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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生态环境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和服务效能,延安市用两年时间建成

一套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但在运行过程中,发现该系统信息存在实用性、便捷性及功

能性不够、应用和普及率较低等问题,经过认真调研和分析总结,可以从提高思想认识、优化顶层设计、

明确细化责任、增加系统实用性、加大培训力度、完善系统功能、提升系统便利性和多沟通多协调八

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进而开启延安生态环境信息化智慧管理新时代,让“数字说话”、“数据决策”等助力

延安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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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Taking Yan'an City as an Example 
Kun Wang 

Yan'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a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by means of informatization, Yan'an city has spent two years to build a set of 

heaven and earth integra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not practical, convenient and functional enough,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ty rate is low. After careful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from eight 

aspects: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ptimizing the top-level design, clarifying and r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creasing the system practicability, increasing training efforts, improving the system functions, 

improving the system convenience, and mor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urn, it will open a new era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ormatization in Yan'an, and let "digital speech", "data 

decision-making" and others to assi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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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着深刻变革。我国也持续推动

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快各领域数字化进程；加快信息化发展,

建设数字政务也已经成为全国共识。信息化建设发展也是各省、

各市“十四五”工作的重点,陕西省也以信息化促转型发展,积

极谋求掌握发展主动权,加快网络空间战略布局,生态环境信息

化管理项目建设更是延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1 信息化系统应用在环境管理中的现状 

1.1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 

生态文明思想和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指引,为利用信息

化手段改进生态环境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和服务效能,延

安市于2019年全面启动了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建设项目,历时

两年时间,以“一网、一图、一库、一端、一平台”为架构,构

建起“一个体系、七个平台”的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信息化管

理系统。 

延安市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硬件部

分和软件部分：硬件部分建设了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通过八

大类设备可对水、空气、污染源进行精准监测；建设了17套空

气自动监测站、54套微型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9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5套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1辆移动式机动车

尾气遥感监测车,1辆激光雷达走航车、1架无人机、85套污染源

排口视频监控等8大类监测设备。系统的软件部分建设包括环境

监测监控平台、环境要素大数据管理平台、测管罚协同管控平

台、环境决策分析平台、综合业务管理展示平台、环境管理目

标评价平台、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七个平台。为实现“决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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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手段精细化、服务便民化、工作高效化、办公无纸化”的

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 

 

图1 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架构 

 

图2 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七大平台 

1.2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应用情况 

目前该系统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已

应用到环境监测、移动执法、遥测、固废监管、机动车尾气检

测,以及环保系统各单位的年度考核。 

硬件部分的9套水质自动监测站布设于宝塔、吴起、黄龙等

6个县区,是基于6套国控站和4套省控站的补充；可监测指标包

括：氨氮、总磷和总氮等9项水质指标；每4个小时上传平台一

次数据,可第一时间掌握各县区出入境断面的水质情况。17套空

气自动监测站均布设于宝塔区各镇(街、新区),是对4个国控站

和13个省控站的补充和延伸；可监测指标包括PM10、PM2.5、SO2、

NOX(NO2、NO)、O3、CO等空气质量六项指标,以及气象五参数(包

括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每1小时传输一次实时监

测数据,为我市城区空气质量变化研判、大气污染物预测预警、

污染溯源等工作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围绕城区和重要乡镇的空

气标准站建设了54套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作为对标准站的补

充。1辆激光雷达走航车可实现定点垂直监测、水平监测以及走

航监测,用于监测大气颗粒物、痕量级VOCs、气象五参数等,可

获得大气的水平、垂直结构变化,对颗粒物污染、VOCs排放进行

立体溯源和预报预警等；主要用于在城区大气重点管控区域开

展巡查,运用激光雷达技术精准寻找、定位执法、源头治理,让

大气污染排放源无处遁形。5套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

安装于延安市高速公路出口入城区方向；对入城区方向车辆尾

气进行实时检测,检测结果实时显示并上传平台,将超标排放车

辆信息反馈交通部门,实现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联合治理,联合管

控。1辆移动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车主要用于开展路检机动车

尾气排放作业,可支撑分析机动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并联

合交警作业,实现对区域污染的联防联控。对延安市重点工业企

业和污水处理厂的自动监测站房及排口加装视频监控设备85套,

可通过视频巡检、抽查抽检等方式,对企业污染排放过程实施全

方位监控,辅助决策、执法、督察等工作。 

该系统的软件部分的环境监测监控平台通过接收下端空气

标准站、空气微站、水质自动监测站、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站、

激光雷达走航车等10方面的监测监控数据,实现自动监测数据

的实时监控、报警提醒、分析展示,从而“说清”延安市生态环

境质量现状,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环境要素大数据管理平台是市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采集、

