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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信息化技

术的应用，创新了生态环

境监管模式、促进了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为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发

挥了积极作用。

章少民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督察专员

◎本报记者 过国忠 实习生 柳 鑫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领域信息化、

高效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在生态环

境领域的实践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例

如，为精准治理大气，北京通过技术手段，

把辖区分成不同网格地块，每个地块上都

建有小微监测站，根据实时监测数据的高

低，可进行污染源的溯源和重点监管。有

了网格，哪里污染数值高了，监管平台就

会自动报警，环境执法人员直接上报警点

位排查，提高了执法效率。信息化技术的

创新和使用，让北京市空气质量全面达

标，诞生了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的“北京

奇迹”。

北京的大气治理只是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2

月 11 日 召 开 的 2022 环 境 互 联 网 创 新 大

会，就公布了 2022 智慧环保十佳创新案

例。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督察专员章少民

说，生态环境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创新了

生态环境监管模式、促进了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

了积极作用。

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中心

一间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块电子显示屏，这

块显示屏实时更新着成都市各种生态环境

数据。这是 2022 智慧环保十佳创新案例

之一——成都市大气污染 AI 小尺度溯源

系统。

在大气污染监测方面，溯源一直是个

难题。成都运用该系统，整合大气固定监

测站、移动监测站、工地扬尘在线监控等各

类监管数据，并结合雷达扫描、遥感、电力

报警等科技手段，形成实时多源大数据，再

通过大数据和 AI算法“以算代测”，自动实

现了千米级、小时级的网格化空气污染精

准感知。经比对核实，其准确率超过 80%，

相较于传统网格化硬件铺设，可节省成本

约 50%。

该系统也显示，基于 AI算法自动识别

扬尘点位及其类型，现场问题发现率明显

高于人工排查。生产就要用电，通过用电

数据等，系统能自动判定企业是否存在违

规生产、错时开工等行为。相比于“人盯

源”，应用 AI 算法监测污染源能全面提升

可同时监控的企业数量和监管效率。目

前，“大气污染 AI小尺度溯源”平台已覆盖

成都市主城区“5+1”区域和二圈层“6+1”

区域，管治区域面积达 3730 平方公里，有

助于科学、高效地治理大气环境污染。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文雁说，成

都还开发了空气质量监测、用电监控等 4

类业务的异常预警模型，实现了 88 项指标

数据的实时分析和预警，助力生态环境问

题“早发现早处置”。

AI溯源破解大气污染监测“老大难”

重点流域水质是否达标、施工工地是

否采取环保措施、企业实时排放是否符合

要求……鼠标一点，足不出户，就可看到实

时视频、图像和监测数据，了解相关情况。

浙江省桐乡市搭建了“智慧环保”平台，编

织起全覆盖、全信息、多元化的“天、地、空”

“千里眼”“顺风耳”助力监察工作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治理环境，不仅需

要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更需要有“超级

大脑”处理各类数据。当前，随着生态环境

大数据建设的深入推进，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对高性能计算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生

态环境信息系统迫切需要拓展算力和存储

空间。2021 年 12 月，全国第一家国家生态

环境监测大数据超算云中心（以下简称超

算云中心）在山东省济南市正式运行，为生

态环境部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各类计

算资源服务。国家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山

东省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先后入驻，由

此汇聚了国家、省、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形

成了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综合应用能力。

依托超算云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陆续开展了空气质量常规多模式数值预

报、15—45 天中长期预报和统计预测预

报、国家重点区域气象影响模拟评估和区

域污染追因及解析等工作。超算云中心

还支撑着山东省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和综

合分析等业务系统的运行，服务全省 16

地市未来 24、48 小时空气质量指数、空气

质量等级、首要污染物等信息预报，红色

预警信息发布和省、市、县统一的生态环

境分析等业务。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提供的资料显示，

过去，环境数据分析多以同比、环比等简

单的数理统计方法为主，多种环境要素间

的关联分析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满足环

境管理需求。超算云中心的大数据综合

分析系统，具备典型事件情景构建和模拟

分析能力，支持典型事件的复盘与结果评

估，可对污染高值实现自动化分析、直观

化表达、动态化跟踪、图形化展示，有利于

推动环境形势综合分析从经验判断向科

学决策转变。

形成数据处理的“超级大脑”

立体环境监管网络。

“平台整合了环境监测、项目审批、环

境管理、排污许可、综合执法等信息，实现

了对水气自动监测站，空气质量网格化监

测监控平台及固体废物产生、运输、易倾倒

风险点等的数据和视频的综合集成，打造

了水气环境质量‘一张图’、污染源分布自

动监测‘一张图’、污染源视频监控‘一张图’。”

