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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的一处码头，深圳市环
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土壤进行采样。工作
人员拿着土壤采样手持终端，将地形地貌、土壤类
型、点位情况等信息录入设备后，这些数据便实时传
送到广东省土壤环境监测业务化管理系统。这个系
统是广东省土壤监测多项创新成果中的一项。

广东省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监测与重金属溯源重
点实验室在5年时间里，建成广东省生态环境土壤
样品库和土壤重金属同位素实验室华南区域土壤样
品制备与流转中心等，从土壤样品采集及制备、土壤
污染源解析，到土壤预警平台建设，实现对土壤环境
监测技术水平的综合提升，为广东省打赢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了科技支撑。

▶图为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的监测员正在扫描土壤样品标签
上的二维码。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

智能流转实现土壤“体检”高效化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如同为土壤做一次“全身体
检”，哪些地方患病需要治疗，哪些地方有隐患需要警惕，
环境监测部门需要了然于胸。为全面摸清土壤环境质量
状况，广东省构建并运行了省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共布设 7826 个点位，获得有效监测数据近 80 万个、点位
野外现场信息 45万个和点位现场照片 8.5万张。

这些数据和信息的汇总，来源于全面“体检”的第一
步——土壤采集及样品制备。这是土壤环境监测中最费
时费力的一项工作。

据了解，广东省每年土壤监测点位大约在 1500 个左
右。“对于土壤详查这种大规模的专项调查，前期采集到
的土壤样品，堆放在流转中心或实验室中，检测人员若想
从众多的样品中单独找到某一个样品进行检测，其花费
的时间远远大于在野外采样的时间。”广东省环境监测中
心生态环境与土壤监测科的谢志宜说。

由于土壤监测样品需要永久保存，因此土壤样品库
中存放着大量的样品。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监测
与重金属溯源重点实验室的土壤样品库中，就存放着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近 5 万件土壤样品。若想提高“全
身体检”的效率，就要在土壤样品流转的各环节实现自
动化。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全国 6 个区域土壤样品制备与
流转中心之一，华南区域土壤样品制备与流转中心（以下
简称华南流转中心）成功地将智能传输与控制系统运用
于环境监测领域，实现了土壤样品传送、交接、存储、拣选
的智能化、可视化。这种全过程闭环管理模式，极大提高
了土壤样品流转的效率。

在华南流转中心，监测人员正在屏幕上输入监测样
品的信息。按下确认按钮之后，土壤样品便通过气动传
输系统，迅速送达到监测人员的手中。

记者看到，监测人员只需扫描样品上的二维码，便可
对样品进行信息追溯与跟踪监控。“过去，在野外采集时，
泥土或水渍会使有些样品的标签字迹模糊，无法准确识
别样品信息，拿错样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拿错样品，
就需要再到现场进行采样。”监测员 一 边 演 示 一 边 说 ，

“ 现 在 ，只 需 要 通 过 扫 描 样 品 的 二 维 码 ，便 可 迅 速 拣
选样品。”

华南流转中心实现对土壤样品的高效流转，解决了
对土壤进行“全身体检”费时费力的难题。同时，这一中
心设计的标准土壤样品制备能力为每年 4500 个，更好地
满足了土壤样品制备需求。

开门编规划 汇集大智慧
社会公众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言献策

本报见习记者蓝曦瑶 通
讯员江驰 胡昊南昌报道 江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近 日 印 发 2020
年度 03 专项及 5G 工作方案，
提出利用“互联网 + 监管”系
统、在线监控、卫星遥感、无人
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
检查，把生态环境服务江西经
济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方案》提出，江西省生态
环境系统要结合新一代数据传
输、污染物监测分析、地理信
息、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助力构
建全省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实现化工
园区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智
能监测、预警、溯源和辅助决策
功能；进一步探索推进 5G 无人
机、5G 视频监控、卫星遥感、移

动物联网等技术在保障赣江下
游乃至鄱阳湖整体水环境及生
态环境质量管理方面的应用，
支持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建
设全省生态环境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数据统一收集、统一分
析、统一展示的江西省生态环
境物联网平台，为物联数据的
全面全量、高效集成提供支撑
保障。

江西省生态环境系统还将
建立领导小组，每月一报，联合
省 03 专项办及智慧环保专家
组加快江西“蓝天先锋”品牌项
目建成验收及推广工作；加大
5G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政
策法规和相关知识的普及宣传
力度，营造支持 5G 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江西利用高科技开展非现场检查
助力有毒有害气体风险预警和水环境治理

