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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改革 ·

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分析
———走中国式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道路

王合生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从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入手 ,比较了中国的环境监测站与国外实验室在功能、管理方式和发展历程

上的不同 ,剖析了信息化建设思路 ,并结合我国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框架 ,同时

分析了信息化建设的难点并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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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已走过了十几个

年头 ,成为环境监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

环境监测站和软件开发公司先后投入了不少人力、

物力 ,开发了一些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然而到

目前为止 ,达到预期效果、真正完全使用并充分发

挥计算机网络管理效能的系统凤毛麟角。因此 ,有

必要对计算机系统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 ,

设计适合国情的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1　现状分析

国内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引用和借鉴最多的

是 L IMS、LAB SYSTEM、GIS、OA 等软件。目前环

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框架大多引用 L IMS,

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 GIS、OA等内容。设计主线

从采样任务的分配开始 ,到分析数据的上报 ,数据

分析着重报表的生成 ,结果的展现强调以 GIS的应

用形式为亮点。在实际应用中暴露的缺点主要是 :

①任务流程设置和数据录入形式单一 ,不能兼顾较

为复杂的任务安排 ,在减轻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

方面不能很好地与现行工作融合 ,没有发挥计算机

的应有效能 ; ②数据分析单一、呆板 ,难以进行深

度、灵活的分析应用 ,不能发挥数据库的优势 ; ③由

于缺乏数据深度分析、相关技术环境的支持及需求

市场的持久性 , GIS在实际应用中内涵不深、后劲

不足 ; ④后台信息维护困难 ,不能适应监测任务围

绕环境管理工作灵活多变及监测手段快速发展的

需要 ; ⑤软件开发队伍不稳定 ,监测软件市场发育

不成熟 ,软件维护、升级难以跟上。

现代的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和能力 ,对于环境

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但常

常环境监测管理人员与计算机专家缺乏沟通 ,双方

最初的愿望是一次性付出 ,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全盘

解决方案 ,期望可以一步跨入信息时代。双方的急

于求成、环境监测站与国外实验室或国内企业实验

室工作的类似 ,催生了各种基于国外 L IMS为框架

的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其中原始的需求分析不

到位 ,或已发生变化 ,导致了上述缺陷的存在 ,加之

用户员工计算机使用观念和能力没能跟上 ,造成成

果在验收后往往束之高阁。

2　比较分析

国情的不同 ,赋予中国的环境监测站与国外实

验室在功能、管理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目的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差别 ,其发展历程也不同 ,这是建设中

国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时 ,对以国外 L IMS为基

本框架重新认识的起点。

2. 1　功能上的差别

国外实验室或环保机构的实验室功能比较单

一 ,不如国内环境监测站功能综合、复杂、多变。对

于前者 ,样品分析是其核心和主体 ,而对于后者 ,样

品分析仅仅是“监测 ”中“测 ”的一部分 ,尽管工作

量比重较大 ,但从功能的系统类型来划分 ,仅占一

部分。因此 , L IMS只相当于国内环境监测管理信

息系统的一小部分 [ 1 ]。

2. 2　管理方式的不同

—1—

第 18卷 　第 5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6年 10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外实验室大多是市场化运作 ,管理相对明

了 ,样品、分析、数据、汇总、审核、记录、溯源是一个

比较容易固定化的程序 ;而国内的环境监测站是政

府环境保护部门技术执法的一个实体 ,目前必须依

托政府行政管理 ,形式也复杂多变。

2. 3　发展历程的不同

国外实验室经历了几十年成功、固定模式的运

作 ,程序管理很成熟 ,相比之下 ,国内的环境监测站

正规管理还在完善之中 [ 2 ]
,变数很大 ,区域差异也

很大 ,人治特征比较突出。计算机管理系统一旦设

定 ,对“例外 ”的程序处理能力有限 ,这是程序管理

运行时经常“卡壳 ”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必须能适应不断

完善、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机制 ,仅靠 L IMS显然

不能满足 ,也难以将其扩展成整个系统的基本框

架。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应当脱开 L IMS

的束缚 ,系统框架应建立在自己的工作运行体系之

上 ,充分结合自身特点 ,从实际工作出发。

3　确定符合实际的建设思路

对于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 ,有两大动力从不同

的角度推动其向前发展。一是上层管理 ,为加快环

境监测现代化建设 ,提高监测水平 ,制订发展规划 ;

