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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平台建成后，要科学集纳功能，
实现数据联通。”段菁春表示，当前一些地方
只重视建设大平台，而建成后功能缺位，缺乏
维护，使用率低，最终使得信息化平台沦为展
示平台。

在长期关注的基础上，段菁春提及，生态
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的监督帮扶信息化保
障支撑平台在此方面建设成果显著。

记者从生态环境执法局了解到，这一平
台的使用率非常高。自 2022 年至今的 14 轮
次监督帮扶工作，涉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
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 120 多个城市，每轮次
的监督帮扶都在使用此平台。

“目前，监督帮扶平台已经实现了问题线
索的智能化生成。根据监督帮扶新的任务需
求和现场检查情况的反馈 ，我 们 也 一 直 在
优 化 技 术 路 线 ，使 问 题 线 索 识 别 更 加 精
准。同时，不断完善平台设计和功 能 开 发 ，
促 进 功 能 迭 代 升 级 ，方 便 满 足 各 类用户的
使用需要。”生态环境执法局相关 平 台 负 责
人白飞说。

据了解，这一平台集纳了综合会商、问题
线索、任务清单、排查审核、帮扶调度等多项
重要模块，贯穿了监督帮扶工作的全流程。

此外，平台建设中，科技支撑、数据联通
程度高。生态环境执法局组织评估中心、环
科院、卫星中心、监测总站、信息中心 5 个技
术支持单位，通过协调接入 排 污 许 可 、卫 星
遥感、空气质量站点、地面微站、污染源监
控 、执 法 监 管 等 49 类 数 据 ，将 重 点 行业企
业、高值区、冒泡区、自动监测异常、面源管
控、重污染应急等各类任务场景集成在平台
中，实现数据展示和分析。

“随着这一平台的不断建设完善，功能也
逐渐‘傻瓜化’，特别便于地方录入问题。平
台把专家的经验、科研精华都‘浓缩’在功能
中，较好实现了与科学的结合。地方填写只
是 需 要 填 选 项 ，平 台 会 自 动 归 类 。 如果还
有不清楚的地方，专家会远程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段菁春介绍。

平台还组建了远程在线监督帮扶工作专
班，实行常态化联合办公，定期开展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和臭氧污染形势研判，筛选问题线
索和任务清单，组织技术培训和线上答疑，评
估问题整改和工作成效等。

“这样一来，平台经历不断开发维护，使
得业务化率大大提高，这就能让平台‘活下
来’，不断走向未来，为智能化打下良好基
础。”段菁春评价道。

用好大数据用好大数据
实现大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智能化气污染防治智能化

“一看到数据高了，就盲目地上措施、上手段，用雾炮车除
臭氧、除颗粒物，干扰国控站点，这些都是典型的空气污染‘患
者’对照数据在自医过程中的‘瞎吃药’行为。”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段菁春告诉记者。

近年来，面向大气污染防治的天地空一体的监测体系逐
渐建立，伴随着各地如火如荼地建设环境大数据平台，却出
现了面对繁杂数据不知该如何下手的状况。如何科学看待数
据，透过数据现象看到空气质量问题本质，成为治气关键。

数据对于空气质量意味着
什么？

如果人们身体不适，要去医
院体检。无论是做 CT 还是验
血 ，都 可 以 通 过 各 种 各 样 的

“ 象 ”，来 试 图 认 清 疾 病 的“ 本
质”。

“大气污染亦是如此。需要
通过各样的数据‘象’来认清大
气 污 染 这 个‘ 质 ’。”段 菁 春 表
示。

推动精准治气，作为“象”的
数据如今愈加丰富。

2012 年，我国《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重新修订，初步实现与
国际接轨，其中增加了 PM2.5 指
标 。 CO、O3、PM2.5 这 3 项 污 染
物成为新增监测项目，与原先
的 SO2、PM10、NO23 项 指 标 一
同构筑了空气质量指数的 6 项
指标。

随 着 2013 年《大 气 污 染 防
治行动计划》的出台及 2018 年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的发布，我国的空气质量在
线监测需求增长迅猛。同时，各
种各样的信息化平台随着智慧
城市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增长；雷
达、卫星、走航、企业用电、大气
超级站等监控手段愈加丰富；交

