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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探讨
余 飞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摘　要　为适应国家考核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及相关单位建设了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并将数据传输有效

率的监控作为系统建设的核心内容。系统应用显示部分企业还不能完全达到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

７５％的国家考核要求，所以对提升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方法的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文章通

过对其原因的分析，总结了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数据传输有效率、强化企业环

境排放监管水平，具有一定借鉴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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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为落实国家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目标及要求，

国家环保部下发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

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将“污染源自动

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７５％”作为年度考核指标之一，

对年度考核不通过的，实行“一票否决”制，所以对提

高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方法的分析显得

尤为必要［１］。

１　国家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的考核要求

１．１考核制度

为了进一步落实办法的执行，国家环保部制定并

下发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体系建设

运行考核实施细则》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动监控

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其中前者是对总

量减排监测体系考核的要求，后者是对自动监控系统

考核的要求，即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的

考核。

数据传输有效率为考核时段内可实施自动监控

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以下简称“可控国控企业”），将

其自动监控数据上报至环保部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该平台对其数据完整性和数据有效性两方面进行考

核的指标，其指标计算方法为数据传输率和数据有效

率的乘积。

数据传输率为考核时段内实收数据个数与应收

数据个数的百分比。考核数据为可控国控企业自动

监控设备直出数据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流量和排放

量数据，考核数据类型为小时数据和日数据。

数据有效率为考核时段内实收有效数据组数量

与应收数据组数量的百分比。考核的数据组为可控

国控企业自动监控设备直出数据中的主要污染物排

放实测浓度、流量、排放量等数据组成的数据组，考核

数据类型为小时数据。数据组中任一数据无效则该

数据组无效［２］。

１．２考核规则

◆ 数据传输有效率

犣＝犆×犘×１００％ （１）

式中，犣为被考核地区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犆

为考核时段内全部监控点的数据传输率；犘为考核时

段内全部监控点的数据有效率。

◆ 数据传输率

犆＝犇／犈×１００％＝（犈－犉）／犈×１００％ （２）

式中，犇为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实收数据个数之

和；犈为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应收数据个数之和；犉

为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缺失数据个数之和。

废气考核项为各个监测指标的实测浓度、折算浓

度、排放量、流量数据个数之和；废水考核项为各个监

测指标的浓度、排放量、流量数据个数之和；考核数据

类型为日、小时数据。

◆ 数据有效率

犘＝犛／犕×１００％ （３）

式中，犛为考核时段内实收有效数据组数量；犕 为考

核时段内应收数据组数量。

废气考核项为各个监测指标的实测浓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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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为一个数据组；废水考核项为各个监测指标的

浓度、流量、排放量为一个数据组；考核数据类型为小

时数据。

◆ 数据修约补遗

由于企业停产、监测设备故障、数采仪故障等因

素影响数据传输有效率的计算，可在上传凭证的情况

下进行人工数据干预，主要包括：手工监测数据修补、

人工数据修约、技术规则修约。修约数据作为有效数

据参与数据有效率的计算，不参与数据传输率的计算。

２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及应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的加强，

各级环保部门及相关单位也做出了相应安排与部署，

包括组建专业化监测队伍，成立污染源监控中心，开

发应用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形成了在线监测与监督

性监测相结合的污染源监测管控模式。特别是在线

监测领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包括物联网技

术、无线传输技术等实现了对现场数据的实时采集与

传输，极大的加强了污染源排放管理能力。

随着环保部门在线监测能力的加强，各企业也越

来越重视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并采取了系列措施，

以某大型石油石化公司为例，去年公司正式下发污染

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管理办法，对各单位、部门的职

责进行了定义，对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据管理等进

行了要求，明确了对相关企业、人员的监督与考核。

为贯彻落实好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相关制度与要求，

公司污染源监控中心根据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管理需

要，编制了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管理考核细则，

从人员、经费、规章制度、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与管

理、在线监测数据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量化指标考

核，通过对该细则的执行，强化了各企业在线监测能

力的建设，保障了公司顺利通过环保部对污染源在线

监测的年度考核任务。截至２０１４年，公司共计完成

了包括废水、废气２４９个监测点的在线监测设备与数

据采集传输设备的安装与联网工作，基本实现了对公

司所有国控口及考核基数范围内的排污口在线监测

的全覆盖，并按照国家环保部考核通知的要求将数据

传输有效率纳入到系统运行考核范畴［３］。

３　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的原因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强化

了企业对污染源排放的现场管理能力，有效地支撑了

污染源监控中心远程开展相关监督与监控工作，快速

的辅助了总部领导的环境管理决策。但通过系统的

应用，也反映了部分单位的污染源排放情况与国家的

要求还存在差距，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还难以达

到７５％的考核标准，通过对自动监控数据的分析，自

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

３．１传输率偏低的原因

传输率是实收数据与应收数据的比值。应收数

据是指按照考核要求的所有监测点及监测项目的数

据之和，应收数据的数量是相关固定的。实收数据是

中心平台实际收到的数据之和，主要与监测点的数

量、监测项目种类、数据监测标准、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等指标相关。传输率偏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未按国家要求对监测点进行监测