二是操作基层 ,为完成日益增加的工作量 ,减轻工

作负荷 ,自觉开发与应用信息化系统。两者的落脚

点都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但出发点不同 ,会使

信息化建设走不同的技术路线 ,产生不同的结果。

自上而下 ,是一种宏观指导和促进 ,具有加速、

强化和保障作用 ,具体操作往往是管理者根据上级

要求 ,请各方专家 (主要是软件开发专家 )调研、设

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付诸实施 ,缺陷是设计者并没

有基层操作者对信息化需求的切身感受 ,对基础环

境的成熟性、个性化需求和实施细节的认识会有偏

差 ,结果往往是照搬照抄多 ,方案设计过远、过全、

过大 ,目标模糊 ;自下而上 ,是一种自发、符合工作

实际、着重解决问题的过程 ,具有实用、易被操作人

员接受的优点 ,具体操作能体现步步为营 ,及时纠

正偏差 ,但会造成系统零散 ,整体进度拖拉等不足 ,

后续系统整合的工作量也可能较大。

引用、借鉴国内外同行或相近领域的成功经

验 ,是加快发展、少走弯路的捷径 ,但这种引用或借

鉴必须是符合国情、适合自己工作实际的消化、吸

收过程。管理层提出目标 ,制定保障措施 ,激发操

作基层自觉建设信息化的欲望 ,一切从实际出发 ,

确定自己的信息化建设思路 ,逐步推进 ,是信息化

建设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4　构造中国式的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框架

按照目前环境监测站的功能及设置 ,环境监测

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应包括 4个部分。

4. 1　监测数据管理、分析系统

该系统功能为收集、整理、生成例行数据报表 ;

借助人工干预 ,分析监测数据 ,生成专题分析报表

和报告。

收集功能包括各种监测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

局域网手工录入 [ 3 ]
,自动监控仪器和以数字信号

输出分析结果的分析仪器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直

接导入分析信息 ,系统能够对录入和导入的监测信

息进行合法性逻辑判断。整理功能是对录入和导

入的监测信息能够按环境要素自动生成数据库 ,并

自动更新和自动备份 ,数据库中各要素随监测技术

和任务的改变可以调整 ,但不影响历史信息的存在

和调用。分析功能包括已定义的数据分析和非定

义的数据组合分析。已定义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

在系统设置后可以自动生成 ,从事环境综合分析的

非计算机专业人员就能够胜任这种设置 ;非定义的

数据组合分析指各种专题监测信息在人工干预后 ,

可以生成满足特定需求的结果 [ 4 ]。

4. 2　监测业务管理系统

该系统功能为通过局域网与互联网接受和传

递监测任务 ;完成的工作报告通过局域网与互联网

审核及传递 ;报告自动备份存档 ;报告中的所有信

息可以被自动提取。

任务接受包括上级指示的任务安排、委托监测

任务的合同签订、任务的实施方案制定 ;任务传递

包括任务下达、任务部门间的协商、任务流程的自

定义、终端权限的自定义 ;审核指修改、返回、确认、

签字 ,包括任务执行过程的痕迹及任务进度记录 ;

报告包括数字报告、文字报告、实验室记录、质控记

录等 ;上报及传递指上报与外发 ,包括客户信息及

意见的记录 ;监测信息提取指不仅要求报告能够存

档 ,还能够将委托监测信息添加到环境质量数据库

中 ,污染源委托监测信息添加到污染源数据库中 ,

工作信息添加到工作考核、奖金发放数据库中 ,客

户信息及意见添加到客户信息库中 ,提取的信息具

备多种检索查询功能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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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日常管理工作办公系统