通流、离子、金属、VOCs 等各种
监测新兴数据层出不穷。

“因此产生的数据从 KB，到
MB，再到 PB，其增长速度几乎
可以用几何级概括，是超出想像
的。”段菁春评价。

传统的污染成因分析主要
经历观 察 — 假 设 — 理 论 — 验
证 — 应 用 这 些 阶 段 。“ 比 如 说
二氧化硫高了，我们认为可能
是燃煤、烟花燃放的问题。但
在 一 些 有 色 冶 炼 产 业 发 达 的
城 市 ，二 氧 化 硫 高 ，有 可 能 是
工业生产问题。然后，通过采
取 措 施 验 证 ，再 应 用 到 实 际
中 。”段 菁 春 解 释 ，一 个 指 标
背 后 的 成因是多元复杂的，需
要依靠科学的力量支撑，得出客
观结论。

这意味着，数据仅仅是污染
的表象之一, 它可以是“抓手”，
却不等于污染的成因。

一旦进入大数据时代，非专
业人士看 到 纷 繁 的 数 据 后 ，反
而 难 以 决 策 。 结 果 是 数 据 越
多，矛盾越多，观点越多，问题
越复杂。段菁春认为，各地应
加 强 对 数 据 的 综 合 研 判 来 指
导 决 策 ，对 大 数 据 信 息 实 行

“降维化”。

在段菁春看来，平台大数据的处理可分
为 4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中 ，平 台 建 设 以 数 据 展 示 为
主。缺少问题识别的指标和指标体系、判断
标准以及调控的技术路线。

“很多地方斥 巨 资 在 做 环 境 大 数 据 平
台 ，搞 智 慧 环 保 ，大 屏幕上跳动着的颜色、
线条、数字固然让人兴奋，但是，如果不对数
据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这 些 低 信 息 密 度 的 冗 余
数 据 就 几 乎 直 接 从 在 线 仪 器 流 向 数 据 垃
圾 桶 ，经 过 展 示 后 ，便 失 去 了 价 值 。”段 菁
春表示。

在第二阶段，平台可以初步实现客观指
标的搭建，数据不再是单纯展示，而是走向指
标化。就如同患者去体检“验血象”后，每项
都会有对应的范围一样，这一阶段的处理意
味着能够实现对空气质量相关数据的初步分
类及预警。

“这一指标体系不仅仅是反映如 PM2.5是
否超标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多种数据综合起
来 ，在 动 态 变化中反映污染成 因 背 后 的 规
律。”段菁春说。

第三阶段，是带着数据指标去挂“专家
号”，对数据进行研判，基于多种证据的耦合
性来增强对结论判断的精准性。

这一阶段的重要性体现在，一些地区进
入治气“深水区”，长年与空气污染打交道，时
间一长“久病成医”，有了大数据平台给出的

“说明书”后，可以直接精准查找污染源，从而
提高治气效率。

但是，涉及臭氧等更复杂的空气污染问
题 ，即 使 看 到 VOCs、大 气 边 界 层 高 度 等 数
据，仍然需要专业科学人员进行综合研判分
析。

“就像病人拿到了 CT 结果或血象指标
后，仍然需要拿去找医生复查一样。”段菁春
解释，第三阶段对数据的处理十分考验管理
者的综合素质，应更多地结合大数据，让科研
专家来给治气开“处方药”。

第四阶段则是智能化阶段。目前，各地
大气污染防治需求广泛，但是专家仍有限。

“面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实现
真正智能化的发展。面对复杂的类似臭氧污
染问题，不再完全依赖科学家人工研判，而是
能够智能分析数据指标，自动化地报告空气
污染成因并提供科学的措施建议。”段菁春
表示。

他坦言，当前的平台建设能够达到自动
化已经不易，距离真正的智慧化阶段尚存距
离，仍需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攻坚。

“吉安市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为
100%，水质综合指数分别为 2.8213、2.9402，均列
全省第一。”不久前，江西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了
全省 2022 年水质排行情况，吉安夺得“双冠”。

滔滔赣江水，吉安水最好。2022 年，吉安市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聚力水资源保护、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深入打好碧水攻坚
战，重塑“清水绿岸、鱼翔浅底”自然风光，提升
市民对优美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溯源排查水质超标隐患

遂川江是赣江一级支流，总磷超标问题一
直是当地治水护水的“老大难”问题，一度登上
生态环境部的“黑榜”，全国排名第 40位。

2022 年 11 月 5 日以来，遂川江白沂水质监
测断面总磷浓度再次出现偏高现象，日均浓度
值超过 0.1mg/L，较上月同期增长 20%。

“是什么原因引起总磷超标？又是哪段河
流总磷超标？这些问题我们都没弄清，真不知
从何下手。”吉安市遂川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华平道出当时心中的无奈。

为破解水质超标难题，吉安市引进第三方
专业团队，研发水环境管理信息化平台，配备浮
标监测站、无人监测船等先进设备，对问题断面
水质开展溯源排查，全面掌握污染成因，建立断
面污染源清单和治水“脉络图”，助力精准治理

