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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的问题研究

王立新 陈烨开

绍兴市上虞区环境监测站 浙江 绍兴 312300

摘 要：随着科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生态环境问题，不但是我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世界各国的首要问题，只有在生态问题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将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环境监测，可以增强其科学性、

专业性。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却日益突出。因此，本文从生态环境监测的

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以期为有关专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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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the speed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every profession and fiel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but not only our

country's first business but is also the world's first problem. Only ecological problems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e promoted. Therefore, we should do well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pply

advanced big data technology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ich can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our countr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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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

息化、大数据的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大力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来

提升工作的效率，其中就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监测。将大数据技

术融入到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既可以科学、专业、全面地评

估环境监测信息，又可以为工作人员提供科学，专业，全面的

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数据技术将会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得

到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而如何将大数据技术最大程度地融入

到生态环境监测中，成为各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要课题。

文章从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现状，大数据技术

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作用，生态环境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强化

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思考。

一、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应用的概念及特点

（一）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应用的概念

从数据的数量来衡量，如果数据到达 PB (1 PB=1024

TB=1048576 GB）或更高的话，就可以称之为“大数据”了。

大数据的应用网络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基于

上述 70年代的“美国的信用信息系统”的研究，可以看出我

国的信用信息系统在大数据方面的发展。这一体系发展得比较

晚，而且比较封闭。美国的信用信息系统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的狂暴发展，再到理性的融合。在此进程中，扩大了使用场景，

提高了技术水平，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规章。数据技术的发

展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上面是八十年代的“办公室自动化”。

OA是把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系统科学和行为科学运用到

大量复杂的数据中去，一种包含了数字信息的综合技术。在现

代企业中，运用 OA技术与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工作

效率和工作品质，增强公司管理层的综合决策水平，是实现现

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二者都可以构成具有较好

规律的“闭环”资料链条。生态环境监控是对某一地区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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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或生态系统的构成、结构、功能、构成因素等进行时空测

量和观测，并根据其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动态的动

态监测，从而对其进行评估和预报，为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

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维护，提供科学的政策参考。

（二）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应用的特点

数据挖掘与运用是一个跨越性的研究领域，将以往对数据

的使用从最基础的单纯的数据检索到基于关联的海量数据库

中进行数据的发掘与运用，此一发展历程耗时几十年。

如青海省，从 2005起，在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综

合治理工程、青海湖的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青海祁连山地

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程、环保、水利、农牧等重点

工程建设项目；林业和气象部门联合实施了对生态环境的监

控。

到现在为止，三江源，青海湖，祁连山等主要的生态环境

保护区域，已经建立了 33个综合性的监测点；由 1145个基本

观测站和 124个追踪观测站组成的陆上观测网，对草地，湿地，

森林进行了持续的观测；土地荒漠化，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

通过对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工程效果评价，生态系统综合评价

等 6大类别 150多个评价指标。

在开展日常监测的基础上，建立了 76个地表水监测点，

其中 38个是水质自动监测点；71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

338个、491个、185个放射性污染监测站点。而运用这一大堆

数据，是否能够说清当前的生态状况，准确地预报其演变的走

向，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及

应用技术相比较，该方法有如下特征。

1.提供了更为高效准确的实时及预测结论

数据挖掘与传统的数据挖掘工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传统

的数据采集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实时采样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具

体的技术报表。而海量的海量，种类繁多的海量信息，经过大

量的处理和检索，能够快速处理和检索出具有价值的全面地分

析结果。大数据的运用更加强调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依靠计算

机的运算能力和数学建模的手段，其结果肯定要高，准确率高，

成本低，该系统涵盖范围广泛，操作稳定，能够更好地反映问

题的实质与发展，并有较高层次的数据挖掘功能。利用大数据

技术加速了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控和预测，为其创造更多的利

益。

2.减少了公共数据资源浪费的现状

生态环保大数据的实施，关键是要充分利用数据。但由于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各职能之间存在着交叉、条块分割

等问题。目前，制约着大数据在国内的推广与推广，存在着大

量的数据资源分割问题。于是，海量的数据以不同的方式分散

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中，而这些不同的部门之间又存在着相当数

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就变成了各自的私人资产。

而且，因为资讯资源的需要方必须与其他单位进行磋商，

成本高、效率低，常常会产生以牺牲资料权威和精确度为代价，

采购商用技术资料时会产生"倒挂"的情况。各国政府间的资料

需要应该由政府自己来处理，但由于资料分享的代价太大，许

多政府部门转向了从社区获取基本资料。企业的资料缺乏权

威，而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商品化的费用很高，这就导

致了公众的数据和财力的巨大损失。为此，迫切需要加强对我

国的生态环保监督管理系统的建设，为国家节约资源，降低工

作费用，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

3.带动了生态环境监测市场转型发展

开展服务监测市场，支持企业自行监测污染源、自动监测

设施运行维护和生态环境损害评价；开展环保监测工作包括：

现状监测，清洁生产审核，企事业单位自主调研。在基本公共

利益监测方面，积极推动公共财政投入，主要有环保监测自动

化监测点的运营和维修。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使监测

服务社会化，制度化，诚信化，标准化。

二、生态环境监测中大数据技术起到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环境管理工作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

