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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可以为环境保护工程采集具有时效性、可靠性的环境信息,提高信息的利用率,最大化的为环境监测与管理提供

及时、准确科学的依据。基于此,以下就环保工程中的污染源在线监控及其防治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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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在线监测系统的主要组成 

环境在线监测系统主要是依赖网络信息共享技术,其主要组成部分可

以分为在线设备和监控中心这两个部分。其中环境监测系统的在线部分可

以分为污染处理设备运行记录仪、数据收集传送仪等相关设施以及用于测

量污染物排放量的一系列仪器,是整个系统的关键部分,也就是数据收集

的环节所需要用到的主要设备。监控中心在整个系统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

方便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系统运行的工作状态以及归集数据,这两个部分相

互配合。并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数据传输具有实时性强；可对监控点

仪器进行远程控制、建设成本低；监控范围广、良好的扩展性；系统传输

容量大；数据效率高等特点。 

2 环境保护中的污染源在线监控分析 

2.1环境保护中的日常监控工作分析。(1)企业前端情况主要包括：装

机容量,机组情况、机组运行负荷、发电量、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治

污工艺、排放口基本情况、设备检修等等。(2)自动监测数据的处理主要

包括：数据掉线处理,数据异常处理、数据超标处理。(3)自动监测数据的

统计分析包括：联网情况统计、数据传输情况统计、超标分析,总量分析、

异常情况分析等。(4)环保相关业务支持包括：环境监察部门、污染控制

部门、环境检测部门等提供相关的业务支持数据。 

2.2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环境保护部颁布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运行管理办法》,旨在落实污染减排指标,强化监测和考核体系能力建设工

作,加强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的要求,全国所有重点污染源和重点治污设施,均要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设备,并要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加强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

行的监督管理。 

2.3视频监控系统。其主要是对重点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状态,检测仪

器工作状态等情况的图像监视,对图像数据进行存储,同时将视频信息传

输到地市监控中心及省监控中心。系统由摄像机、DVR(视频服务器)等设

备,主要完成图像采集、编码和传输等工作。视频监控设备的功能要求。

远程视频监控设备需长时间运行,处理数据量大,因此要求设备稳定性好,

运行速度快,达到实时监控效果,需要考虑设备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为方

便远程视频监控,前端的各种设备应实施统一管理。 

2.4移动车载应急视频监控。(1)移动环境检测车。在环保部门制定的

车辆上进行改装,配置移动视频监控系统远端站、350M警用无线集群系统、

处理系统等辅助设备,是应急指挥系统的远端移动信息采集平台。(2)5.8G

扩频数字微波系统。无需频率申请,系统可靠性高,传输能力强,安装使用

灵活方便。(3)监控中心站显示系统。(4)广播系统。在应急通信车上完成

现场的宣传广播和喊话。 

2.5工况在线监控系统。其可以对企业污染防治实行全天候监控,对

无组织排放污染源进行有效地定量控制,同时弥补视频监控由于夜晚光

线不好的难以取证的不足,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该系统由传

感器系统、采集系统、信号分配系统、存储系统、传输系统、中心数据

系统平台组成。用户根据需要对现场设备进行配置,对检测频次、通讯

延迟、报警参数、通讯参数等各种参数进行设定,并在中心系统平台上

显示及控制。 

3 环保工程中主要的污染源防治分析 

3.1大气防治方法。加强大气监测,大众媒体监督；促使企业进行工业

改造,加大环保投资；控制交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 

3.2固体废物的防治方法。强化宣传教育,增强全名环境保护意识；逐

步推进固体废弃物排放收费制度；实行工业企业固体废弃物排放许可证制

度；积极推行ISO14000生命周期思想。 

3.3水体污染的防治。尽快实现从末端防治向源头和过程控制的战略

转移,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综合防治点源、面源和内源污染,

高度重视污水再生利用。同步规划和建设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实现由单一

的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向污水综合利用转变。 

3.4土壤种植业的防治方法。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积极指

导农民科学施肥,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普及推广

生物防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药用量；积极回收农膜,大力推广

新型可降解农膜；依靠科学技术,开展生态农业建设。 

3.5畜牧业污染防治方法。合理加工日粮,在饲料中减少使用含硫矿物

质如硫酸铜和硫酸铁,可降低含硫臭气；添加酶制剂,消除相应的抗营养因

子,补充动物的内源酶,提高饲料转化率、减少排泄物；粪便能源化和肥料

化,畜禽粪便可以作为沼气池填充原料,经发酵后的残渣返田增加肥力,改

良土壤,防止土地板结,减少化肥的用量。 

4 结语 

当前虽然通过环境保护部门颁布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污染源污染,但是仍然需要相关人员继续关注污染源的监控及其防治,

从而为实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可靠依据,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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