水污染。
“我们采用无人机巡航+无人船走航+人工

巡查的方式，在白沂断面上游的不同位置设立了
手工监测点位，对河流水质 开 展 溯 源 监 测。”吉
安市水污染防治驻点专家团队工程师邹龙介绍
说。

经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研判，发现遂川江
总磷超标主要分布在白沂断面上游 14 公里至 23
公里区间。经查，这段河流沿岸城镇人口密集，
存在城乡生活污水和工业生产废水集中排放情
况，影响了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我们采用溯源排查成果，因河施策，对症
下药，很快解决了总磷超标问题，确保了水质达
标。事实证明，专业治水高效准确，是不可或缺
的手段。”李华平说。

2022 年，吉安市对遂川江、沂江、乌江开展溯
源排查，发现问题 14 个，“一河一策”制定整改方
案，推动上述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Ⅱ类以上。

专项整治弥补治水短板

“现在我们村里环境大变样，水质好，空气
也清新。”吉安市中心城区应急水源保护地青原
区富滩镇富滩村支书郭必源高兴地说。

随着生猪养殖场被全面拆除，取 水 口 周 边
裸露地复绿，取水口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联网，
历时已久的吉安市中心城区应急水源螺滩水

库二级保护区环境污染问题在今年年初圆满解
决了。

“去年，我们通过挂牌督办、市县联动、密集
调度、严格销号，推动水源地保护区内的环境问
题清零。”吉安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
人连文洁告诉记者。

针对水污染防治短板弱项，2022 年，吉安市
全面开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饮用水安全
保障提升、赣江干流及支流排污口整治、开发区
污水收集处理提升三大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因
水施策，全力推进水污染问题整改。

吉安市还结合赣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按照“三单一图一方案”要求，对国考、省考断
面，敏感保护区 5 公里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进行
排查、监测、溯源，上溯排污口 101 个，列入规范
整治清单排污口 94 个、清理合并清单排污口 4
个、依法取缔清单 3个。

同时，吉安市深入推进开发区污水收集处
理提升专项行动，“地毯式”排查全市15家省级以
上开发区，累计排查管网 555.09公里，并对存在的
风险隐患，“一点一策”“一企一策”狠抓整改。

工程护水保障长治久清

2022 年，经提升改造后的吉水城镇污水处
理厂重新投入使用，日处理污水规模为两万吨，
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兼氧 MBR 膜处理技术工艺。

“以前，进水生物需氧量（BOD）浓度、化学
需 氧 量（COD）浓 度 过 低 。 如 今 ，进 水 COD、
BOD 分别为 109.621 毫克/升、56.668 毫克/升，
较上年分别提高 44.2%、82.8%；出水 COD、BOD
分别为 7.554 毫克/升、3.477 毫克/升，实现全年
达标排放。”吉水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股负责
人彭春华介绍说。

吉水县实施城镇污水 处 理 厂 提 质 增 效 工
程 ，改 造 县 城 主 城 区 22 条 道 路 38.4 公 里 雨 污
分 流 管 网 ，整 治 污 水 管 网 缺 陷 1792 处 、雨 水
管网缺陷 2200 余处，安装 3 套污水提升泵站、
4 台一体化处理机，提升管网收集和污水处理
能力。

从“不达标”到“全年达标”，吉水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涅槃重生”，正是吉安市加快生态工
程建设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

2022 年，吉安市按照“谋划一盘棋、织密一

张网、绘就一张图、管理一体化”的要求，统筹整
合省级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中
央水污染防治等资金 35611 万元，实施 12 个水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提升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
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污染防治监管
等能力，改善全市水生态环境，实现长治久清。

截至 2022 年年底，吉安市 37 个地表水考核
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赣江干流 13 个断面持
续稳定在Ⅱ类以上，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国考省考断面水质
双居全省第一。

“2023 年，吉安市将严格落实以日保周、以
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工作机制，科学治
水、系统治水、精准治水、高效治水，坚决守住水
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的底线，让吉安水
更清澈、更甘甜。”吉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勇表示。

2022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双居江西第一

吉安治水有何高招？
◆本报通讯员刘茂林记者张林霞

蓝天碧水交相辉映下的赣江吉安段美景。吉安市河长办供图

图为 2022 年夏季臭氧监督帮扶平台部分展示。

进入环境大数据时代
数据越多，问题越复杂？

建设治气大数据平台，
用好数据是第一位

大数据平台要重维护、提高利用率，
“越多越好”并无益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报道 近
年来，云南省玉溪市坚持绿色发展，
始终将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三
湖”保护治理作为 最 大 的 政 治 责
任 ，强 化 系 统 治 理 ，凝心聚力推动
湖 泊 革 命 走 深 走 实 。通过采取截
污、清淤、护坡、引水措施，“三湖”主
要入湖河道水质逐年提升。

