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发展 6卷 9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76

大数据时代环境监测技术应用探讨

蔡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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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下，大众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但以往在发展经济中，由于错误的观念影响，

不重视地区环境保护，致使污染问题的频繁发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情况下，为进一步强化对地

区环境的保护，需要在开展环境监测活动时，规范应用大数据技术，不断强化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评估、管控，以此

促进地区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夯实国家发展基础。基于此，论文从大数据技术内涵、作用着手，针对大数据时代

下环境监测技术的具体应用以及未来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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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in	the	pa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due	to	the	wrong	ideas,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ulting in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ollution problem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is cas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when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ctivities,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in	depth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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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以往在经济发展中，大众对环境变化缺乏较高的重视

程度，废弃物随意丢弃较为普遍；而在环保理念得到全面推

广的情况下，大众深刻认识到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

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标准。在此情况下，通过全面落实环

境监测工作，则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有力的数据信息，保障

各项环保措施的规范应用 [1]。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下，通过

规范应用多项先进技术，还能够降低环境监测的操作难度，

提升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对环境保护以及促进环境监测工作

的高效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1 大数据技术的内涵

以往在针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时，由于数据量相对较

多、整体复杂性较高，导致数据处理很难得到高效开展，数

据准确度相对较低。为实现对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利用，通过

将大数据技术进行规范应用，构建科学、规范的数据处理系

统，即可实现对大量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分析等

多项操作，并在联合多项先进的情况下，有效提升数据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保障环境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2]。

2 环境保护中大数据的重要作用

通过不断强化对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创新，其重要作

用也将得到显著提升。在环境监测工作中，相关人员通过规

范应用大数据技术，除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好对相关数据的

处理，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复诊数据异常变化的监控，使得

相关人员能够快速完成对数据信息的分析，准确获取造成

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成分，并以数字化形式进行直观展现，

从而为环保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对地区污染

问题的有效管控。在该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增强对地区污染

现象的有效防控作用，并协助相关人员完成对地区大气、土

壤等复杂环境的监测工作，明确地区受污染情况，再按照数

据分析结果制定科学、规范的污染治理方案，从而实现对地

区污染问题的高效管控，有效提升环境保护效果 [3]。另外，

大数据技术正处在持续优化阶段，在数据收集、整合方面将

得到不断提升，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也会越来越高，对保证数

据分析工作的高效开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时，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对地方企业的

管控效果，使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部门所制定的各项标准排

放废弃物；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地区自然资源的分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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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因素做好对地区开发规划的判断，从而推动地区经济

实现进一步发展。

3 大数据时代下环境监测技术的具体应用

3.1 水处理
在人类生活中，水占据着重要地位，其质量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会对城市发展、居民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要