湖北省十堰市河湖长办近日在六里坪泗河口江滩,组织
民间河长开展“清洁河湖环境、守护美丽家园”活动。图为民
间河长和志愿者在清理河滩和岸线的白色垃圾，并将垃圾
集中清运，确保江滩干净整洁。 薛乐生胡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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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欣

同位素实验室实现土壤诊断精准化

在对土壤进行全面“体检”后，下一步就要对“患病”
土壤进行诊断。

广东省监测中心不止满足于掌握辖区内土壤污染分
布情况，还致力于摸清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物来源及其贡

献率，做好土壤污 染 源 解 析 工 作 ，
为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改 善 土 壤 环 境
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发土壤
监测方法和土壤重金属源解析方
法，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建立起全
国第一家土壤重金属同位素示踪监
测实验室。这是在全国生态环境监
测系统内，构建土壤污染源解析体
系的一次创新尝试。

“以金属铅 Pb 为例，不同铅同
位素的质量数不同，其组成只与源
区的铅同位素组成特征有关，不易
受外界因素影响，其各同位素比值
基本不变，而受不同人为源的影响，
铅同位素比值呈现不同规律的变
化。因此，铅同位素的不同比值可
以很好地起到地球化学‘指纹’作
用，从而有效判断不同污染物的来
源。当某个地块发生污染时，在同
位素实验室测试污染土壤和可能污

染源 Pb204、Pb206、Pb207、Pb208 的
组成，就可以分析出污染土壤重金
属铅与污染源的关系，为土壤污染
防治及执法部门监管提供科学依
据。”谢志宜介绍。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
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和广东省环境
保护科技专项等支持下，实验室研
发的多种定性与定量重金属源解析
技术，解决了识别典型区域重金属
来源的多样性及同源性等科学技术
难题，并将这一先进成果应用于重
金属综合整治中。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将本项目
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董塘地区重金
属污染综合整治方案中，并作为‘董
塘模式’，顺利解决了韶关市铁龙镇
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周边血
铅异常问题。这一创新模式，对其
他重点区域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作用。”谢志宜说。

对于“有隐患”的土壤，广东省
环境监测中心搭建起土壤污染预警
平台，以全面实现土壤业务信息化
管理。目前，广东省的土壤数据中
心共有超过 9500 家企业的监测信
息，整合汇聚周边超过 6000 个点位
的监测数据，其中包括重点监管企
业数据、污染源排放情况、典型区域
重金属污染状况等。

众多的监测点位和信息，对于
精细化管理是一项巨大挑战。土壤
污染预警平台可以实现对土壤环境
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重点区域
存在的风险或潜在风险、污染物来
源及其贡献率的信息展示。

工作人员在可视化平台上向记
者展示了土壤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
情况。通过输入重点行业企业名称
或者选择行政区域、排放类型、监测
时间等关键信息，可以查询污染物
排放预警报警情况。如遇到超标排

放、浓度异常、数据重复或冲突等情
况，系统会立即反馈出来。同时，自
动生成模板，对后续跟踪提供判定
的依据。

此外，土壤污染预警平台利用
无人机倾斜三维技术，可以获取重
点企业及敏感地块周边现场场景数
据，通过 VR 显示平台，对土壤监测
点位、风险点位、排污口、河流等分
布情况进行综合研判。

“土壤预警平台基本实现了超
标报警和风险预警功能，目前我们
正在探索采用土壤预警机理模型和
大数据 AI 模型，利用人工智能平台
对土壤污染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土
壤污染情况，提出相应的环境管理
策略，从而对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更
有力的技术支撑。”谢志宜说，“未
来，我们希望土壤预警平台能像天
气预报一样，对土壤污染趋势进行
提前预警。”

污染预警平台实现超标报警和风险预警

◀图为
广东省环境
监测中心的
监测员正在
操作智能传
输与控制系
统 ，实 现 土
壤样品的高
效流转。

2019年云南河流总体水质良好
26个出境、跨界河流监测断面达标率 100%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省生
态 环 境 厅 近 日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通 报
2019 年 度 碧 水 保 卫 战 重 点 工 作 进 展
情况。

