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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现场监测的信息化建设策略分析

丰海燕   夏慧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监测站，中国·江苏 南通 2266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环境问题也愈加明显，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环境现场监测就成了社

会各界的热议话题。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监测有毒有害物质，就要深入环境现场监测的信息化建设，如此才能突

破传统监测中的制约因素，使得现场监测趋于“扁平化”。因此，论文就先简述了环境现场监测中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然后分析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强化措施，最后提出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继而为推动环境

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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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hina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Sinc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proposed,	on-si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in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monitor	 toxic	and	harmful	
substance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on-si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monitoring	and	make	on-site	monitoring	tend	to	be	“flat”.	Therefore,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describ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in	environmental	on-site	monitoring,	 then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strengthening	measur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on-site	monitor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in	environmental	on-sit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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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环保事业持续推进下，环境监测为中国环境保护做

出了巨大贡献，但科学技术的更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传

统现场监测思路和工作模式已经无法跟上社会发展步伐。为

此，环境监测单位就要加强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继而

在降低污染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

也是新时期解放环境现场监测生产力和改进监测生产关系

的迫切需要。

2 环境现场监测中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2.1 有利于行业管理方式改革
环境监测行业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让现场监测数据

得到了迅猛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监测领域就要满足

网络化、数据化及信息集中储存等要求。当现代信息技术与

传统环境监测管理流程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新的火花，这

既能给行业信息化推进提供方向，又能加快行业管理方式改

革进度，如在环境现场监测中开展信息化建设时，可将传统

管理模式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然后重新梳理管理模式，之

后根据清晰的模式合理划分岗位职责和优化管理流程。不仅

如此，在现场建设信息技术实验管理系统时，还能对传统管

理模式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作出准确修改，这也是环境现场

监测中实现管理方式改革的重要途径 [1]。

2.2 有利于传统工作方式改革
①环境现场监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监测中由于环

境会实时发生变化，所以每天获取到的监测数据也会有所差

异，如果坚持采用传统工作方式，就很难应付繁杂的工作

内容。针对于此，相关单位就可引入信息化建设来改变以往

的工作方式，比如借助电子档案对信息管理系统中的资料、

数据、通知文件及工作批复等内容展开处理，确保所有数据

信息能得到有效保存。②信息化建设能把传统的繁琐化工作

方式转为流程化，然后运用固定制度对整个工作过程予以约

束，继而在增强传统工作规范性和提高岗位效率的同时，让

规模化、流程化的工作方式满足环境现场监测中日益增长的

工作需求。

3 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信息化系统不完善，信息整合存在缺陷
环境在线监测的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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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需要在充分了解监测项目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其

进行系统化整合才能让监测效果达到最佳。但从目前来看，

大部分环境监测单位都缺乏完善的信息化系统，整个监测系

统中的数据信息在整合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上环监单位

对信息化系统没有一个全面认识，所以在综合处理实施时仍

然需要依靠实时监测数据交换来实现，这不仅会加大人力、

财力的投入，还会引起环境监测单位信息化系统紊乱和稳定

性减弱等问题。

3.2 信息传播不畅，部门间缺乏有效合作
要想实现环境在线监测信息化建设，最重要的前提就

是加强各部门合作，众所周知，信息化建设属于动态化过程，

主要是对信息进行不定时更新和整合，由于环境现场监测各

部门的工作存在重叠情况，所以整合信息时，各部门必须相

互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对接工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参与现

场监测工作的各部门都会根据自身需求和习惯设置不同的

设备监测系统，且大部分系统都采取的是自动化和半自动化

工作模式，这不仅会导致部门间的设备监测系统存在较大差

异，还会让监测数据难以实现有效传播，倘若各部门仍按照

自身习惯和需求进行监测系统设置，就无法构建高效的监测

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使得环境现场监测质量直线下降 [2]。

3.3 信息化建设流程复杂，周期过长
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并非朝夕间就能完成，从目

前来看，环境现场监测会受到信息化建设内容和技术等方面

的影响，使得开发难度逐渐加大，加上环监单位缺乏相应的

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所以一些环境监测单位就会委托第三方

来完成系统开发，而第三方又会通过社会招投标形式寻找合

适的企业进行合作。由于信息化建设中会涉及不同部门的利

益与资源分配，促使各方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难处理等问题，

如误传所需信息，导致信息化建设进度变缓，或意见无法达

成一致迫使项目反复整改，这不仅会提高信息化建设流程复

杂度，还会延长建设周期。

4 加强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4.1 完善信息化系统，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在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前，需要对整个建设过程

