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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开发目的、系统结构、系统管理、系统组成, 以及系统在污染源普查中的应

用。提出扩展系统功能, 实现对节能减排、污染源普查等与环境管理深层次要求相适应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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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环境业务和

应用系统、数据库资源建设、G IS应用系统建设正

在各地有序展开。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完善系统的

实际使用功能, 适应不断深化的环境管理工作要

求,建立健全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

出色地完成当前节能减排、污染源普查工作,为制

定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提供依据,

已经成为各地环境保护部门重点解决的问题。

1 昆山市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建立

1. 1 开发目的

加速昆山市环境信息化建设发展,建立环境监

测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和环境管理信息化发展框架,

实现组织内部网上协同工作、信息共享, 提高数据

资源、环境信息利用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为环

境管理和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

1. 2 系统结构

系统采用客户加服务器体系结构。所有任务

根据实际需要由系统在服务器和客户机之间灵活

地进行分配。处于后端的服务器主要负责数据的

管理和存储方面的任务, 前端的客户机承担数据处

理及用户界面等工作。

系统的物理基础是以太网,网络结构为星型拓

扑结构。服务器可采用 W indow s NT操作系统,数

据库管理系统采用 M icrosoft SQL Server, W eb服务

器采用 M icroso ft Internet In form at ion Server. 各科室

客户机操作系统采用W indow s 2000 Professiona,l网

络协议采用 TCP / IP。

1. 3 系统组成

昆山市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是由建

设项目管理、污染源管理、危险废物管理、核与辐

射管理、环境监测管理和环境统计等模块组成见

图 1。

信息平台按科室建立工作平台,基本覆盖了各

项业务工作。同时设置查询库、收文管理、短信通

知、与公众网相连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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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昆山市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

2 应用系统开展污染源普查

为切实掌握昆山市污染源基本情况, 完善污染

源信息管理,各普查小组深入全市污染企业,开展

污染源调查,进行污染源信息汇总。通过环境业务

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污染源电子系统管理, 把污

染源普查工作与环境管理体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全

面掌握污染排放情况,以详实、全面的环境信息,提

高监测监管能力。

2. 1 实现污染源电子系统管理, 建立污染源数据

档案

在按科室设置各部门系统工作平台的同时,建

立了以建设项目为主线,将各平台中主要管理信息

如建设项目台账、污染源台账、试生产及验收台账、

排污收费库等串联起来的查询库, 实现项目预审、

环评报告、审批情况、污染源管理、排污收费等动态

信息的一揽子查询,形成实时污染源数据档案。以

建设项目为主线的查询系统见图 2。

图 2 以建设项目为主线的查询系统

2. 2 以污染源普查数据为依据, 推动节能减排

工作

为了更好地推动节能减排工作, 结合污染源普

查,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以污染源普查为依

据,列出低产出、高排放企业名单, 重点查处未批先

建、建非所批、长期不验收,以及不能稳定达标排放

或不符合总量控制要求的企业, 化工、印染等低产

出、高排放企业等问题。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电厂

进行现场检查, 全面了解部分重点环保工程的建设

运营情况和减排能力, 对重点污染源加强监督管

理,确保重点企业稳定达标排放。

2. 3 实施数据库单机版与系统平台建立链接,实

现信息转换。

系统建设结束了环境统计、排污申报、环境监

测等各系统软件单机版的独立运行模式,与系统平

台建立链接,实现信息转换,彻底解决了各科室信

息不能共享、基础资料不一致、重复劳动、相关资料

不全等落后的信息管理模式。

如环境质量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与以往历年的

环境质量监测 MODAT数据的衔接; 库中数据经过

各自任务办理台录入,经过系统中间库数据审核后

形成上报数据格式, 自动转到 MODAT数据库中,

避免库间数据重复输入。并且能够形成中间库报

表,按河流 (湖泊 )、断面 (垂线 )、空气测站 (点 )、

噪声类型进行样品数、最大 (小 )值、年均值、超标

率、超标倍数、综合污染指数、污染分担率、API值、

L eq、车流量的查询统计以及年报、月报、旬报等各

类年报报表和专题的自动编制与打印。

3 系统展望

虽然昆山市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建立

了环境管理信息化发展框架, 但与当前节能减排、

污染源普查工作发展的形势和不断深化的环境管

理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有待完善与提高。

3. 1 扩充系统功能, 开展环境信息综合分析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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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开发应用