部分企业污染源排放口存在设备设施陈旧老化、

现场需要整改，暂时不具备安装条件而未能按国家要

求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等情况。

◆ 未按国家要求对指标进行监测

国家考核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共四项指标，部分企业排放口没有按照国家要求对这

四项指标进行监测，

◆ 未按照国家要求的在线监测标准进行监测

传输率的国家考核是要求考核小时、日数据，废

气的国家考核是要求考核实测浓度、折算浓度、流量、

排放量，废水的国家考核是要求考核实测浓度、流量、

排放量，部分企业存在考核指标监测数据缺失。

◆ 数据传输设备未能稳定的进行数据传输

各数据传输设备部署在现场采用有线或者无线

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由于传输信号的稳定性、设备不

能支持断点续传、无法进行远程控制等原因导致部分

监测数据的缺失。

３．２有效率偏低的原因

有效率是实收有效数据组与应收数据组的比值。

应收数据组是指按照考核要求的所有监测点及监测

项目的实测浓度、流量、排放量等数据组成的数据组

之和，应收数据组的数量是相关固定的。实收有效数

据组是中心平台实际收到的有效数据组之和，主要体

现在数据组的有效性。有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点。

◆ 实收数据的不完整

由于传输的数据缺少流量数据、折算浓度等原因

导致数据组的不完整，整个数据组为无效数据组，不

能参与有效率的计算。

◆ 未对异常数据进行修约

由于设备故障、开展比对监测等原因导致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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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未进行人工修约，导致大量异常数据作为无效

数据不能参与有效率的计算。

◆ 未对缺失数据进行补遗

由于装置停产、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的数据缺

失，未进行人工补遗、技术规则补遗等，导致大量缺失

数据作为无效数据不能参与有效率的计算。

通过对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的分析总结，数

据传输率偏低主要是监测设备配置、网络条件等硬件

方面的原因，数据有效率偏低主要是人工干预对数据

的审核、修约补遗等软件方面的原因［４］。

４　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

在初步分析了污染源自动数据传输有效率偏低

的原因后，针对提高数据传输有效率的方法，从技术

和管理两个方面总结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按要求对考核范围内的污染源排放口实现在线监

测全覆盖

按照国家要求对考核范围内的污染源排放口安

装在线监测与数采仪设备，对暂时不具备安装条件的

排放口进行限期整改、对整改不了的排放口进行关停

并向环保部部门申请不纳入考核，保障对所有考核范

围内的监测点实现在线监测的全覆盖。

◆ 严格遵循国标２１２协议进行在线监控数据的采集

与传输

国标２１２协议即 ＨＪ／Ｔ２１２—２００５《污染源在线

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是数采仪设备

数据传输的执行标准。各监测点要严格按照标准要

求对污染源排放的实时数据、分钟数据、小时数据和

日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废气的在线监控数据要实现

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实测浓度、折算浓度、流量、

排放量进行采集与传输，废水的在线监控数据要实现

对化学需氧量、氨氮进行实测浓度、流量、排放量进行

采集与传输。根据企业管理需要，还可对烟尘、氧含

量等监测项目进行传输［５］。

◆ 多种途径有效开展设备运行维护工作

为保障监测设备的平稳运行，开展定期的设备运

行维护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各监测点分布全国各地，

尤其是部分企业处于偏远山区，交通非常不便，现场

维护工作异常困难。实现远程维护是一种有效的解

决方法，包括通过网络实现对数采仪设备的程序更

新、远程重启、参数配置、数据掉线报警、重发等技术，

方便了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

◆ 企业要强化监测数据有效性管理

按照国家自动监控数据的管理要求，因设备故

障、停产等原因导致的数据缺失、异常等原因需要进

行人工修补，因此企业要按照国家要求，开展好针对

各种异常情况的申报备案审批工作，加强对无效数据

的人工干预，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６］。

◆ 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现场的核查

监督管理部门要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定期组织开

展现场核查工作，加强各企业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

的重视程度。通过对自动监控数据进行实时监督，对

现场设备进行定期核查，保障数据的稳定性与准确

性，保障现场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保障数据传输有

效率的达标。

５　结束语

通过系统的应用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监

测范围覆盖情况、监测传输设备运行平稳情况、监测

数据质量情况等。随着国家环保相关政策、制度的出

台，对环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企业在国家对污染

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的考核指标上还不能完

全满足考核要求，还有适当的改善与提升空间。

通过对提高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方

法的研究与应用，企业在该项考核指标的达标情况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数据传输率由８０％提升到９５％以

上，数据有效率由６０％提升到８０％多，目前各企业数

据传输有效率都保持在８０％以上，部分企业能达到

９５％以上，完全能满足国家７５％的考核标准。提高

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是持续的过程，要常

抓不懈，各级监督管理部门、企业要各司其职形成合

力，共同把污染源排放管理工作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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