嘉 兴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桐 乡 分 局 局 长 姚 伟

平说。

形成“一张图”有什么用？以固体废物

为例，只要点击当天申报运送固体废物的

某印染公司，平台上就会立刻跳出该公司

印染污泥产生量、接收量、运输车辆车牌号

码和行驶轨迹，就连运输车驾驶室和运载

室的实时画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固体废

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平台都可以进行全

过程动态跟踪监控。

“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在开展监察工

作时就好像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可

以全天候监控企业污染物排放、治污设

施运行情况，监管效率大大提升。”姚伟

平表示。

除布局在地面上的监测设施外，在高

空还有一双“天眼”——遥感卫星对桐乡进

行全域扫描，捕捉污染源头和污染过程，分

析污染走势，为精准管控提供科学指导。

比如在水环境监测方面，卫星通过遥感技

术可对该市全域范围内水质的空间分布及

动态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利用遥感数据，

可对流域水质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水气管理科科

长钟根强说。

“天上看、网上管、地上用”的立体监管

体系，将桐乡的生态底色擦得更亮。2022

年，桐乡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9.6%，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跨行政区域河

流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优秀。

如何让母亲湖更美，让城市品质更

高？无锡市写出了一份“答卷”。

2 月 16 日，无锡市蠡湖未来城建设启

动会举行，首批蠡湖水环境深度治理、区域

雨污水整治、区域景观提升、海绵城市建示

范区、展示中心等首批 6 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此举旨在把蠡湖未来城打造成太湖

流域“科产城人”融合共荣的现代化引领

区，使蠡湖未来城成为无锡打造现代化国

际化生态化城市的窗口。

不搞大开发，实施大保护

近 20 年来，无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决不搞大开发，全力实施大保护。

早在 2002 年，无锡就启动了蠡湖水环境治

理，实施了一批“科技治水”项目。经过多

年整治，如今的蠡湖水质已基本达到Ⅲ类

水标准，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修复。

同时，蠡湖未来城在规划之初，就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明确要求按照最强控

源截污，通过实施岸域控源、河域净化、湖

域提质等举措，实现蠡湖湾区水环境提质

增效。此次率先启动的 6 个重点项目涉及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为打

造“科产城人”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城市提供

新样板。

例如，蠡湖水环境深度治理项目明确，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

管理的原则，围绕控源截污、湖体治理、海

绵城市、景观提升等具体整治内容，从湖泊

藻型化、设施老旧、植被退化等问题入手，

对应制定源头海绵改造、初期雨水控制、水

生态系统构建等策略，全力净化提升入湖

河道水质。

无锡还根据蠡湖地区水利闸站分布和

山脊线走向，确定了 44 平方公里的水环境

整治范围。未来，无锡将系统开展雨污水

整治工程，加快 24 个提质增效达标区建

设，加强对 775 公里市政雨污水管道、214

个道路雨水排口的排查修复等，坚决杜绝

污水“跑冒滴漏”，进一步提升蠡湖水质。

“蠡湖治理修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有时在汛期等特殊节点，还会出现水质

波动。无锡的目标就是要让蠡湖水质稳定

保持在Ⅲ类水标准，并全面恢复蠡湖生态

系统。”无锡市蠡湖未来城建设发展中心副

主任罗跟东说。

打造新形象，建好未来城

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突出城

市文化底蕴，讲好蠡湖故事、塑造文旅 IP，

将“精致景观”串联成“大美风景”，让城市

更有魅力、产业更有动力、人才更有引力，

推动无锡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

10 多年来，无锡以蠡湖深厚的文化底

蕴为基础，结合现代园林艺术，相继修复或

新建了蠡湖、长广溪湿地、渤公岛生态、西

施岛、中央公园、宝界公园、管社山庄等一

批具有完整生态休闲观光要素的特色自然

开放式景区。

蠡堤原来因西蠡湖围湖造田而筑，在

无锡实施“退渔还湖”时被保留了下来。如

今，蠡堤凭借沿湖地区丰厚历史人文底蕴，

已成为了一条融人文积淀与自然风景于一

体的景观长堤，擦亮了绿色的发展底色。

这里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历史文化，不但使

蠡堤成为了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地方，更吸

引着大量创业者。

如今，蠡湖沿线通过“腾笼换鸟”，集结

了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雪浪云工业互

联网平台、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等，助

推着无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当地低

碳绿色高质量发展。

此外，无锡对标日内瓦湖、西湖等国内

外水岸空间优秀案例，结合全球可持续发

展前沿 ESG 理念，同步实施了景观提升项

目，明确了现状设施提升、建筑形态优化、

蓝绿空间打造、三道三线建设、“蠡”文化建

设、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大提升工程”，提升

了蠡湖片区人居环境品质、公共服务能力

和在地文化品牌影响力。

提升水质、讲好故事，塑造蠡湖文旅IP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水面风光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水面风光。。 刘楠刘楠摄摄