做好规划，既要以当前业务需要为基础，又要放眼于未来业

务需要；既要从单位和各部门的实际运行情况出发，又要从

宏观角度分析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建设需求。与此同时，环

境监测单位要不断完善信息化系统，将信息化技术与环境现

场监测工作有效结合，从而实现现场监测站与各部门间的数

据资源共享，比如在信息化系统中建立数据分析库，当新数

据被精确分析后，要将其录入到资源数据库中，然后运用环

境信息资源共享和软件兼容性完善共享机制，这样才能在实

现数据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现场监测工作效率 [3]。

4.2 强化部门交流合作，促进高效信息化建设
在传统环境现场监测过程中，信息数据会受时间、空

间及自上而下管理模式的影响，从而出现各监测站独立作业

的情况。而信息化建设就会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在这样的

情况下，环境监测单位就要强化不同部门、地区及站点间的

合作，如此才能在根据基层需求制定科学工作方案的基础

上，实现高效的信息化建设。除此之外，国内环境监测单位

在与国外环境监测单位展开交流时，不要盲目照搬国外先进

经验，而是要通过充分调研和学习，结合地方工作特色和自

身实际，适当吸收先进经验，这样才能在避免走弯路的基础

上，加快中国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脚步。

4.3 实施标准化建设流程，提升监测效果
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结果公布都是环境现场监测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在传统监测中，各环节必须填报和审

核才能对结果予以公布，如此就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信息化

建设便能借助自动化方式把各环节联通起来，使得监测结果

能在短时间内准确公布。为此，环监单位就要实施标准化建

设流程，通过该流程对监测成果展开有效管理，然后在结合

信息化系统基础上，严格控制监测数据质量与数量，这既能

实现各部门协同联动作业，又能提高现场监测整体效果 [4]。

5 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5.1 监测大数据是主旋律
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势下，环境保护事业犹如一

股特殊力量推动着环境在线监测工作不断深入。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各环保单位在云计算、互联网的加持下获得了有

关于环境的海量信息，这些信息就被统称为“大数据”。大

数据是继云计算、互联网之后的一项前沿技术，对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大数据具

有五大优势，即“数量大、类型多、价值高、速度快和准确

性高”，而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就能利用这些优势实现

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信息分析与处理。

目前，中国环境监测单位也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为

了提高各地区的环境现场监测数据的可比性，相关部门也陆

续颁布了包括土壤、大气、地表水等方面的监测技术规范。

可见，在大数据背景下不仅能实现环境数据信息共享，又能

推动中国环境监管工作有效落实。

5.2 公众参与是标志
在环境现场监测过程中，公众参与是最重要的标志。

①当政府公开信息时，可提前构建信息反馈拼图，让公众对

环境现场监测结果享有一定的知情、参与和监督权。换个角

度来说，在未来，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必须以实际需求

为发展方向，然后将传统以信息提供为主转为信息服务为

主，这样既能提高公众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与主动性，又能

充分发挥公众在环境管理中的监督与反馈作用 [5]。②建立以

政府结合社会的交流平台，比如创建环保网站，让广大公

众能通过网站所提供的渠道去获取环境现场监测相关数据，

然后借助网站中的意见平台去收集公众所提出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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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公众能真正成为环境管理员。③科技的进步让环境现场

监测中所使用到的各种设备仪器得到了不断更新，特别是便

携式设备受到了行业的青睐，这也推动着行业由原来的政府

主导转变为公众参与。④在智能终端的不断完善下，环境现

场监测软件也变得愈加丰富，如“随时查”“污染地区”等

App 不仅能对企业的排污情况展开实时查询，还能起到相应

的监督作用，使得公众能逐渐形成新型环保理念。

5.3 智能技术是催化剂
①在环境现场监测中，物联网发挥着重要作用，监测

单位可通过物联网技术准确且及时地获取到有关环境监测

的动态数据，使得现场监测更具自动智能化。与此同时，把

物联网技术引入污染源自动监测中，可对污染源数据进行合

理收集、传输和处理，继而在控制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时，让

物联网技术得到进一步革新，如内蒙古“三位一体”环境保

护监控平台就是基于物联网基础之上，这种方式能实时监测

污染源，包括在线监测、运行状态监测等。又或者江苏某地

在智慧理念下对太湖水域展开监测时，就运用到了传感器和

卫星遥感等技术，该监测方式就充分体现了物联网技术的实

用价值。由此可见，在未来环境监测领域中，物联网技术将

会给环境现场监测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

基础 [6]。②云计算是一项新型智能技术，该技术能帮助互联

网构建一个庞大的数据体系，然后通过特有的计算方式按照

使用者的需求提供不同的资源条件，但云计算尚未进入成熟

期，所以还需进一步完善方可发挥更大效用。③遥感技术在

环境现场监测中占据着有利位置，该技术能通过高空卫星定

位迅速获取相应的图像信息，然后对监测区域的实际情况展

开宏观分析，并全面掌握环境实时变化趋势。而目前的遥感

技术在国外环境监测中使用频率较高，如德国、美国都纷纷

成立了专门的遥感机构，这些机构既能对辖区内的油品资源

和森林荒漠化展开动态监测，又能借助遥感技术对一些破坏

范围较大的突发性事件做出应急处理。虽然遥感技术优势众

多，但现下的遥感技术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无法自行选

择监测对象，所以在未来遥感技术研究中，应把重点放在污

染对象选择和定量分析方面。

6 结语

根据以上相关阐述和分析，随着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

加重，环境保护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信息化时代背

景下，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建设就成了必然选择。为此，环

境监测单位应当完善信息化系统，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强化

部门交流合作，促进高效信息化建设、实施标准化建设流程，

提升监测效果等，这样才能在降低现场监测误差的同时，开

创环境现场监测信息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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