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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具有污染源数据采集点多、面广、时间跨度长以及数据量大等特点,在大量形成环保基础数据方面具有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地理信息等先进技术的日益进步,对此项普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地理信息+N”的跨界融合模式正在

为政府以及公众提供决策支持。基于此,本研究在概述地理信息及其技术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某省污染源普查情况作为案例,对其跨界融合应

用展开了分析,同时还重点分析了不同地理信息技术+污染源普查数据跨界融合应用,旨在为有效跨界融合的实现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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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是在2007年-2009年,针对第一次普查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以《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作为依据,在2017年,国

务院决定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相比于第一次而言,第二次普

查工作的开展,其在普查内容方面更为丰富,在普查手段方面更为先进,在

普查成果方面也更为详尽
[1]
。伴随地理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大

数据技术等的不断进步,其在各个领域中均获得了一定的重视。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推动下,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

升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研究重点探究了“地理信息+污染源普查数据”

的跨界融合应用。 

1 地理信息及其技术相关理论概述 

1.1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主要指的是地理数据中所蕴含和表达的地理含义。地理信息

具有地域性、多维性以及动态性特征。其中,地域性是地理信息的 显著

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地理信息是空间信息的一种。区域性主要是指以数学

模型作为依据,通过地理坐标的建立,对地理空间进行定位,并对制定的区

域展开信息运算
[2]
。多维性主要是指以三维空间作为基础,实现多个专题

的维度结构。以地表上的一个污染源为例,其不仅具有地理位置的三维坐

标,而且还具有与污染源有关的属性信息,如来源、类型等
[3]
。动态性主要

指以时间尺度作为划分的依据,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时间

段中寻找操作对象的变化规律等,进而为预测、监测管理等提供便利
[4]
。

目前,地理信息正从静态生硬的概念(如坐标、位置等)向海量信息的载体

转变。在“地理信息+”“互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的大力推动下,

“地理信息+农业”、“地理信息+交通”以及“地理信息+城市管理”等获

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地理信息+N”这一模式,其正催

生新业态和服务。 

1.2地理信息技术 

地理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多媒体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遥感系统、地理

信息系统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其中,地理信息技术的核心是3S。3S

的关系,如图1所示。GIS的环境支撑是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环境,主要用于对

整个区域或部分区域地表空间中的地理实体分布数据进行采集、管理以及

统计分析等。从操作对象这一角度来说,其主要包括矢量图像数据、属性

数据以及空间位置数据等。GIS地理信息技术主要被用于分析一定地理区

域内各种现象的模拟与过程,对复杂空间规划以及科学决策等起到辅助性

的作用
[5]
。GNSS技术的优势是能够在地表或近地空间的任意地点为用户提

供全天候的时间、速度以及坐标信息的空基无线电导航定位系统。现阶段,

全世界范围内 大的系统主要包括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GPS

系统等。RS技术的优势在于周期短、获取信息速度快以及条件限制少等。 

 

图1  3S关系示意图 

2 某省地理信息+污染源普查数据跨界融合情况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目的主要包括摸清不同类别污染源的基本

信息、了解其结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与此同时,还包括建立基础信息

数据库乃至将普查数据成果应用于政策相关部门的管理决策中。 

在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大力开展的背景下,某省污染源普查工作也

随之有效开展。某省污染源普查工作是在第一次普查系统的基础上,并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基于GIS地理信息技术进行完善的。某省污染源地理信