该系统功能为可以通过局域网与互联网实现

行政及日常非监测专业工作的计算机管理 ,是单纯

的自动办公系统 (OA ) ,市场上有很多成功的商品

化软件。主要包括个人事务处理、电子邮件功能、

公文管理、行政管理、档案管理、人事管理、设备管

理、固定资产管理等工作内容。

4. 4　监测信息发布系统

该系统功能为通过互联网以文字、图表形式向

社会发布环境质量实况和预报信息、污染源监测信

息、环境监测工作信息、环境监测技术信息 ,以及相

关法律、标准和规范等信息。

5　信息化建设难点分析及对策

5. 1　需求分析是关键

环境监测站缺乏计算机软件开发力量 ,而软件

公司对环境监测管理和业务又不了解 ,缺乏深入的

认识 ,这是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第一大障

碍。突破这个障碍 ,必须认真、仔细 ,逐步深入 ,切

不可急于求成、大而全。

5. 1. 1　从实际需要入手 ,重在解决实际问题

系统设计要从实际需要入手 ,找出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出现需求才能更好地设计方案来解

决。过分地前瞻预设需求很危险 ,计算机程序设

计环环相扣且呆板 ,预设一个没有把握的需求 ,

会导致整个系统使用的混乱。国外的 L IM S也经

历了几十年 ,在管理工作程序十分成熟的基础

上 ,注重解决问题而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因此 ,

供需双方耐心的磨合十分重要 ,不能为了纯粹向

高水平看齐而贸进。

5. 1. 2　认真分析工作重点 ,寻找突破口

系统设计重点是解决焦点问题 ,计算机管理是

为了提高效率 ,减少差错 ,使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

不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找准出发点 ,工作就会有

进展。就目前而言 ,计算机系统能够解决的重点工

作问题 ,一是数据传递、汇总 ,发现分析中的差错 ;

二是数据随取随用的及时性和有条理的保存 ;三是

监测任务高效规范的安排 ,报告的及时、规范、准确

和调阅统计。就 L IMS的建设与应用 ,它将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 ,因为还有很多手工分析数据、现场记

录和现场分析数据无法自动 (如通过扫描、自动录

入等方式 )纳入计算机。因此 ,现在即使建成了

L IMS,手工与自动的“双轨制 ”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虽然目前国内部分大型自动分析仪器的技术水平

基本与国外同步 ,计算机装备也不落后 ,但管理、技

术基础水平和整体运作环境仍相差甚远。

5. 1. 3　抓住中心 ,向外拓展 ,循序渐进

找准突破口 ,抓住一两个中心问题并解决 ,能

够树立信心 ,积累经验 ,明确下一步的方向。不能

人云亦云 ,推销商提供的新概念产品不能马上作为

技术资本体现 ,关键要看是否适用 ,在信息化高速

发展的时代 ,永远不可能也不要期望一步到位。

5. 2　同步提高计算机应用理念和技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计算机还仅仅用于打字、

编排表格和上网。要采取各种手段逐步提高工作

人员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 ,增强使用计

算机解脱繁重、重复、枯燥工作的信心。应着重提

高单位职工使用计算机的整体水平 ,加大技术培训

力度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环境监测站

普遍缺乏计算机技术领头人 ,系统维护常靠外援 ,

这对将来的软件系统正常使用是一个隐患。

5. 3　共同培育软件供需市场

目前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市场很不成

熟 ,这也是信息化建设的一大障碍。开发人员的频

繁跳槽、开发公司的短命都为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很

多不确定因素 ,系统建成后的维护和升级得不到保

证 ,甚至系统尚未完成便已成为“烂尾工程 ”。因

此 ,多单位合作 ,集中力量培养自己或寻找可靠的

软件开发力量非常重要。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仍然是一个新的领域 ,

在过去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教训也不

少 ,走过的路不成功 ,就应当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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