AIAI溯源污染溯源污染、、超算云助力环境数据分析……超算云助力环境数据分析……

生态环境从生态环境从““治治””理走向理走向““智智””理理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2月 24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该委与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等 9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加快节能降碳更新改造、完善回收利用体系、

强化支撑保障等 3个方面，部署了 11项重点任务。

“我国是各类产品设备的生产和使用大国。积极做好重点领

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对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畅通国

内大循环意义重大，也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谈及《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国家发

改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上述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据测算，目前在我国能源、工业、建

筑、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在用的锅炉、电机、电力变压器、制冷、

照明、家用电器等产品设备保有量已超过 50亿台（套）；数据显示，

我国重点领域产品设备年运行能耗量占全国能耗总量约 80%，一

些在用产品设备的能效水平偏低，高效节能产品设备的推广应用

急需加强。

在加快节能降碳更新改造方面，《指导意见》明确，聚焦重点领

域产品设备，首批聚焦实施条件相对成熟、示范带动作用较强的锅

炉、电机、电力变压器、制冷、照明、家用电器等产品设备，推动相关

使用企业和单位开展更新改造，统筹做好废旧产品设备回收利用。

《指导意见》还提出，深入摸排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和

回收利用存在的技术难点堵点。聚焦高效节能产品设备生产制

造、资源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再制造等，集中突破基础材料、结构设

计、加工工艺等关键共性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竞争力的节能降碳先进技术。

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

这些领域设备更新改造有新安排

科技日报太原2月 27日电 （记者韩荣）27 日，记者从山西省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日前该局出台《关于加强乡土草种繁育基地建

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加强全省乡土草种繁

育基地建设，规范乡土草种繁育技术，加快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实现草原草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山西省将重点打造晋北万亩乡土草

种繁育基地，从南到北建成 3—5个规范化的草种选育培育、驯化繁

育科研实验基地，建成至少10个标准化的乡土草种繁育基地。

《指导意见》强调，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生态修复治理模式对

乡土草种的需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统筹抓

好乡土草种繁育和质量提升工作。针对不同地域气候条件的差异

性和乡土草种分布的地带性，选定当地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草种，

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草种繁育基地，促进当地草产业的发展。同

时，加强科技创新，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乡土草种业技术创新体

系，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和水平，推进乡土草种繁育工作高质量高效

益发展。

《指导意见》明确，要按照市场规律，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加强

市场体系建设、市场主体培育和市场规则制定，强化政府引导服

务，抓实良种选育繁殖、推广使用和贮备调剂等工作。加强乡土草

种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严格草种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管理，

强化草种质量抽查和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草种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据悉，山西省将在乡土草种资源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运用传统

和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方法，筛选驯化培育适宜山西省退化、沙化

及盐碱化草地生态生产兼用型草种材料，选育适宜的各类乡土草

种，研发乡土草种快速扩繁技术，开展标准化乡土草种生产技术示

范，为乡土草种资源高效利用与草原生态修复提供种源基础支撑。

力促草原草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将打造乡土草种繁育基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2月 22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

涛带队与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座

谈交流，双方共同签署《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

监督管理局共同推进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正式拉开合作推进青海生态环境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的序幕。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

要”战略地位，在促进流域绿色低碳发展、建立流域区域生态环境

协同保护机制、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监管与信息共享平台、

维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技术指导和监管帮扶等方面

开展深化合作。

刘涛指出，青海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持之以恒抓好青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扛起源头责任、强

化干流担当，推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未来，青海将保持

战略定力，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一以贯之做好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

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

变差”的底线，实现青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警示片问题整改为抓手，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省

级例行环保督察涉及黄河流域问题整改，做到彻底改、改到位，确

保一河清水持续东流。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范治晖对青海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黄河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

战略。青海是黄河源头区和干流区，每年向下游提供黄河总水量

近一半的优质源头活水，省情特殊，责任特殊。近年来，青海大力

推进黄河青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签署框架协议

推进青海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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