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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深化全国生态环境智慧监测

创新应用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以实现生态环境监测新质化为导向，以智慧监测

与监测数智化转型协同推进为抓手，着力提升生态环境高效感知

与深度认知能力，全力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中国

建设，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技术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技

术指导委员会”），聚焦当前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挖掘前沿

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监测业务提质降本增效，按照“发布一

个清单、组织一期培训、举办一场活动、推介一批案例、推进一

批应用”思路，提出了 2024年度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工作

安排，具体如下：

一、指导开展特色案例应用

结合 2024年全国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进展情况，开展本年度

特色案例推介工作。技术指导委员会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我

部年度重点工作方向，以及现代化监测体系建设内在需求，配套

要点发布本年度智慧监测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建议清单（清单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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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下简称“技术建议清单”），明确近期重点技术研究方向。

各地积极围绕网络智能感知、质量高效管理、数据深度治理、数

据智慧分析等主题，重点参考“技术建议清单”，以及聚焦当前

自身发展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技术创新和业务落地应用，

并积极向技术指导委员会自荐特色案例。

二、组织智慧监测技术培训班

拟于上半年在苏州举办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技术培

训班。通过专题研讨、学术交流、现场教学等形式，围绕生态环

境智慧监测发展战略、AI大模型助力监测数智化转型、数字可信

技术打造数据安全管理、监测技术创新与国产化、监测物联网等

专题，研讨、制定、推动一批先进数字化技术深度应用方法、标

准和案例。

三、召开智慧监测技术交流会

立足监测发展新需求，拟于年底组织召开智慧监测技术交流

会。举办智慧监测技术论坛，组织行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隐私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等在监测领域的应用

开展科研学术交流；组织开展智慧监测前沿技术创新专题研讨，

紧跟技术前沿、聚焦行业困境，围绕持续深化智慧监测技术创新

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并纳入下一年度“技术建议清单”；

举办新技术新装备推介会，推动机器视觉、高光谱、高性能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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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高通量测序、指纹图谱，以及自动采样与检测、智能运维与

质控等新型感知技术与设备集成创新应用，引领监测行业发展方

向；推介一批智慧监测落地应用的特色案例，组织创新实践案例

分享与应用场景现场观摩，交流先行先试经验，并向全社会发布

智慧监测示范案例汇编，配合生态环境部“一网双微”宣传，持

续推进全国智慧监测体系建设。

四、建立新技术联合研究机制

围绕“技术建议清单”重点方向，推动建立智慧监测技术体

系联合研究机制。国家层面，建立前沿创新技术库，统筹人工智

能、大模型、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研发，满足国家层面各要素业务

应用需求。地方层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及特色需求，自愿组织

申报相关业务要素的前沿技术创新应用联合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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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建议清单

按照网络高效感知、监测质量管理、数据深度治理、数据智慧分析等专题设置前沿技术创新

应用建议清单。

序号 专题 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名称 拟解决的业务问题

1

网络高效

感知

水质监测实验室全自动分析技术
解决人工分析效率与质量低、人为干扰与监测成本

高、监测指标/频次不足、缺乏分析过程溯源等问题

2
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无人运维”技

术

实现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人为运维工作的智能化替

代，达到智能质控、自动核查校准和故障自检的目的，

解决运行成本高、数据质量差等问题

3
基于多源数据同化反演的大气污染

热点网格识别技术

基于遥感、自动监测、走航监测、传感器等多元感知

手段，以及用电工况、污染源清单等多源数据实现大

气污染从点到面的监测感知，动态识别污染高值区与

热点网格，实现污染异常排放精准溯源

4
基于机器学习的生物多样性（含水

生生物）智能监测技术

建立行业共性人工智能训练集，解决人工识别鸟类、

藻类、浮游底栖等生物物种，费时费力且存在一定的

主观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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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 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名称 拟解决的业务问题

网络高效

感知

5
基于 eDNA 提取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的水生生物监测技术
实现便捷、灵敏的水生生物监测，且对生物无害

6
基于机器学习的声纹特征智能识别

技术
剔除自然环境影响，实现噪声特征与来源自动识别

7
基于光谱感知+大数据的污染溯源

和非现场监测技术

解决企业临时调整工况应对监督检查，环境违法行为

识别滞后、取证难等问题，实现污染异常排放精准溯

源

8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污染源自

行监测监管技术

解决污染源自行监测异常数据自动识别、判断和成因

分析的问题

9
基于 3D 模拟的生态环境监测实训

技术
解决人员培训场景布置成本高、实验操作危险等问题

10
监测质量

管理

基于机器学习的环境质量监测站点

周边环境智能识别技术（“电子围

栏”）

实现站点周边雾炮车作业、人工喷淋等人为干扰行为

智能识别

11
基于深度学习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智能审核技术

解决环境自动监测数据与生态环境统计数据的人工

审核成本高，效率低、主观性强等问题

12 基于数字孪生的生态环境监测仪器 实现监测仪器全参数的“直连直采”与云端核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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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 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名称 拟解决的业务问题

设备穿透式质量管理技术 仪器端实现穿透式保真、打假

13
基于物联网的污染源现场监测全过

程留痕溯源技术

解决污染源现场监测记录造假、信息量不足，以及监

测人员现场填写监测记录负担重的问题

14
数据深度

治理

基于数字可信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共享与流通技术

数据沙箱，确保原始数据在储存和计算过程中受到保

护，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

15

数据智慧

分析

基于深度学习+大数据的空气质量

预报模型模拟技术
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过程预报准确率

16
基于高分辨率源-受体敏感性模型的

PM2.5快速溯源模拟技术

模拟解析目标省市精细行业和区县尺度重点排放源

贡献，实现 PM2.5污染精细行业来源贡献的快速定量

评估

17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动态反演及误差

分析技术

基于多维监测数据和机理模型，动态反馈实际大气排

放水平变化，解决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更新滞后的问

题

18
基于大数据的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可

达性及污染影响分析技术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可达性分析、外来污染传输与

重点源污染贡献评估、管控措施效果分析

19
基于数字孪生+大数据的地表水环

境预警溯源分析技术

通过自动监测数据与气象、水文、地理信息等数据关

联分析，实现污染快速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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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 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名称 拟解决的业务问题

数据智慧

分析

20
基于遥感反演的流域面源动态监测

评估技术
实现面源污染负荷定量评估

21
基于遥感反演的湖泊水质时空特征

反演技术

实现湖体面域水质及藻密度时空分布特征的动态反

演

22
基于指纹溯源+多元统计模型的入

海河流域总氮溯源分析技术
实现入海河流污染排放的溯源识别和精准定位

23 生态环境多要素综合分析评估技术

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污染排

放、社会经济等关联分析，综合研判生态环境状况与

变化趋势

24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态环境监测知

识问答与业务互动技术

实现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法规政策智能

问答交互；针对大气、地表水、污染源等监测业务场

景，实现环境质量状况智能问答，业务图表报告智能

生成


	附件 1
	一、指导开展特色案例应用
	二、组织智慧监测技术培训班
	三、召开智慧监测技术交流会
	四、建立新技术联合研究机制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