息管理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以某省环保厅污染源普查这一核心业务为

主,相关业务为辅,以空间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为载体的地理信息化体系。

从具体目标来说,其主要是实现数据信息的全面化、信息层次的细致化以

及查询系统的多样化。为实现上述目标,某省将GIS地理信息技术与污染源

数据进行跨界融合。通过地理信息技术与污染源数据的跨界融合,其构建

的系统功能主要有5个模块,即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对比模块、数据审核模

块、数据查询统计与分析模块以及数据打印模块。在数据采集模块中,其

可实现离线和在线数据采集。在数据对比模块中,可实现批量对比和即时

数据对比。在数据审核模块中,其主要包括基层表审核与审核结果统计功

能。在数据查询统计与分析模块中,以数据统计为例,其可以依据信息分类,

实现不同时期和不同需求下的数据统计。以分析功能为例,其可以实现空

间分析、专题图分析以及自定义分析功能。在数据打印模块中,有地图输

出、自定义纸张输出以及专题图输出等功能。总之,某省地理信息与污染

源普查数据跨界融合对于其他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借鉴。 

3 地理信息+污染普查数据跨界融合的应用 

3.1 GIS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跨界融合的过程中,将污染源普查数据与数字高程、矢量地图以及

高分遥感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融合,将其可挖掘且易分析的特点进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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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并借助GIS技术,其可以构建出“一张图”系统。该系统能够集成

水质监测站、大气检测站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监测要素,进而实现

信息表达的可视化,同时还可以实现数据查询、分析等功能,对于进一步

挖掘污染源排放与环境质量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意义。GIS地理信息技

术与污染源的跨界融合,其对于完成环境分析模型(如环境预警模型、

佳路径模型等)的建立以及专题图的编制有重要的作用。GIS技术具有数

据输入、编辑、存储、管理以及空间查询等功能,因而可以生成各类环

境专题图,从而为政府环保相关部门作出正确且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与

此同时,GIS地理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其还可以为污染应急预案的制定

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评价等提供辅助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环境监

测数据的可视化,如大气污染源类型监测的可视化等。可视化数据的来

源,其主要来源于历史数据、实时数据、数据达标率以及环境质量数据

等。在GIS地理信息技术跨界融合的过程中,还可依据管控类型和监测类

型,对各个监测点或企业的信息进行动态监测,以实现企业与监测点位

的聚合分布可视化。尽管某省基于GIS技术的跨界融合,已经实现了诸多

功能,但在模型建立以及其他辅佐作用方面依然有待完善。因此,未来还

应继续加大跨界融合的力度。 

3.2 GNSS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污染源普查的过程中,以GNSS地理信息技术作为支撑,并利用手持

移动终端开展入户调查,其在获取污染源位置信息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直接采集到污染源的边界范围。该地理信息

技术的跨界融合应用,其能够为污染源信息化管理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奠定

基础。 

3.3 RS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污染源普查工作开展的前期,在获取高分遥感影像的过程中,可依托

农业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门等,将高分遥感影像高分辨率和地物信息丰富

等优势充分利用,并通过室内初步解译对污染源的分布范围进行判读,制

作出小区划分图等。小区划分图可作为调查底图,进而为实地走访提供便

利。在对个别会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的隐患污染源进行普查时,可将无人

机进行利用。利用无人机搭载的遥感传感器获取信息,其不仅可以有效改

善普查人员的工作环境,而且可以将普查工作的效率显著提高。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这一重大国情调查背景下,实现

地理信息技术与污染源普查数据的跨界融合,其不仅可以有效弥补第一次

普查工作中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形成污染源普查数据长效更新机制的建立,

进而对于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跨界融合的实现,

其还有助于为政府环保部门提供基于环境监测预测和应急方案的制定等

决策提供服务。本研究以某省污染源普查数据作为对象,并依托GIS地理信

息技术,对其跨界融合后能够实现的功能进行了总结,其不仅可以实现在

线数据采集、修改等功能,而且能够实现数据批量对比、及时对比。除此

之外,还能够实现数据的审核、空间查询以及数据统计等,其为某省圆满完

成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地理信息+污染源普查,除可以

与GIS地理信息技术实现跨界融合外,还可以与GNSS地理信息技术、RS地理

信息技术等实现跨界融合。因此,未来还应继续加强对地理信息技术+污染

源普查数据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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