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数
据
技
术
结
合

通
信

陈
向
进

前言
在突发环境事件中袁 常伴随着有毒有

害物质的泄露袁 随时会威胁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袁同时袁对深入事故地点进行监测的现

场环境监测人员带来不确定的危险遥 如何

既能及时准确地对事故现场环境进行监

测袁又能保证监测人员的安全袁是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监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遥 目前袁大
数据技术与 5G 通信技术发展迅速袁而环境

应急监测仪器也趋于便携化袁 若将大数据

技术尧5G 通信与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结合在

一起袁 势必能够为应急监测提供一种既能

保障监测人员安全袁又能远程数据传输尧调
用各类数据袁 从而准确分析的便携式监测

模式遥
大数据技术在环境监测中

应用的现状分析
大数据技术属于新兴技术领域袁 与传

统的数据统计和处理有着显著的区别袁其
通过海量数据进行分布式数据挖掘袁 依托

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尧 分布式数据库和云

存储尧 虚拟化技术袁 实现对数据的高速运

算袁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真实有效的

结果遥
当前袁 国内大数据技术在环境监测领

域中的应用情况并不多见遥 在一些中小城

市袁环境监测设备完善度不高袁利用大数据

技术来进行环境监测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几

乎为零遥 但近年来袁各地政府部门开始积极

支持在环境监测领域中应用大数据技术袁
大数据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情况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遥
构建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

1. 大数据环境监测数据的采集与集成

渊1冤数据采集

数据的采集包括结构化数据采集与非

结构化数据采集遥 结构化数据主要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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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尧 大气和土壤监测的常规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袁针对排放废水尧废气尧固体废物的企业污染源

在线监测中所得到的数据袁环境监管执法过程中

所获取得到的环境数据等遥 对以往突发性环境事

件应急监测中的数据进行统计袁也是收集结构化

数据遥 结构化数据对应的是非结构化数据袁比如

人群活动中产生与环境相关的数据遥 非结构化的

数据可以从网络途径或各类年鉴中取得袁包括气

象尧地理尧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信息遥 除此

之外袁还可以采集各类标准物质数据库袁例如美

国 NIST 数据库尧化学物质索引数据库渊Chemical
Index Database冤尧 化学物质毒性数据库渊Chemical
Toxicity Database冤等遥 因此袁在数据采集方面袁我
们要在对数据进行系统分类的层面上袁 有方向

性尧针对性地进行采集遥
渊2冤数据集成

完成数据采集步骤之后袁需要对数据进行加

工集成遥 处理上述各类环境监测数据尧相关数据

库数据袁去除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数据袁提高

所用数据的准确性袁从而提高应用在突发性环境

事件应急监测时的可靠性遥 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集

成的过程中袁通过对数据进行抽取尧分发尧清洗尧
转换和装载等多个步骤后袁方可在数据共享平台

中放入这些处理过的原始数据遥
2. 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架构

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袁需要建

设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遥 平台建立后袁方能

实现数据信息的挖掘尧分析与使用遥 同时袁随着环

境监测的国家标准尧 行业标准及规范的更新袁大
数据平台也要同步升级袁从而符合最新标准的要

求遥 大数据技术让环境监测数据实现从一维方向

到多维方向的转化遥 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所包含

的数据信息内容应该尽可能丰富袁不仅要具备数

据信息的采集和存储功能袁 还应包括分析信息尧
共享信息以及具有应用端等功能遥 在这个过程

中袁还可能会使用到物联网技术袁通过该技术袁可
帮助政府尧公众尧企业等不同用户群体获取及时

可靠的环保数据信息遥
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数据库平台和传统的数

据库平台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袁前者有更大数据

规模袁并且袁其数据类型主要是结构化和半结构

化的数据袁当数据产生之后袁可能发生动态性的

变化遥 所以袁在大数据背景下袁每一次采集的环境

信息都可以充当最新资源来利用遥
综上可知袁 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应由 5

个部分构成院数据源尧采集与存储层尧处理层尧共
享层和应用层遥 其中袁数据源中的数据主要来源

于以往各地各类突发性环境应急事件的相关数

据尧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和企业污染源排放数

据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袁以及各种标准物质数

据库等遥 采集与存储层将采集的数据进行一系列

必要的处理后袁通过相应的技术袁使大量采集来

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遥 处理层在通过挖掘和建

模之后袁达到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所需数据

的预测目标袁使数据的质量按既定要求得到进一

步提升遥 共享层的主要功能是借助信息化的技

术袁将环境监测数据标准化袁使数据能够更好地

共享和管理袁从而为突发性环境事故处置分析提

供各类满足需求的数据库遥 在经历了前面几个数

据处理步骤之后袁应用层使环境监测数据能够得

到实际的应用袁 比如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方案尧环
境修复综合评价尧突发环境事件综合预警等遥

通过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的建立袁将各

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尧 企业污染源排放数据尧各
种标准物质数据库尧 环境监测相关的国家标准尧
行业标准尧技术规范等信息与大数据技术结合起

