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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是环境执法、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的建设和管理依托环境监测、自动控制、计算机、电子通讯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环保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于各企业内废水废气的监测，使环保部门更为便

捷的了解各企业监测因子的排放数据，提高环境监察机构的效率，有目的的去监察。 提高

了环境科学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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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urce of pollution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s the important mean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Source of pollution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utomatic control,
comput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fields of technology, is a complicated system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applied in the enterprise waste gas
monitoring, so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more convenient to understand the
enterprise monitoring factor emissions data,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chanism, can have the goal to monitor.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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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概述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是监控水污染物中

COD、TOC、NH3-N 以及部分重金属， 大气污染物

中的 SO2、NOx、烟尘等主要污染因子，并且能通过

视频监视污染源现场情况[1-3]。 作为本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的核心平台，具备实时监控、数据接收、
汇 总分析、 传送 污染源自 动监 控 有 关 数 据 的 能

力。 形成省-市-区三级监控网络，通过监控网络

具备直接掌握重点监控的排污企业污染物排放情

况的能力[4]。

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及应用

2.1 硬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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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建设就是指建立在各级环保部门的污染

源监控中心。 污染源监控中心（简称监控中心）建

立在各级环保部门， 通过通信传输线路与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备连接， 实现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

放情况的在线、 连续检测并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实时监控[5]。国控重点污染源排放口安装的自

动监控设备是整个自动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与系

统建设的前提，是数据的来源。
2.2 环保监控系统功能

能够对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实时监控。 系

统可以做到全天候 24 h 处于实时在线监控状态，
污染源现场的数据每 2 min 实时传送到所辖环保

局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可以同时浏览多个污染源

的实时自动监控数据， 通过数字和曲线的方式看

到多站点对单个指标，多站点对多个指标。历史数

据由数采仪每天定时主动上报， 一般设置为每 10
分钟、每小时、每天上报一次，历史数据包括 10 分

钟、小时、日数据。
（1）能自动采集数据、自动传输数据、自动处

理及自动分析数据，实现数字化环境管理;
（2）具有报警系统，能接收现场设备报警信息;
（3）具备接警后立即处理的快速响应能力;
（4）能够实现为本地环境应急指挥提供基础数据;
（5）能够为科学核定排污量提供依据，为实现

污染物减排服务。
2.3 平台软件

操作系统： 服务器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Win-
dows 2003 Server。

数据库： 建 议 使 用 微 软 的 数 据 库 管 理 软 件

SQL SERVER 2005。
地理信息系统： 根据目前的情况， 建议选用

ArcIms、ArcSde。
2.4 应用软件

污染源监控基础数据库系统： 建立统一格式

的国控重点企业（污染源）基本信息、生产工艺、污

染治理设施、排污状况、排污数据等数据库，加入

实时监控数据，形成动态的、全国联网的污染源排

污情况台帐，在统一采集的基础上，统一核定排污

数据，为减排考核服务。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主要功能为按照总局

的标准规范(数据传输协议和数据交换标准规范)，
实现所有排污口的实时监控数据传输到各级监控

中心， 使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直接起到监控、报

警、处置的作用，同时保证实时监控数据按总局的

格式记入污染源数据库。
2.5 监控工作内容

（1）充分发挥在线监控的作用，体现监控的价

值。及时为申报核算科、监察大中队、监测站、信访

和应急中心等部门提供监控信息和监控数据；
（2）制作监控数据周、月和年报表，报送给有

关领导和科室； 每月计算企业设备故障率报送监

控中心领导； 对监控到的异常情况制作在线监控

异常情况汇报单，汇报给分管领导和有关科室；
（3）做好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日常管理工

作，确保监控系统正常运行。自动监控系统稳定运

行率达 98 %，自动监控仪器稳定运行率达 90 %，
数据有效传输率达 95 %。

也就是说，根据监控中心提供给监察机构的

企业的历史数据记录（超标或排放污水），监察机

构会对企业做出相应的处罚。 企业现场端由企

业环保人员负责管理自己的现场设备情况，负责提

供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的现场条件，如独立规范的仪

器房、系统接地、冷暖空调、安全稳定的电源、便利

的供水设施等。 如出现数据不上传问题应该及时解

决（重启数采仪或因设备故障问题需维修等）。
2.6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管理模式

2.6.1 不需要代运营

环保局监控中心管理监控中心的设备和监控

平台，企业各自管理自己的监控设备。
优点：不需要支付代运营费用。
缺点：按照环保部文件要求，建议实行社会化

运营。由于管理维护监控设备需要一定的技术，自

己管理毕竟技术不专业，会造成设备故障率高，维

护、维修不及时。部分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会弄虚作

假，上传虚假数据，失去监控意义。
2.6.2 部分代运行

代运营公司仅代运行监控中心的设备和监控

平台，企业各自管理自己的监控设备。
优点： 能确保监控中心设备和监控平台的正

常运行，减少故障率。缺点：需要支付代运营费用。
企业各自管理自己的监控设备， 部分单位为了自

身利益会故意维修不及时或弄虚作假， 上传虚假

数据，失去监控意义。
2.6.3 全面代运行

代运营公司全面代运行环保局和企业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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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优点： 能确保环保局监控中心和企业监控设

备的正常运行，减少设备故障率，能保证监控数据

的准确性，真正发挥监控的作用。便于环保局对企

业监控的统筹管理。
缺点：需要支付高额的代运营费用。

3 结 论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主要是监控各废水、废

气等企业的监测因子，如 COD、氨氮、PH、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包括它们的流量、温度、压

力、含氧量等数据。在线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的作

用分别是预警、监察、监管、应急处置等方面。随着

社会的进步，环保这一方面更被人们重视。为使污

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应用的完善， 监控中心与

现场企业端都应切实做好设备管理维护， 减少设

备故障情况，提高实时监测的有效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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