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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生态环境监测应用分析

王　克　李根利　董利鹏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的效率，减少生态环境监测人员的压力和负担。同时，

有利于扩大物联网技术的服务范围，为扩大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范围，丰富生态环境监测方法奠定基础。为此，环境监测中，

必须积极加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以期充分发挥物联网技术的作用，带动环境监测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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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监测中通过对物联网技术进行合理的应用不仅

能够有效的提高整体的监测水平，并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监测过程中成本的开支，并进而有效的扩大整体监测工

作的范围，对重要的数据信息进行共享。物联网虽然已经逐

渐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推广，但是由于其本身的技术不够成熟

以及受网络的限制不能实现全区域的覆盖，一直以来很多技

术都停留在概念和实验阶段。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物联网

技术实现广泛应用得到了保证，广大技术人员要加强物联网

技术在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做好保障。

1 物联网技术在环境监测中应用的优势

物联网技术是结合了计算机技术、传感器、定位系统、

信息传送等一系列技术交互形成的新型综合技术，应用在环

境监测方面主要包括环境质量在线监测、污染源自动监控和

环境卫星遥感三方面。环境质量在线监测主要包括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水质自动监测、环境噪声的自动监测等，污染源

自动监控是在重要污染物排放企业安装自动监控设备，环境

卫星遥感主要是通过热红外相机、高光谱成像仪等多种遥感

探测设备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动态变化监测。传统的环境监

测要靠监测人员实地进行采样，再将样品现场分析或送到监

测机构进行化验分析得到监测数据，这样的过程耗时耗力。

在监测过程中有时间的延误和差距，最终会导致监测结果的

误差和滞后性，不能准确地判断环境真实情况。而物联网技

术应用在生态环境监测中，不用工作人员实地取样，只需要

安置固定的监测设备或监控模块，并实施好其启动操作，可

实现对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和环境污染信息的有效收集、污染

过程的实时展现等，促使相应的治理工作开展更具针对性，

有利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保持其良好的监测状况。

2 物联网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的应用

2.1 大气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环境监测中的大气环境监测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过去一段时间范围内，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一般是在某个固定

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相关作业人员通过对大气主要污染物的

分析来进行当地空气污染情况的判断。这种监测手段相对复

杂，作业人员可能忙于工作，无法进行空气质量的监测。新

时期，应用物联网技术，可在监测区域内进行传感器等设备

的安装，传感器可以及时进行污染物类型、污染物浓度的分

析，并开展污染过程分析从而实现大气污染物的全面监测；

通过建立高时空分辨率的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持续获取每

个网格的空气质量变化，分析热点网格，找到污染源头；通

过搭载 VOCs 监测传感器的走航车在行驶过程中可对 300 多

种有机废气物进行分析和快速检测，并根据监测出的污染物

总浓度描绘污染地图，直观地提供区域或企业污染物排放情

况，从而全面、快速地锁定重点污染源。

2.2 水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应用于对水质监测的物联网技术，一方面通过水体污

染监测方式，能够帮助监测人员摆脱传统对于水污染问题的

监测方式，对水污染问题实行远程、动态监测。在此环节中，

主要是监测工业废水对于水质的污染。以往监测人员在处理

水污染问题时需要进行现场调研、采样、收集数据等，再回

到监测中心分析水样，最后进行综合报告，极大地消耗人力、

物力以及财力。物联网技术的及时应用，能够有效减轻监测

人员的工作压力，同时帮助监测人员更加及时、科学、准确

地获取监测数据，最终为处理水污染问题制定出合理、科学

的方案。另一方面，在饮用水源地保护性监测工作中，监测

人员将传感器等监测设施安装于水源范围内，动态地监测居

民饮用水的水源范围内水质，极大地减轻了监测人员的监测

工作。  

2.3 环境遥感监测技术应用。

通过高光谱生态环境遥感技术进行分类识别分析反演，

结合环境物联网感知技术，可实现监测区域多图层全景展

现，环境遥感监测可解决生态环境时间、空间监测的相互独

立问题，实现域内生态环境监测“微观”、“中观”、“宏观”

三个尺度全覆盖，全面展现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情况，

彻底梳理找准污染源头，支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城市

绿色高质量发展。

3 物联网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发展策略

3.1 增加监测内容，实现危险源的全面预防。



20

环境与发展 3 卷 3 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兴起致使社会生产生活

中不断地有新污染源与污染物产生，如果没有跟上发展的步

伐更新和增加环境监测的内容就算物联网技术再好也不能

实现其效力，只有不断增加新的技术与监测内容才能将环境

保护做到位。尤其是环境监测中的大气监测，这是十分重要

的，包含空气质量监测，大气污染物监测等。在具体监测的

过程中，空气质量监测应该按照网络化布点的要求，增加自

动监测点或开展走航监测。再如对企业污染物监测中，现在

生产的区域易燃易爆物、有毒有害气体的泄露、生产污水等

的排放需实现实时监测，现场检修、施工作业过程中缺乏连

续监测手段，将无法提供基于风险的泄漏预警。如果能在每

个生产性区域运用覆盖式监测系统，根据实时监测数据，计

算泄漏扩散影响区域，及时提供泄漏预警服务，实时反馈各

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生产信息、安全信息、巡检信息、告

警信息和视频信息等，打造多层次预警管理系统，为安全生

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必然能将环境污染扼杀在摇篮里。

3.2 提高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力度。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必须考虑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

为了推进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和开发，必须为物联网技术的

研发投入力量。相关人员要加强物联网技术的研发深度，合

理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生态环境的科学评价和有效监测。一

方面，相关机构要在传感器的研发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设

备和人才，保证传感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另一方面，物联

网技术一般是建立在网络信息共享基础之上，为了推进物联

网数据平台的合理建设，要考虑数据分享、数据更新的及时

性等要素。

3.3 建立资源互通的融合性监测系统。

未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方位发展，加上 5G 网络的覆

盖将实现物联网更快速的信息传送与信息处理，要想将环

境监测做到全面系统就要实现部门之间和地域之间的相互

融合，信息的互通，如对地表水的监测实现全流域的监测，

可以实时了解是哪个流域出的问题并及时处理，防止污染扩

大。信息与资源的互通将表现在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GIS 等技术，通过对各类环境监测数据、气象数据、社

会资源统计数据的快速接入、整合，实现各类资源信息的实

时发布与共享，通过有效质量控制，海量数据的深入挖掘分

析，达到环境数据标准化，监测报告智能化，业务管理一体

化，最终建成完善的环境质量数据采集传输体系及一体化的

数据共享应用体系，为环境管理提供实时、真实、有效的决

策支撑依据，提升了环境管理水平，进而改善社会环境质量。

4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

物联网技术在各行业中都有所应用，但不可否认该技

术仍存在一定问题。为了保证物联网技术的合理发展，要充

分考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关联性。新时期，各种互联网

技术推进的大背景之下，物联网应用渠道、应用行业等都越

来越广泛。物联网技术依托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可承载越

来越多的网络运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互联网技术的运营地

位随之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物联网是指物联网技术在生态环

境领域智能应用，能够推动环境信息资源高效精准地传递，

通过支撑污染源监控、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执法及管理决策

等生态环境领域的全程智能，达到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

风险、培育环保产业、提升环境管理决策能力的目的。随着

社会的发展，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近

几年国家更是不断出台各种环境保护政策，这使得物联网技

术得到了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区域采用物联网技术对

空气、水质、地表污染等领域进行监测以保证人民生活环境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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