来袁结合大数据技术分析袁建立相应的数据模型袁
使环境监测更加智能化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环境

应急监测工作遥
5G通信技术与便携式气体检测技术

1. 基于 5G 通信技术进行传输的优势

作为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 (简称 5G 技术或 5G冤袁 具有高速

率尧低延迟尧低功耗尧低成本尧提高系统容量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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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大规模设备连接的特点, 可以实现大容量多进

多出(MIMO 技术)与宽信道带宽遥
2.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

测中的优势

现在用于气体检测的仪器设备种类颇多袁常
见的有质谱分析仪尧 气相色谱仪和傅里叶变换红

外检测仪等袁 这类仪器虽然能够为环境监测人员

提供选择性较高尧比较精准的气体浓度定量数据袁
但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中, 对有毒有害物

质及时的动态监测是监测重点袁 这些机动性不强

的大型仪器由于体积大尧响应速度慢尧操作繁琐袁
在突发事件中无法及时灵活地进行分析处理和提

供有效数据袁 因此并不适用于对突发环境事件现

场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袁 而是更适合用于对气体

组分的最终定量分析遥 便携式应急监测仪器的使

用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更好的仪器设备支持袁
因为其体积小尧响应快尧精度高尧操作简便的优点袁
在面对环境复杂的应急现场能够更为灵活与机

动遥特别是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袁其在突发环境事件

的使用意义尤为重要遥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基本原理一般是使用 PID

渊光离子化检测器尧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冤尧催
化燃烧传感器渊可燃气体袁如甲烷冤尧电化学传感器

渊氧气尧有毒气体冤尧红外传感器渊二氧化碳冤袁快速

测定出污染物的种类尧浓度尧扩散速度尧范围等遥现

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通常是采用综合检测的方式

集合多种传感器, 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袁 为相关部门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遥
大数据技术结合 5G 通信在环境

应急监测中的应用
1. 突发环境事件中远程获取监测数据的意义

在突发环境事件中袁 有毒有害气体对人的毒

害是瞬间的袁并容易扩散袁随时会威胁人类生命财

产安全遥 以往袁在突发环境事件中袁环境监测人员

需要携带检测仪器深入事故地点进行检测袁 虽然

身着防护服袁但终究是身处高危险环境遥而通过远

程监测的手段可以有效保障监测人员安全遥同时袁

借助云平台的存储功能可及时尧大量尧准确地记录

实时监测数据袁方便随时调取查阅遥 另外袁结合大

数据分析袁可以调用各种化学数据库尧相关以往处

理方法库等袁 给环境主管部门及相关事故处置人

员提供切实有效的处理方法遥
2. 集合 5G 模块的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内嵌 5G 模块袁 通过 5G
网络无线访问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的数据遥 再向手

机上相应 app 发送监测的气体污染物实时数据或

警报袁并接受来自监测人员的远程操作指令袁使用

电子邮件将现场监测数据发送至 FTP 服务器或

云服务袁 模块也可直接将所有数据发送至指定的

设备遥 所发送的数据应包括具体检测污染物的成

分尧浓度尧检测仪位置以及危害源的位置等遥 云平

台数据存储器持续存储测量值袁 方便实时调取以

及存储数据遥 多个位置的气体监测只需要一个技

术人员和几台集合 5G 模块的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即可实现袁 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数据传输提供多

通道超远程监测保障袁 无需大量工作人员投入大

量时间袁便可以高效率尧高质量地获得突发环境事

件事故点的实时大气环境监测数据袁 并对便携式

检测仪进行远程操作遥
3. 环境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对环境应急监测

数据的处理

当便携式气体检测仪所监测的实时数据袁通
过 5G 网络传输到 FTP 服务器或云服务后袁 环境

应急监测大数据平台将立即调用上文所提到的结

构化数据 渊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尧 环境执法监测数

据尧企业在线监测尧数据行业标准及以往应急监测

数据等冤 与非结构化数据 渊事故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尧气象尧地理等冤袁以及各类标准物质数据库尧相
关以往处理方法库袁借助云平台的强大功能及时尧
大量尧 准确地对实时记录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袁提供分析结果与处置方法遥 最后在 pc尧手机等

终端上通过应用层直观尧 可视化地展示给远距离

的环境监测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袁 甚至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向群众实时报道遥 大数据平台对事故现

场后续的预警机制与联动管理也能起到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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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嵌入 5G 通信模块的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通过

5G 高效率尧高质量尧多通道地将实时监测数据传

输给大数据平台袁 利用大数据平台科学地分类分

析处理事故袁并实时预警袁提供高效的处置方法袁
既保证监测人员的安全袁 又提高了监测的效率与

广度遥今后我们可以推而广之袁将该模式运用于水

质监测尧土壤监测尧生化监测等领域袁拓宽研究方

向袁 让大数据技术与 5G 通信技术在环境监测领

域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袁进一步提高环境监测效率袁
保障监测人员安全袁 提高监测分析能力与预警能

力袁使环境保护得到更可靠的数据支持袁从而为我

国的环保事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遥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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