存储、处理、交换的基础性平台,通过数据转换、加工、校核、

比对处理,形成延安市生态环境资源目录,从而实现数据资源交

换共享,解决了“数据孤岛”问题。 

测管罚协同管控平台是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项目的业务核

心系统,包括重点污染源监管、环境网格化综合管理、环境监管

移动执法、机动车尾气遥感在线监控、机动车尾气检测管理、

危险及固体废物管理等6个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获取污染源数

据,达到了监测有据、管理有方、处罚有度的目标。 

环境决策分析平台通过对数据的比对、校准和关联度印证,

进行系统性研判,从而确定污染成因,制定对应决策处置方案,

形成精准治理。 

环境管理目标评价平台包括工作指标任务考核系统和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系统两个子系统。主要是围绕“碧水、蓝天、净

土”三大保卫战年度目标,通过年度任务的下发、执行、跟踪、

反馈和考核,加强环境治理全流程管理,实时掌握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和治理工作成效。同时,将排污量大、污染风险大的企业纳

入环境信用评价考核范围,倒逼企业主动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

的主体责任,珍惜企业信用考核评价荣誉。 

综合业务管理与展示平台是集后台管理、权限管理与展示

的一个平台,通过对生态环境主要污染源数据的采集,经系统自

动加工、转化生成指导业务的示意图、数据表格、趋势图和污

染地图,用不同色调图例等表现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我市生态环

境质量现状和管理成效。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集大气、水、污染源、移动执法、固

废、网格员、移动办公等数据,通过手机APP向政府部门、公众

和企业提供应用服务,平台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搭建起数据

传输交流的桥梁,为构建起全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提供支

撑。这一系统的运行,实现了各县区出入境地表水和主城区各乡

镇空气自动监测的全覆盖,加强自动监测数据的质控比对,确保

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全面。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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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化在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中的应用和发展,延

安市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在开发和投入使用以来,发现一

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够,信息化系

统的实用性、便捷性及功能性有待完善、加强,该信息化系统的

应用和普及亟待提升,网络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信息化在促进

生态环境保护、服务环境管理和生态治理中的潜能还没有充分

释放。 

2.1信息化系统实用性有待加强 

目前,该系统的所有功能中,实用性较强的是空气微站监

测、一般工业固废的转移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移动执法以

及办公OA系统,对于其他版块的实际功能性还有待加强,如现有

环境监测版块的实用性不足,没有结合实际业务工作开发系统,

从分析报表到质控,再到数据审核、出具报告还是按照原有流

程全部纸质操作,每月水质数据、现场采样人员、分析方法、

检测限等全部手工录入系统,不仅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增大

了工作量。 

 

图3 信息化系统数据采集分析流程图 

2.2信息化系统便捷性有待提高 

该系统的部分版块使用的便捷性还有待提升,实际操作不

够便利,用户体验感不好。如该系统有的版块、模块功能有部分

重复,有两个模块均可进行同一业务操作,实际操作方法、步骤

也类似；此外,目前在系统上下载部分图像还不便利,只能截图

保存；为方便管理决策,有时候需要导出部分数据、表格,目前

还没有直接的按钮选项。 

2.3信息化系统功能性有待完善 

在该系统中,部分重要业务的功能还不够完善,有些内容还

未涉及,还需结合实际业务工作进行不断完善。此外,手机APP

版的功能性有待改善,企业端可针对企业所需精简,公众端针对

大众关注点可适当精简,政务端需针对管理者量身订制,既方便

信息查看、工作审核审批,又便捷各部门协作、配合。 

2.4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和使用的普及率亟待提升 

目前该系统为了安全,都是专网操作。有的单位电脑数量有

限,配备率甚至不到30%,所以实际使用该系统的人员更是少数。

又由于该系统功能强大、业务繁多,熟练掌握全部功能的人员很

少,还需要多次培训。 

3 对策和建议 

3.1提高思想认识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网络强国”,推动数字

化中国进程,构建智慧社会。同时也要求全党、全国提高数字

经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省市、各单位积极响应,坚持

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不断探索各领域信息化建设。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也飞速发展,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各省在生态环