玉溪市高度重视“三湖”保护治
理工作，在全省率先成立“湖泊革
命”指挥部，强化统筹、协调、督促、
指导能力，建立网格督导、会商调
度、“红黄绿”牌督办评价、监督检查
等制度机制，全面推行联合巡查、联
席会商、联动整改和同题共答“三联
一同”工作方法，制定出台“湖泊革
命”工作考核奖惩办法及配套机制。

同时，不断完善截污系统。抚
仙湖流域基本实现截污治污系统全
覆盖，星云湖流域、杞麓湖流域截污
治污系统建设加快推进，“三湖”流
域 3407 户餐饮经营户实现泔水全

部收集处理。面源污染治理取得进
展，实施节水、减肥、降药、控粪污

“四减”行动。“三湖”流域种植环境
友好型作物 28.36万亩，蔬菜种植同
比减少3.33万亩，化肥、农药使用量同
比减少2.46%、1.02%。

玉溪市全面开展抚仙湖、星云
湖、杞麓湖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划定
监管执法网格 74 个。连续两年开
展“三湖”流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检
查，严肃查处各类涉湖违法违规行
为。完成“三湖”湖滨生态红线及湖
泊生态黄线“两线”划定；建成“三
湖”61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玉溪市将围绕 2023
年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星云
湖水质Ⅴ类向好、杞麓湖水质年度
脱劣的目标，完善运行机制，抓牢湖
泊“三治一改善”及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持续推动湖泊保护治理取得新
成效。

本报记者王小玲报道 2022 年，
四川省德阳市协力打好蓝天保卫
战，克服了夏季极端高温干旱气象
条件造成的臭氧浓度和污染天数大
幅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了空气质
量稳步改善。其中，PM2.5年均浓度
为 34.9微克/立方米，首次实现达标；
优良天数为 306天，全年消除重污染
天气，PM2.5、优良率、综合指数 3项指
标均为 2014 年实施新标准以来最
佳成绩。

狠抓工业源整治，德阳市推进
东锅、东电、东汽等 38 家工业涂装、
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完成提标升级
改造；推进涉气污染源“三个一批”
整治工作，将 125 家企业纳入整治
范围，全力减少污染物排放。

聚焦移动源，开展打击“三黑”
专项行动。以柴油货车、非道路移
动机械为重点对象，采取人工抽检

和遥感监测等手段，严厉查处超标
车辆和违法违规检测机构，全面完
成省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同时，对全市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情况开展两轮专项督查；加强日
常扬尘治理监管，立案查处违法行
为 14 起，进行不良行为扣分处理 67
起；定期开展“红黄黑旗”考评，以考
促改，有效促进工地“标美化”建设。

德阳市全力应对重污染天气，
预警期间开展精准管控，紧盯 772
家工业企业、261 个建筑工地，严格
落实应急减排措施。对全市汽修企
业、建筑工地实施绿色分级管控。
通过全市上下努力，秋冬季 PM2.5浓
度超标天数仅19天，为历年来最少。

下一步，德阳市将继续着力重
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臭氧污染防
治攻坚战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
战，争创更好的成绩。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巢湖
市生态环境分局加快补齐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以实
际行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 140 个，受益农户两万余户，实
现全市既有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
100%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运维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召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会，巢湖市从治理模式、技术工
艺、运维管护等方面对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提出具体举措，绘就一
张蓝图，实施一个规划，形成“一盘
棋”统筹推进、连片治理。

今年以来，巢湖市生态环境局
先后出动执法人员 110 余人（次），

检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20 余
套。同时，组织开展全市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专项执法监测，不定期抽
查 督 促 设 施 运 行 管理第三方开展
自行监测，切实提高自行监测数据
质量。

为实现环湖 1 公 里 村 庄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全 覆 盖 的 工 作 目
标 ，巢 湖 市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委托第
三方技术单位对尚未完成污水治理
的 26 个村庄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
告。下一步，巢湖市生态环境局将
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属地 责 任 ，加
强 后 期 运 维 监 管 考 核 工 作 ，确 保
农村污水治理成效，努力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长治”的工作
目标。 王思恩

资讯速递

玉溪着力推动“三湖”保护治理
主要入湖河道水质逐年提升

德阳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首次达标
创 2014 年以来最优成绩

检查监测双管齐下，因村施策加快推进

巢湖农村污水治理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