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普
利锋介绍，2019 年，云南全省河流总体水
质为良好，26 个出境、跨界河流监测断面
均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达标率 100%，与
上年持平。九大高原湖泊中，抚仙湖、泸
沽湖、滇池草海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全
省共监测 369 个国控省控河流断面及湖
库点位，水质达到Ⅲ类标准以上、水质优
良的断面占 81.3%，与上年持平；劣于Ⅴ
类标准、水质重度污染的断面占 4.6%，比
上年下降 0.8 个百分点；达到水环境功能
要求的断面占 82.1%，比上年提高 0.8 个
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
总体稳定，按单因子评价，36 个地级水源
中 34 个水源满足或优于Ⅲ类水质要求；
176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中 174 个水源满足
或优于Ⅲ类水质要求。

2019 年，云南省聚焦碧水保卫战各
项任务目标，着力抓实地表水劣Ⅴ类断面
整治专项行动、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专项行动、入河排
污口设置管理等重点工作，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中的涉水标志性战役。

按照“一个断面、一个方案”的原则，
云南省采取省级水环境达标形势会商、加
大水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等举措，全力推进
昆明市“通仙桥、富民大桥”、楚雄州“西观
桥”等 3 个劣Ⅴ类断面整治工作。国家采
测监测数据表明，2019 年，昆明市“通仙
桥、富民大桥”断面水质为Ⅴ类，楚雄州

“ 西 观 桥 ”断 面 水 质 为 Ⅳ 类 ，实 现 稳 中
有升。

在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方面，完成全部
县级及以上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清理
整治；完成县级及以上不达标水源水质达
标方案分类制定；全省 327 个千吨万人饮
用水水源已完成 308 个保护区划分方案
专家审查；完成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排查，全省 15 个州（市）（迪庆州无
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共排查上报 534 个
问题，涉及 73 个县（区、市）的 248 个千吨
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初步完成全省
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一张图”第一阶段
数据集成。

2019 年，云南省全面开展省级及以
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工作，将

“水十条”和国家专项行动中涉及全省的
94 个工业园区全部纳入排查整治。截至
目前，全省所有具备集中治理条件的园
区，均已采取自建或依托方式，实现污水
集中治理。其中，2019 年全省国家级工
业园区整治任务已全面完成。

为确保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工作平
稳过渡有序衔接，云南省及时印发《江河、
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审批
办事指南》（暂行），主动为企业做好审批
服务，通过落实“查、测、溯、治”4 项措施
任务摸清赤水河、金沙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入河排污口底数。

目前，金沙江流域所在 7 个州（市）排
查发现金沙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入河排污
口 578 个，赤水河所在昭通市排查发现赤
水河疑似入河排污口 148 个，基本完成第
一阶段排查任务。

西安冬防期空气质量同比改善
PM2.5平均浓度下降 7.1%，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 7天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记者近
日从陕西省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和集中
供热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
2020 年 冬 防 期 西 安 市 空 气 质 量 同 比 改
善，PM2.5 平均浓度为 78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7.1%；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为 20
天，较去年同期减少 7天。

据介绍，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西安市制定了《2019 年—2020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确定
23 类重点工作、74 项主要任务、121 条具
体措施。西安市政府召开全市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大会，全面部署各项
工作任务，并先后 4 次召开专题会、调度
会，集中破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难点
事项。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在重污染天气发
生前，提前采取措施降低污染强度或缓解
污染物累积。这也是应对重污染天气的
创新举措。”在发布会上，西安市生态环境
局总工程师梁朝介绍，为严格管控秋冬季
的各项污染，西安市在应急预案修订中增
加紧急管控措施，即当预测到未来大气扩
散条件转差、空气污染程度持续加重时，
提前 5 至 7 天向相关成员单位发布紧急管
控指令，对全市除抢修抢险外的建设、出
土、拆迁等施工单位及建筑垃圾消纳场等
易产生扬尘的场所停止涉土作业，要求燃
煤、水泥等企业在实施超低排放的基础
上，进一步减少一定量的污染物排放。

据“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
测算，在已经过去的冬防期，西安市在应
对 6 次重污染天气过程期间，通过提前实
施管控、及时发布预警及严格落实减排等

措施，减排颗粒物 11577 吨、二氧化硫 68
吨、氮氧化物 521吨。

此外，西安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压减西京水泥产能 30 万吨；完成“散乱
污”企业综合治理 771 户，实现年度台账
内任务“清零”；完成 25 家工业企业 VOCs
治理和 7 家砖瓦、铸造企业废气综合治
理。

