.3.1资源共享 

三市环保部门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将本市的应急管理人

员信息、应急专家、救援队伍、应急处置装(设)备、救援物

资储备、环境监测能力等信息共享,在发生环境应急事件时,

事发地环保部门由于应急处置能力、环境监测能力不足等原

因,需要其他兄弟城市环保部门协助或联动时,可以通过共

享平台查询事故处理所需资源,并向资源拥有方提出需求,

资源拥有方尽可能地提供人员、物资、监测仪器设备等方面

的协作和支持。 

3.3.2应急通报 

三市环保部门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应急通报制度,发

生跨界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源发地环保部门将事故发生时

间、地点、区域、主要污染物、死亡人数、中毒伤亡人数、

应急等级、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通报受影响地区环保部门,

以便于掌握事件动态,消除恐慌,采取应急对策,必要时联动

采取应对措施。 

3.4机动车尾气 

机动车尾气排放信息共享是为加强深莞惠机动车排气

污染监管工作,有效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进一步改善三市

的大气环境质量。 

三市环保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布本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监管的工作动态、公告公示、法律法规、举报检测

信息、道路抽检信息、停放地抽检信息。针对跨市车辆超标

排放检测情况,三市环保部门每月初将上月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已查处的非本地尾气排放超标车辆的信息在共享平台上

发布,车辆所在地的环保部门对车辆信息进行后续跟踪并及

时将处理情况反馈对方。 

4 结束语 

深莞惠环境信息共享平台搭建起一个标准统一、上下联

动、横向联合、协同有序、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环境监管

一体化平台,有利于推动三市环境保护联防联治,健全区域

环保信息共享机制。三市环保部门可以及时了解区域环境状

况,为跨区域环境污染事件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及物资信息

支持,为区域环境协同管理、协同治理奠定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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