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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枣庄市智慧环保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1.1 项目背景

2015 年至 2021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山东省政

府、枣庄市人民政府印发多项方案文件，要求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

测全覆盖 [1]，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升环境监管的能力，最

终实现“用数据监管”。

1.2 枣庄市空气质量状况

1.2.1 枣庄市 2020 年、2021 年大气环境状况

（1）2020年枣庄市优良天数比例为63.4%，列全省第

11名。大气环境中细颗粒（PM2.5）的年均值为55μg/m3，

列全省第 16 名，超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0.57 倍。

2021 年枣庄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64.7%，列全省第 10

名。大气环境中细颗粒（PM2.5）的年均值为 44μg/m3，

列全省第 12 名，超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0.29 倍。2021

年较 2020 年六项污染物浓度均有小幅的下降 SO2、NO2、

PM10、PM2.5、CO、O3-8h、分别下降 12.5%、3.33%、9.68%、

18.52%、21.43%、3.41%。

（2）2021 年枣庄市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统计见表 1。

主要污染物 SO2、NO2、PM10、PM2.5、CO 浓度在 7、8、9

月即第三季度达到最低值，11、12、1 月达到最高值，主

要原因是由于三季度受季风影响，降水较多，污染物易

于扩散。11、12、1 月份由于北方冬季采暖，受冬季风影

响，降水较少，污染物不易扩散，浓度偏高。O3 在 5 月、

6 月以及 8 月、9 月这两个时间段，达到高值。主要是紫

外线辐射较强，风速等级较低，不利于挥发性有机物的

扩散，加重空气中的臭氧污染。

表1　2021年枣庄市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统计表

月

份

SO2

（μg/m3）

NO2

（μg/m3）

PM10

（μg/m3）

PM2.5

（μg/m3）

CO（95

百分位）

（mg/m3）

O3-8h

（90分位）

（μg/m3）

1 18 47 153 84 1.5 84

2 14 24 93 53 0.9 107

3 16 30 104 53 0.6 129

4 14 24 78 38 0.6 150

5 13 19 69 33 0.7 169

6 11 21 67 30 0.7 234

7 8 13 33 19 0.5 151

8 9 18 47 26 0.6 178

9 9 18 46 24 0.6 172

10 16 36 91 46 0.8 165

11 20 48 122 62 1.1 120

12 20 49 125 70 1.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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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 2021 年 12 月的颗粒物组分数据进行 PMF 离

线 源解 析， 工业 源 占比 7.3%， 机 动 车尾 气 14.2%， 二

次 离 子 占 比 31.6%， 土 壤 扬 尘 源 占 比 10.4%， 燃 煤 占

比 12.4%，道路扬尘源占比 8.4%，生物质燃烧源占比

15.7%。结合上述分析显示，颗粒物污染主要来源为机动

车尾气、生物质燃烧源和二次污染源 [2]。

（4）2021 年 6-8 月臭氧高发季污染物的昼夜时间序

列见图 1，O3 白天的浓度水平远高于夜间，尤其以 6 月与

8 月特征最为显著，与前文 6 月和 8 月臭氧污染严重的结

论相一致。前体物 NO2 夜间浓度高于白天，6 月和 8 月浓

度水平高于 7 月份，前体物浓度较高，为本地光化学反

应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加之有利气象条件，利于本地

臭氧的生成。

枣庄市目前实现空气质量全面达标的形势十分严峻。

必须通过智能化监控技术科学的进行处理处置，达到精

细化的监管水平，才能够让环境质量从优变到更优。

1.3 枣庄市现使用监测平台实况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传感技术的日益成熟，各种监测

系统应运而生。但这些平台分属于不同的开发商，在不同

的业务科室运行。由于没有统一的运行机制，不利于统一

的查阅与调度。海量的环境数据需要通过大数据、模型、

GIS等先进技术，建设综合性的网格化监管系统，才能提

升环境管理效率和水平，实现“数据决策”“科学管理”。

2.枣庄市智慧环保平台的建设

2.1 技术保障

智慧环保平台建设所用到的关键技术有基于SOA的

系统架构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WebService技术、基于XML的数据交换技术。