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完成居民清洁
取暖 14.72 万户；完成 12 台燃煤锅炉清洁
化改造；完成 1544 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在运输结构调整方面，累计淘汰高排
放老旧车辆 54128 辆，开展依法查处“黑
加油站点”及流动油罐车行动 10起。

在用地结构调整方面，城区及县城
道 路 保 洁 机 械 化 清 扫 率 分 别 达 95.3%
和 86% ；全 市农作物秸秆机械化综合利
用率达 95.9%。

同时，严格管控督查。在重点时段全
面禁止烟花爆竹销售燃放。持续开展露
天焚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和
扬尘污染防治督导检查，查处各类大气污
染问题 945个。

针对近期的大气污染防控工作，西安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3 月份以
来，全市开工建设工地 1409 个、出土（拆
迁）工地 494 个，加快重点项目工程建设
进度。但部分工地环境管理相比以往有
所放松，特别是渣土清运产生的扬尘污
染 问 题 再 次 凸 显 、急 需 遏 制 。 下 一 步 ，
西 安 市 将 持 续 开 展 工 地 扬 尘 治 理 、渣
土 规 范 清 运 、道 路 楼 宇 大 清 洗 等 专 项
行 动 ，通 过 铁 腕 整 治 坚 决 遏 制 扬 尘 污
染现象。

本报讯“抑制白色垃圾，
对海岸线游客和居民抛掷垃圾
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围
海养殖规模巨大，建议加强监
管，提高围海养殖污水排放标
准……”在生态环境部海洋生
态环境司组织海洋中心开发的

“我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言
献策”意见征集平台上，网友们
纷纷留言，写下对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
见和建议。

打造建言献策平台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生态环境部党组高度重视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
多方共治、聚力兴海。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在
指 导 部 署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四五”规划编制、《海洋环境
保护法》修订基础研究、海水养
殖尾水排放标准研制等系列工
作中，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反
映民意、凝聚民心、汇聚民智，
让社会公众参与进来。

为贯彻落实好部党组的决
策 部 署 和 部 领 导 有 关 指 示 精
神，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
司发布“我为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建言献策”意见征集平台，让
全社会广泛参与到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中。

找到公众关心问题
瞄准群众反映痛点

从 反 馈 问 题 来 看 ，“ 污 染
物”“养殖”“围填海”“入海口”

“废弃物”等成为反映海洋生态
环境问题建言中的高频词汇。
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环
境风险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等方面。

在污染防治方面，海水养
殖排污、海洋垃圾污染和陆源
排污是公众关注的热点。提出
的建议主要包括：一是推进海
水养殖行业升级，加快开展海
洋牧场建设，建立完善养殖排
污许可证制度，提高围海养殖
污水排放标准；二是沿海地区
建立海上环卫制度，加强船舶

（包括科考船）海洋垃圾污染的
有效管控，采取可降解材质塑
料替代方案等；三是建设工业
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加大
污水处理力度。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围

填海、渔业资源保护及生态修
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提出的
建议主要包括：一是针对围填
海海域功能、承载能力以及围
填海项目承接产业的行业类别
等，增加建立禁止及限制类围
填海海域，以及限制类围填海
区域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二
是严格限制海洋渔业资源开发
强度，海洋捕捞禁止使用绝户
网，加大海洋生物增殖放流，维
持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三是
按照区域定位合理安排海洋生
态修复，不适宜修复的不做表
面文章。

在环境风险应急方面，提
出的建议主要包括：尽快完善
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加强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应急监
测能力建设；关注船舶携带外
来生物和病毒入境风险等。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标准制度建设、监管
执法及新技术创新应用是公众
关注的热点。提出的建议主要
包括：一是国家和地方建立陆
海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
作机制，落实问责机制；二是加
快开展流域环境质量标准与海
洋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工作，
特别是河口区环境质量评估方
面；三是加强海洋倾废区选划
及日常监管，将海洋工程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等；四是加
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示范应用
研究，提升国产海洋环境监测
传感器性能。

深入分析公众建议
及时回应各界关切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海洋
生态环境司将组织力量，对社
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开展深
入的分析研究，定期编制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建议简报，
及 时 向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进 行 通
报，为“十四五”规划编制、海洋
生态环境日常监管等相关工作
提供重要信息和依据。

同时，海洋中心将进一步
完善平台功能，将其打造为社
会公众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的综合性长效平台。

碧海银滩也是绿水青山，
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社
会各界可通过登录生态环境部
官网，点击“我为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建言献策”专题，进入意见
征集平台，参与建言。

文雯 解鹏飞 王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