积极开展对水污染问题的管控工作，而环境监测工作的落实

则可以实现对水环境异常变化的有效管控。对此，相关人员

可以采取紫外可见光光谱技术、遥感技术等措施做好各项监

测工作。其中，对于紫外可见光光谱技术的应用而言，主要

包含水环境浊度检测、颜色检测等；而在应用遥感技术时，

主要针对水体富营养化、固体悬浮物等方面实施检测分析 [4]。

在完成整项检测工作后，相关人员需要及时完成对实验数据

的上传，利用大数据系统完成数学建模处理，构建相应的数

学模型，并规范应用相关数学知识的情况下，实现对水污染

情况的综合判断。在开展此项检测工作时，相关人员需要做

好对污染物含量作为模型误差值，以数学计算的方式持续降

低该指标的误差情况，在针对水污染问题展开治理作业时，

该指标越低则表示污染地区水质改善效果越显著，整体水质

环境也就更好。另外，相关人员还可以在该模型中做好对优

质物质含量的计算，其数据结果越高，则表示该区域水质越

干净、卫生。通过全面落实此项监测工作，相关人员就可以

实现对水质情况的综合判断，使其能够充分满足国家制定的

质量标准，从而为居民城市生活、企业生产等提供充足的水

资源，推动城市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并以此有效提升居民

生活的幸福度。

3.2 大气处理
在工业不断发展下，尽管地方经济取得进一步增长，

但也为地方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此类污染问题的发生

不仅会影响居民健康，还会破坏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性，极

易形成许多极端天气，若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开展各项管控工

作，那么污染问题也将更加严重，直接影响地区稳定发展。

现阶段，国家对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若

想有效解决此类问题的发生，则需要相关部门从源头着手，

加大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管控力度。但是，在实际开展此项管

控工作时，相关部门依然需要做到大气监测工作，这样才能

够明确污染状况，保证环境保护措施能够得到规范开展 [5]。

目前，在开展此项监测工作时，应用较多的主要有观测法、

取样法，不同操作技术的应用都有着对应大数据管理系统的

帮助，对数据分析、大气污染防控都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

观测法。在实际应用此项监测技术时，相关人员需要做好对

大气的取样处理，将所获取的样本放置于分析设备，通过规

范应用大数据系统深入分析大气样本的污染物质，按照分析

结果做好对该地区污染状况的准确判断。在大数据技术的帮

助下，相关人员能够有效解决地区污染问题，快速完成对污

染防治方案的制定，突破传统污染防治监测的局限性。

对于大气污染而言，若想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最重

要的就是针对污染源头实施全面管控，以此达到对污染物排

放问题的有效管控作用。现阶段，国家对大气排放有着较高

的重视程度，并制定科学、全面的法律文件，要求各企业在

进行废气排放时应当及时开展对废气成分的分析、检测工

作，只有在充分保证有害物质始终处于标准范围内，才可以

进行废气排放，而且国内对废气排放时间、每次排放量也制

定了明确标准，以免废气排放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对

于已经污染问题严重超标的废气而言，需要在及时开展有害

物质降级处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正常排放，其主要包含光

分解法、电晕法等，从而实现对有害物质的高效处理 [6]。不

同降解措施的应用原理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目的都是为消

除废气中所存在的有害物质，保证废气排放的顺利开展；另

外，部分降解技术是针对有害物质实施吸附，将其转移至其

他物体中，由此达到对废气内有害物质的消除目的。通过针

对两种技术原理实施延伸、结合，能够进一步强化对有害物

质的处理效果，最大限度减少大气污染问题的发生。在针对

此类有害物质实施降解前，相关人员要能够规范应用大数据

系统做好对废气组成的分析，按照有害物质的实际类型选取

对应降解措施，从而达到对污染物质的针对性处理，实现对

环保理念、政策的全面贯彻。

3.3 土壤处理
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全面推广下，土壤污染问题受到

大众高度重视，其土壤环境监测就显得格外重要。此项监测

工作的开展主要针对土壤生物实施检测，相关人员需要时刻

注意土壤环境变化，从而为农业种植以及居民生活提供安全

的生活场所，推动社会实现进一步发展。目前，在开展土壤

环境监测工作时，水平定向钻进技术、3S 技术等有着较为

广泛地运用，其能够实现对土壤污染情况的准确判断，保证

各项监测工作的高效开展 [7]。在以该技术实施监测时，相关

人员还要规范应用大数据技术，针对土壤数据信息实施整

合、分类，能够大幅度降低环境监测人员的工作强度。对于

大数据技术而言，其数据计算能力相对较强，而在该技术的

帮助下，工作人员只需要做好对数据集信息的收集、核对，

保证该系统能够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在全面落实土壤环境监

测工作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不仅能够充分掌握地区环境变化

情况，还可以为农业种植提供一定帮助，从而实现对经济效

益的有效提升，进一步强化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提

升环境监测质量。在此情况下，相关部门在将大数据技术充

分融入土壤环境监测时，不仅能够进一步优化监测流程，以

多种先进技术强化数据分析、数据使用；还可以在大量有效

数据信息的支持下，推动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4 大数据时代下环境监测技术的未来展望

4.1 云技术
当前，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下，极大地提升了环境监测

效率，而这也产生了大量监测数据。在此情况下，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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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环境监测工作时若依然运用传统的数据存储措施，将

所获取的数据信息存储至本地数据库，并应用监测系统做好

对复杂数据的处理、分析，则会对系统运行带来极大的影响，

致使数据丢失、系统崩溃等多种不良现象发生。另外，在系

统运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还会大幅度提升对硬件、软件设

备的配置标准，致使环境监测成本大幅度提升，不利于环境

监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有效规避软硬件设备的使

用对相关技术造成不良影响，还要在开展环境监测工作时规

范应用云技术，从而实现对数据信息的高效存储，提升数据

利用价值 [8]。例如，在针对数据信息实施存储时，相关部门

就可以从社会中租赁云端存储平台，环境监测系统在运行期

间就能够直接完成对相关数据信息的上传、存储；另外，还

可以按照数据类型、重要程度，将部分数据存储至本地数据

库，相关人员可以在工作中利用云平台完成对资料的查询、

传输等多项操作。同时，在应用云平台时，工作人员可以按

照环境监测需要划分多个分系统，数据在传输期间也能够实

时完成分类存储，从而有效规避异构数据冲突现象的发生，

保证数据使用的有效性。另外，在针对数据信息展开计算分

析时，相关部门可以采用计算类型的云平台管理中心，按照

工作需要做好对数据计算任务的详细划分，并以分布式措施

完成数据计算，利用不同服务器完成对各阶段数据内容的计

算，最后针对各部分数据实施整合，按照不同数据的计算要

求提供算力支持，以此在保证系统运行稳定性的情况下，有

效提升数据计算效率。

4.2 数据共享
与传统环境监测技术相比，在规范应用大数据技术的

情况下，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就能够从繁杂的数据中获取数

据信息，直观展现不同数据信息的潜在关联，辅助工作人员

落实环境质量评价、治理等多项工作，以此将环境监测价值

充分发挥。但是，部分地区在发展期间依然运用传统处理模

式，相互之间尚未形成较为紧密的连接，难以将数据价值充

分发挥，不利于环境监测精确度的有效提升。所以，有必要

将环境监测数据实现集成化，使得相关数据信息能够始终保

持共享状态，提升数据利用效率。第一，在县、市构建环境

监测管理平台，各单位之间需要保证数据的紧密连接，用户

能够直接利用该平台获取不同区域的监测信息，从而有效

规避信息孤岛现象的发生。第二，针对监测平台实施优化，

以共享层、应用层等做好对系统的构建，各层级之间存在不

同工作内容。例如，在共享层需要做好对监测数据、数学模

型的发送，而在应用层则需要准确展现环境监测健康风险评

估、综合评价数据等，以此充分掌握地区环境的异常变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时代下，环境监测技术取得进一

步发展，许多先进技术的应用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监测模式的

局限性。在大气、土壤等多项监测工作中，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能够帮助相关人员做好对环境数据的收集、分析、质量评

价等工作，并且将数据传输至相应数据分析平台后，还能

够为环境治理提供明确的方向，保证环境保护工作的高效

开展。在未来发展中，环境监测工作效率将得到显著提升，

云技术、数据共享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数据利用率，实

现对各地区环境监测数据的实时共享，充分掌握地区污染状

况，有效提升环境监测工作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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