2.1.1 空地一体立体观测，全方位掌握污染情况

“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是综合运用

无人机监测、路边站监测和激光雷达扫描监测等监控手

段，科学补充地面监测，形成立体化环境监测网络。

（1）点面俱到——精准溯源，地毯式排查污染问题

环境大数据应用能力提升服务以“大环保资源”为

目标，整合环保领域所有数据和政府部门与环保相关数

据，形成以数据驱动环境管理的模式，实现从城市到重

点区域最后到污染源，层层追溯，最终锁定主要污染区

域、主要污染源，实时指导巡查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及

时阻止或排除相关环境问题。

（2）快准结合——多管齐下，应急与分析完美结合

引入专业的环保服务团队，为城市环境管理提供覆

盖规划设计、环境监管、大数据分析、环境治理、专家

咨询方面的服务，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系统性的提

出大气污染防治及空气质量改善方案，并对方案中的所

有措境问题。施逐步落实，确保切实解决环。

2.2 平台功能

2.2.1 污染源监控系统

污染源监控系统主要包括企业用电智能监控、国省

道、重点工地颗粒物精准监控、走航监测车、机动车尾

气遥感监测、建筑工地扬尘监测、智慧城管系统监控、

国土及自动站周边高清视频监控。

2.2.2 大数据分析和决策系统

大数据分析和决策系统包括全景态势感知大屏展示

系统、企业用电智能监管系统、污染源排放监控管理系

统、大数据综合研判分析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系

统、一张图综合监控及作战指挥系统。

图1　O3 和NO2 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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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立体监测服务系统

立体监测系统的核心技术手段包括无人机监测、激

光雷达监测、便携设备监测、走航车监测分析。

3.枣庄市智慧环保平台的实现

3.1 以 2022 年冬奥会期间，枣庄市作为新通道空气

质量一般保障城市为例，说明智慧环保平台的实现。

枣庄市 2022 年 2 月份污染物贡献度，PM2.5 的贡献

率为 35.5%，以 2 月 4 日为例，首要污染物为 PM2.5。国

控站点 2 月 4 日 PM2.5 小时值趋势中，薛城区、峄城区、

台儿庄区、市中区污染较为突出。对台儿庄区 2 月 4 日

的污染时段，进行溯源分析。呈现出此时段邳庄镇、运

河街道存在污染，本地涉及的 PM2.5 高浓度值区域有万

庄桥头青纺联水岸丽都二期、海洋王朝、圣马生物、百

思达化工、中石油枣庄 35 站、中石化台儿庄 2 站加油

站、山东秦氏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油台儿庄兴中加油

站、腾辉物流。

图2　溯源分析

3.2 针对 PM2.5 高浓度区域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

3.2.1 加强污染高值区域移动源的管控，涉及土方转

运的施工项目加强运输覆盖，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

门需加大路检路查力度。

3.2.2 污染高值区域 2km 范围内所有道路结合空气湿

度变化进行洒水冲刷＋清扫＋湿扫作业方式，以路面洒

水和湿扫为主。

3.2.3 对于区域传输污染汇报相关部门采取跨区域协

同治理措施。

4.结束语

智慧环保平台能够处理一些在现代化环保所面对的

挑战，比如环境质量数据的数据量巨大、环境质量数据

的种类多变、监控设备数量多、数据传输频率高、多个

不同的子系统同时运作等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一是

数据资源需加大整合。智慧平台必须以数据整合为基础，

但是由于前期的平台都分属于不同的开发商，没有全面、

准确、有效的环保城市信息源，所以急需需进一步将多

层次数据打通，满足多场景的需求。二是平台的功能需

进一步完善。智慧平台的发展暂时满足不了精准治污的

要求，应建立应急预警“早发现”，及时推送“快处置”，

污染底数“摸得清”，分析研判“算得准”的智慧模式。

三是平台的运营模式缺乏创新。智慧平台建设仍处于初

期阶段，提供的技术服务基本上都是以市局为主导，其

它相关部门参与度低，缺乏创新，如何打造可持续发展

的智慧环境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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