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实现区域污染控制,通过对

管理区域总量设置,系统自动统计建设项目所产生

的污染变更,充分发挥总量减排控制闸的作用。增

加系统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图件中大比例电子地

图运用,地图比例 1 500, 可以对建设项目地理位

置进行准确定位,减少传统的直接扫描小比例地图

带来的定位误差
[ 1]
。项目三同时验收报告书 (表 )

形成WORD文档,方便查询。

污染源管理系统中可考虑加入污染源实时在

线监测系统,扩充污染源数据档案内容, 为及时准

确地掌握污染源现场第一手数据提供可靠保障;随

着省界、县界交界断面水质自动站的建设,以及空

气质量自动站的增加,环境质量监测管理系统中可

考虑加入自动仪器的接口, 将空气自动监测、水质

自动监测数据自动转入库中,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

性和真实性;利用统计函数和常用环境模型对结果

进行深层分析,提高系统对环境数据分析和污染趋

势预测能力,并增加相关柱形图、折线图、饼图绘制

功能。

3. 2 加强系统各平台间衔接, 完善污染源普查数

据库

加强系统各平台间的衔接,开发系统多角度查

询功能,充分发挥查询库的联动效能,建立符合省、

国家污染源普查要求, 内容完整, 有昆山特色的污

染源普查档案。

3. 3 加强 G IS在系统中的应用

建立昆山市各类功能区 (地表水、大气和噪

声 )、环境监测断面、污染源、污水处理厂、污水收

集管网、集中供热管网、垃圾处理厂等环境管理信

息图层、城市基础设施图层与昆山市自然环境状况

图层 (包括行政区、交通道路、水系、人口、绿化等 )

为一体的综合性 G IS应用系统, 以便于进行区域环

境累积影响分析,以电子地图的形式展示环境质量

状况和环境管理现状,为环境规划和决策提供科学

参考
[ 2]
。

3. 4 系统中增加农业面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普查专题

3. 4 1 增加农业污染源普查内容

包括农业生产规模, 用水排水情况,农业投入

品使用情况,种植业剩余物处理情况以及养殖业污

染物产生、治理情况等。

3 4 2 增加生活污染源普查内容

包括第三产业的单位基本情况,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情况, 城镇生活能源结构、消费量, 生活用水

量、排水量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3 4 3 增加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

包括设施专题基本情况, 污染物处理处置情

况,渗滤液、污泥、焚烧残渣和废气产生、处置以及

利用情况等
[ 3]
。

3. 5 实现对污染源普查情况的全面分析

将污染源普查工作与环境管理体系有效结合,

通过对区域污染现状分析 -对调查区域内总体污

染情况进行分析;流域污染现状分析 -对重要水系

(调查区域段 )周边污染情况进行分析; 行业污染

分析对比或收费现状调查 -对调查区域内某一重

点行业的污染情况或收费情况进行分析及企业间

对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调查 -对区域内污染

治理设施的投资情况、运行情况、排污情况进行分

析;沿江或水源地安全形式分析 -对长江或水源地

周边污染源的危险品管理、排污情况的影响进行调

查分析,全面掌握污染排放情况, 为环境管理决策

提供有力依据。

3. 6 强化电子政务功能, 扩大环保的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完善电子平台, 强化电子政务功能,全

面实施建设项目网上申报审批以及企业污染源网

上排污申报;完善环保电子地图的建设; 加大公众

参与力度, 向社会公布国家和省重点监控排放废

水、废气企业名单及省、市监督电话,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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