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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ccelerat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fficient collection, integra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massive environmental 
dat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g data not only accurately monitors the emission situ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reveals the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ules of pollutants, but als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s environmental risk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arge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g data 
help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llution control, reduce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omote the precis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wor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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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应用环保大数据技术逐渐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防治效果、加快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通过高效
采集、整合与深度分析海量环境数据，环保大数据不仅精准监测污染源的排放情况，揭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还能科
学评估环境风险，为制定针对性的污染防治策略提供有力支撑。另外，环保大数据的运用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污染
治理效率，降低环境污染防治成本，推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精准化、科学化以及系统化。通过深入研究，可推动生
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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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态环境的形势逐渐严峻，环保大数据作为新兴

的治理手段，正逐渐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领域展现出其强大

的潜力和价值。环保大数据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海量的

环境信息，还能实时监控污染源的排放情况，了解污染物的

种类、浓度及分布状况 [1]。通过收集分析、整合数据，进而

找到污染问题的源头，确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预测

环境污染的趋势和变化，为提前预警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

供科学依据。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应用环保大数据，

可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避免资源浪费，制定最佳的污染

防治的计划，推动污染防治工作的规范化以及科学化。

2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环保大数据的应用要点

2.1 环保理念以及思维的创新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传统的环保理念往往侧重于

末端治理，而环保大数据的应用则强调预防与治理相结合，

推动环保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在环保大数据的

应用过程中，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海量的环境数据，能够

更加精准地了解环境污染的扩散路径、来源以及影响程度，

进而针对性进行预防治理措施，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2]。

通过应用环保大数据，需形成环保理念以及思维的创新，形

成跨界融合的环保思维，促进不同领域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和资源整合，打破信息孤岛，打破传统环保工作的局限性，

推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2.2 以共享为基础提高创新效果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不仅



107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5卷·第 04 期·2024 年 04 月

涉及城市环境或者某个区域中的问题，还涉及众多的其他因

素。在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需针对性分析环境污染的复合

性以及区域性，对环境污染的数据要求较高。通过环保大数

据，能够实现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跨部门、跨领域合

作与交流，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环境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激发创新思维，推动环保大数据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

的更广泛应用 [3]。通过数据共享，还有利于丰富、全面的环

境信息，促进数据质量的提升和标准化，减少数据冗余和错

误，发现和分析数据的潜在价值，挖掘出新的解决方案，为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3 严格遵守环境治理的标准以及规范
环保治理的标准与规范不仅为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明

确的指导，也是保证环保大数据应用效果和质量的基石。一

方面，遵守环保治理的标准可提高环保大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环保治理的标准中规定了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应

用的各个环节应达到的技术要求，通过遵循标准，能够保证

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以及有效性。另一方面，环

保治理的规范中明确了大数据应用的法律边界和道德要求，

防止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等问题的发生。在环保大数据的应

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信

息安全，保证大数据应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图 1 为大气环

境监测图。

图 1 大气环境监测图

3 环保大数据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应用

3.1 污染源监测与识别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增加，城市

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导致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重。在

环境污染防治中应用环保大数据，能够识别以及检测污染

源，进而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通过环保大数据的环境监

测的方法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来源、排放浓度、污染物种类

等，为控制污染源排放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针对空气

污染源，包括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通过检测技术，能

够检测出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计算，

预测空气污染的扩散情况 [4]。另外，还可以应用遥感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精确地识别污染源的位置和污染

物的类型。在检测水中的污染物中，利用无人机高精度传感

器技术可实现回归水质的远程监控，并根据水体的不同光谱

特征，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污染源。其他污染源的检测中，

可应用无人机技术可以高效获取大面积地点土壤样品数据，

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数据获取土地利用类型信息，以便快速

便捷地进行土壤污染源的提取。污染源监测与识别图如图 2

所示。

3.2 建设环境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平台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会涉及多种环保数据，

如气象、水质、土壤污染源等数据，由不同单位负责收集不

同的环保数据，从数据收集以及分析等各个环节中都缺乏统

一管理，导致污染防治的效率较低。在环境污染防治中应用

环保大数据技术，建立环境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平台，可提升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效果。在建设共享平台时，需明确目标，

整合各类环保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高效流

通与共享，为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持。对信息收集

以及整合机制进行完善，通过物联网、遥感等技术手段，实

时收集空气质量、水质、土壤污染等环境数据，对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清洗、校验和整合，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环保部门通过建立共享平台，能够加快环保数据的收集以及

处理速度，提高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在建立平台过程中，

不仅需要搭建处理信息的平台，还需要对数据信息库进行完

图 2 污染源监测与识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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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储存环保相关的数据。在平台中需加强数据的分析以及

处理能力，在处理数据中应用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方法，

大大提高处理数据的效率以及速度。在分析数据中，可通过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法，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为生态

环境污染防治提供决策支持。通过完善平台的功能，提供数

据查询、可视化展示、预警预测等功能，还可以优化平台界

面设计，简化操作流程，提高平台的易用性和便捷性。在建

设环境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平台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环保大数

据的作用，还需重视数据保护，通过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

安全措施，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进行保护，保证数

据安全性。

3.3 引入新媒体，加强环保宣传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利用环保大数据，引入

新媒体，加强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提高防治工作效率。新

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通

过环保大数据，可以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应用新媒体平台，

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方式，定期发布环保

知识、政策解读、案例分享等内容，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通过新媒体平台，可以发布一些环保监测数据、工作动态、

污染治理进展等，还可通过线上反馈渠道，鼓励公众对环保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环保部门在污染防治中，需加强部门

内部技术创新，根据目前环境污染的状况，建立综合性数据

服务平台，有效地传播环保数据。引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管

理理念，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环保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分析和预警，提高环保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在平台中构

建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和

整合，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通过平台发布环保政策、法规、

标准等信息，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5]。

3.4 构建动态模拟，强化污染分析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想要增强防治效果，需

重视环保大数据，构建动态模拟，强化污染分析。一方面，

环保大数据可以为构建动态模拟系统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

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海量的环保数据，建立精细化的环境

模型，模拟污染物的扩散、迁移和转化过程。通过动态模拟

系统能够实时反映环境状况的变化，为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另一方面，环保大数据能够强化污染分析，深入挖掘和

分析大数据，可以分析出污染物排放的规律、来源和影响因

素，预测环境污染趋势。构建动态模拟和强化污染分析在生

态环境污染防治中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其中污染分析则为

动态模拟提供了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动态模拟系统为污

染分析提供了直观、可视化的工具，结合两种方法，可有效

地识别和评估环境污染风险，提高污染防治效果。

3.5 强化防治管理体系，提高污染防治成效
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中，环保大数据在提高污染防治

成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为环

保部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使得防治工作能够基于数据

驱动，更加科学、精准构建防治管理体系。在环境污染防治

管理中，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的状况，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技术，提前预警潜在风险，避免

环境恶化。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监测和评估

防治工作的效果，进而及时找出不足，完善以及优化防治措

施，提高防治成效。环保部门需不断优化防治措施，准确解

决现阶段的问题，处理好水质、大气、噪声、土壤等污染问题，

还需制定污染防治的应急预案，提高污染防治成效。

4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在生

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环保大数据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建立环保大数据的

环境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提

高防治工作效率。加强污染源监测与识别，为控制污染源排

放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构建动态模拟，强化污染分析，

有效地识别和评估环境污染风险。强化防治管理体系，提高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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