境管理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也积极探索和应用。在“十四五”

期间,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心之一,因

此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思想认识,用信息化引领新时代

生态环境保护。 

3.2优化顶层设计 

坚持统筹谋划、系统规划、层次推进,结合工作业务,不

断完善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的使用功能,不断优

化“一个体系、七个平台”的顶层设计框架和全面系统的“施

工图”和“路线图”,加快推动延安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省厅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确保延安生态环境质

量稳中向好。 

3.3明确细化责任 

要进一步明确职责,细化分工,各单位各部门要层层压紧、

夯实工作责任,稳步推动工作落实。要理顺工作机制,完善各级

各单位之间信息化工作的沟通协调、任务交办、结果反馈等机

制,发挥信息化系统上下联动、左右互通的高效便捷作用,做到

工作闭环管理。 

3.4增加系统实用性 

要经常实地走访调研,结合工作实际情况,不断增加信息化

管理系统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充分运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实时掌握全市生态环境现状,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深入探索利

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分析决策能力,提升精准治理措施,及时开展

问题动态识别和预测、预警、预报,进而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延安

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出信息化系统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科学化、

手段精细化、服务便民化、工作高效化、办公无纸化”的作用,

提升执法效能、提高工作效率,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

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环境监测版块可借鉴上海市

环境监测站、成熟使用信息化系统的第三方检测公司的成功经

验,开发环境监测业务版块,实现全过程无纸化办公,减少工作

量,实现延安市环境监测能力和水平的飞跃。 

3.5加大培训力度 

要定期开展全市环保系统关于信息化系统的学习、交流培

训,使全系统环保工作者懂系统、熟流程、会操作,真正做到熟

练使用该系统、规范运行各功能,使其更好地为工作服务。要针

对不同岗位、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职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全面提高信息化系统的使用效率。 

3.6完善系统功能 

要根据环保各项业务需求,继续完善、优化系统的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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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版块可按照不同的使用者设置相应的权限,管理者可按照

相应的权限进行分级审核,让信息化管理系统更好地支撑业务

工作,实现“数据跑”代替“人工跑”,提高办公效率。 

充分发挥好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智慧大脑”作用,切实履

行职责,推动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借助科技力量提高环境监管

效能,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图4 未来生态环境智慧监测系统特点 

3.7提升系统便利性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也异

军突起,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步伐加快,作用日益凸显,

该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使用的本质是为管理者、企业和公众做

好服务,因此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环境治理

体系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一步压减企业各类证明,解决

企业关切事项的快捷办理流程,推动环保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

办理,进而提升延安环境治理能力。该系统的具体操作中,可针

对不同的使用者分配好权限,提升各功能版块的操作便利度,方

便企业录入数据信息、方便各级管理者审核查看、方便公众及

时关注了解环保信息。 

3.8多沟通多协调 

借用信息化平台强化政府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防止监管缺位。并加快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提高环

境监管效能。不断完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的信息化监管范围,

创新监管方法,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 

向上要多与省厅及厅直属机构沟通协调,与省级已开发的

信息化系统和计划将要开发的信息化系统进行融合,使其资源

共享,减少浪费,同时也减轻企业负担。向下要多征求、走访一

线同志实际使用情况和意见建议,使系统真正“活”起来、“动”

起来。 

4 小结与展望 

延安市生态环保信息化系统的建成消除了信息孤岛,实现

了生态文明各领域相关业务数据交换共享,使数据为政府和上

级部门服务的同时,为企业、公众做好社会服务,让公众及时准

确了解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开启生态环境智慧延安新篇章,为实现该信息化系统的“精准监

测、精准治理、精准执法、精准考核、精准服务”的五个精准

提效目标,对目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相应的完善和健全,

开启延安生态环境信息化智慧管理新时代,让“数字说话”、“数

据决策”等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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