杂，不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而且要综合考虑环境、社会、

经济和人的因素。

目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质

量进行了有效的监控。将大数据技术用于生态环境监控，可以

节省人力物力，准确地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对相应

的数据进行综合把握和控制，从而做出科学的生态预测；这样

才能制订相应的环保规划。而大数据技术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的

时间，还可以提高采集到的资料的准确性；因此，利用大数据

技术实现了与常规技术相比的结果。通过对各种类型的环境污

染事故进行分析，可以为有关部门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以达

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决策的有效性。

在生态环保工作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使

其始终保持一种动态的态势，有利于对其进行更好的分析，通

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有用信息，而且还可以将自

己的研究成果传递到更多的民众中，从而提升政府的政策。将

大数据技术运用到生态环保工作中，也可以建立一个基于云计

算的分析系统，以便对各类生态问题进行及时的理解与回馈，

并将实时的信息与成果传递到有关的社会大众，通过信息技

术，使有关民众了解到的具体情况，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实际的

生态环境监督之中。

三、生态环境监测实际工作中大数据技术存在的问

题

（一）保密工作不足

尽管与常规技术相比，大数据具有诸多优势，但仍然存在

诸多问题。其中，有关资料的保密工作还很薄弱，这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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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问题。在生态环保工作中，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采用了直

接的储存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更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了生态环保管理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比如，在实际的生态环境监控工作中，当工作人员使

用大数据技术对有关数据进行数据化后，并未对其进行进一步

的保护，因此，很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罪犯所利用，

从而导致了监测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从而给有关部门

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害，从而导致工作效能下降。

（二）安全工作不足

电脑的普及和普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然而，因特

网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带给了人们方便的生活；这对他们的隐

私权，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特点，

进行了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人民群众遭受了不同程度

的伤害，这充分说明了网络的不安全特性，但在实际的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中，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致使大量的重要

数据被泄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比如，在生态环境监控工

作结束后，有关部门会将数据和信息传送给其他部门，通过电

脑进行信息传输，因为网络的不安全特性。因此，在进行信息

传输的时候，很可能会被人发现，然后被人盗用，然后通过非

法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从而给有关部门带来无法弥补的

损失。

（三）清理工作不足

在生态环保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测的过程中，会生

成大量的数据，然而，在实际的监控过程中，却不能完全利用

数据；在此基础上，需要对一些无用的资料进行整理。然而，

由于其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有关部门对其资料整理的关注

不够，这就造成了有价值的资料和没有被使用的资料混淆，没

有仔细的区别，增加了工作的花费，增加了工作的工作量，从

而使生态环保监察工作的工作效能下降。

四、生态环境监测能力中加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具

体策略

（一）健全信息数据保密体系

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必须对工作中的全部

数据进行有效的存储，尤其要注意数据的有效存储；光靠硬件

是不够的，而且还需要网络监控，才能更好地保存数据。对于

重要资料的储存，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

以从正常途径找到相关技术人员，在关键数据的存储过程中设

置一些困难的密码；另外，我们还需要在整个信息系统中设置

一个防火墙，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某些犯罪分子的偷盗，从而

达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加强情报资料的保密性。

（二）打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在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生态环境监控时，将会生成海量的

数据，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将有意义的数据向有关部门传

送，并将这些数据进行传输；必须要借助因特网，否则，一旦

网络的不稳定，就会被歹徒抓住把柄，盗走宝贵的资料；这些

交易都是通过不法途径进行的，对相关部门和环保部门造成了

很大的冲击。因此，有关生态环保部门在使用因特网时，必须

寻找有关技术人才，营造一个有保证的网络环境，在进行信息

传输过程中，生态环保有关单位要增强其安全，可靠度。

（三）分类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内容

在将集成大数据技术用于生态环保工作中，要使其工作高

效、科学、稳定地进行，就需要对实际工作中所涉及的海量数

据进行科学的工作，不仅能够确保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正常有

序进行。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态环保的工作，改善工作

的质量。在将数据集成技术用于生态环保的过程中，将会生成

许多具有潜在价值的数据，而另一些则毫无疑义，因此，有关

的生态环保监测机构要合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合理，

科学，规范的分类，避免各类数据混淆，进而影响到实际工作

的工作效果。

五、结束语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环保问题也日益严重，

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但要加速治理，则需

要加大对其的监控力度。而大数据技术又是一个新的发展趋

势，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生态环保工作中，也是顺应社会潮流

的需要。与常规技术相比较，大数据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监

控的相关资料，而且可以更好地预测和评估未来的有关数据，

从而在生态环保方面加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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