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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污染源的数量呈指数型增加,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我国加大了污

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建设,以进一步提升对污染源的监控能力。目前,污染源在线监控已成为环境保护部门对企业排污情况进

行监管的重要手段,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也是国家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介绍了在线监控系统的应用现状以及国家

对监控数据的考核要求,分析了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希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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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

此,环境保护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污染源进行监测十分必要。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作为全国 大的物联网,以其自动、实

时、在线等特性,成为了当前环境保护领域信息化技术的前

沿。污染源在线监控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作为一种

先进的技术,其数据在提高监督执法效率和管理水平方面具

有突出的优势。然而,当前的污染源在线监控技术性较强,

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认识仍然存在不足,监测数据的传输有效

率相对较低。如何提高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数据的传输有效

率是值得我们思考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加强了对污染源在线监控体系的建设,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单位也做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包

括组建专业监测队伍、成立污染源监控中心、开发应用污染

源在线监控系统,并形成了在线监测与监督检测相结合的污

染源监管模式。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出现,使环保部门和

排污企业都可以随时掌握污染物排放的实时监测数据,有利

于规范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和管理,有效防止污染事故的发

生,大幅提高了环境监管效率。 

2 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的考核指标 

2.1 数据传输有效率 

数据传输有效率计算公式为：Z=C*P*100% 

上式中：Z 为被考核地区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C

为考核时段内全部监控点位的数据传输率；P为考核时段内

全部监控点的数据有效率。 

2.2 数据传输率 

数据传输率的计算公式为：C=(D/E)*100%=(E-F)*100%/E 

上式中：D为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实收数据个数之和；

E 为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应收数据个数之和；F 为考核时

段内各数据类型缺失数据个数之和。 

废气考核项为各个监测项目实测浓度,折算浓度、排放

量和流量数据,废水考核项目的浓度、排放量和流量数据。

考核数据类型为日、小时数据。 

2.3 数据有效率 

数据有效率计算公式为：P=(S/M)*100% 

上式中：S为考核时段内实收有效数据组数量,M 为考核

时段内应收数据组数量。 

废气考核项目为各个监测项目的实测浓度、流量和排放

量,废水考核项目为各个监测项目的浓度、流量和排放量。

考核数据类型为小时数据。 

2.4 数据修约补遗 

在企业停产、监测设备故障,数采仪故障等因素影响了

数据传输有效率的计算后,可在上传凭证的情况下进行人工

干预,主要包括手工监测数据修补,人工数据修约,技术规则

修约。修约数据作为有效数据,可参与数据有效率计算,但不

能参与数据传输率的计算。 

3 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的原因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使用,强化了企业对污染源排放

的现场管理能力,提高了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管效率,有效辅

助了其他相关部门作出环境管理决策。但是,通过该系统的

普遍应用,也反映出部分单位的污染源排放情况与国家的要

求仍存在差距,在线监测数据传输有效率还难以达到国家的

考核标准。 

3.1 传输率偏低的原因 

传输率是实收数据与应收数据的比值。实收数据是在线

平台实际收到的数据之和,主要与监测点的数量、监测项目

种类、数据监测标准、数据传输稳定性等指标相关；应收数

据是指按照考核要求的所有监测点和监测项目的数据之和,

其数量是固定的。 

传输率偏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①未按国家要求对监

测点进行监测。部分企业污染源排放口存在设备设施陈旧老

化、需要现场整改,暂时不具备安装条件或未能按国家要求

及时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等情况。②未按

国家要求对相应指标进行监测。考核指标主要有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共四项,部分企业排放口没有

按照国家要求对这四项指标进行监测。③未按国家要求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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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监测标准进行监测。传输率的国家考核要求为考核小时、

日数据,废气的国家考核要求为考核实测浓度、折算浓度、

流量和排放量,废水的国家考核要求为考核实测浓度、流量

和排放量,部分企业存在考核指标监测数据缺失的情况。④

数据传输设备未能稳定地传输数据。各数据传输设备被部署

在现场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传输数据。传输信号的稳定性

差,设备不支持断点续传、无法进行远程控制等原因都会导

致监测数据缺失。 

3.2 有效率偏低的原因 

有效率是实收有效数据组与应收数据组的比值。实收有

效数据组是在线平台实际收到的有效数据组之和,主要体现

在数据组的有效性；应收数据组是指按照考核要求的所有监

测点和监测项目的实测浓度、流量、排放量等数据组成的数

据组之和,其数量是固定的。 

有效率偏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①实收数据不完整。

传输的数据缺少流量数据、折算浓度等,都会导致数据组不

完整,这种情况下,整个数据组为无效数据组,不能参与有效

率的计算。②未对异常数据进行修约。未修改因设备故障、

开展比对监测等原因导致的异常数据,导致大量异常数据成

为无效数据,不能参与有效率的计算。③未对缺失数据进行

补遗。装置停产、设备故障等情况会导致数据缺失,如果未

进行人工补遗、技术规则补遗等,则会导致大量缺失数据成

为无效数据,不能参与有效率的计算。 

4 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 

通过分析发现,数据传输率偏低主要是由监测设备配

置、网络条件等硬件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数据有效率偏低主

要是由人工干预对数据的审核、修约补遗等方面的原因引起

的。 

在初步分析了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的

原因后,下面将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种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

方法：①按照国家要求,在考核范围内的污染源排放口安装

在线监测以及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对暂时不具备安装条件

的排放口进行限期整改。对于无法整改的排放口,应暂时关

停,并及时向环境保护部门申请不纳入考核,保证所有考核

范围内的监测点实现在线监测的全覆盖。②严格按照国标

212 协议采集和传输在线监测数据。国标 212 协议,即《污

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是数采仪设备数据传输的执行标准。各监测点要严格按照标

准要求采集和传输污染源排放的实时数据、分钟数据、小时

数据和日数据。废气的在线监控数据要实现对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的实测浓度、折算浓度、流量和排放量的采集与传输,

废水的在线监控数据要实现对化学需氧量、氨氮的实测浓

度、流量、排放量的采集与传输。根据企业管理需要,还可

对烟尘、氧含量等监测项目的数据进行传输。③通过多种途

径有效开展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为了保障监测设备的平稳

运行,专业的运行维护工作是非常必要的。④企业要强化对

监测数据有效性的管理。按照国家自动监控数据的管理要求,

因设备故障、停产等原因导致的数据缺失、异常,需要进行

人工修补时,要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及时做好针对各种异常

情况的报告、备案工作,加强对无效数据的人工干预,保证数

据的有效性。⑤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现场的监督检查,制

订相关规范制度,定期组织开展现场检查工作,从而加强各

企业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的重视。通过对自动监测数据进

行实时监督,定期检查现场设备,保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

准确性,保障现场设备的平稳运行,保证数据传输有效率达

标。 

5 结束语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作用日益显著。我们应从管理水

平与运营水平等方面提高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运行效率

和数据准确率,提高在线监控数据的传输有效率,充分发挥

在线监控数据在污染治理、节能减排和环境预警中的重要作

用,为“节能减排”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及管理依据。力争

达到国家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目标和要求,推动企业与环

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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