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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背景及内容

AI人工智能实验室

无代码技术应用

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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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垂管改革

数字化改革 既是要求，更是动力。

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Ø 数据壁垒依然存在
Ø 干部队伍数字意识和素养有待提升
Ø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还有不少突出短板
l 建立数据上下贯通的体制机制
l 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
l 建设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



        通过智能化分析手段，将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实验分析
检测技术相融合，实现大批量地表
水样品从分液、检测、数据报送等
全过程智能化监测，夯实全流程质
量管控，探索智能监测标准，打造
产学研结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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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代码技术应用主要依托
各级政府网信及业务资源，
通过数据资源仓、能力管理
中心、无代码配置中心建设，
构筑生态环境监测数字新基
建，探索实现需求快速响应、
应用建设高效集约的智慧监
测典型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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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1

技术路线2



技术路线1=技术路线2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T 

11892-1989

高锰酸盐指数

两条技术路线

四个监测指标

实现样品从分液、检测、数据报送等全过程自动化监测，项目为采测分离“9+X”中的必测项目

技术路线1=技术路线2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

法 GB/T11893-1989

总磷

技术路线1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

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技术路线2
水质  总氮的测定气相分子吸收光

谱法 HJ/T 199-2005

总氮

技术路线2
水质 氨氮的测定气相分子吸收光

谱法 HJ/T 195-2005

技术路线1
水质 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 HJ 535-2009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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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码输入样品信息1 编码输入样品信息 2 上样2 上样 3 样品自动抓取识别

技术路线1

技术路线2



6 仪器自动分析5 样品流转5 样品流转4 自动分液4 自动分液

技术路线1

技术路线2



7 自动生成记录7 自动生成记录 8 中央控制系统

技术路线1

技术路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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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析59个断面（亚运场馆周边河道、重要水体等），约260个样品，获取1000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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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痛点：采用该技术，实现机器换人，解决样品的自动分取、自动转运、自动分类，进而达到分析过
程进样自动化、分析流程自动化、分析方法自动化的目的，同时利用流水线技术实现多台终端设备灵活
接入，大幅提升分析系统的可拓展性。

流水线节点控制技术机器人控制技术



解决痛点：通过该技术提高整套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分析过程全方位感知，智能识别样品状态，智
能判别终端仪器状态，及时预警样品异常，大幅提升无人状态下样品分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漫反射、对射光电传感器吸光度传感器及摄像头温度传感器及液位传感器



解决痛点： 通过该技术解决传统手工方法难实现全过程溯源的问题，避免人为因素带入的分析误差
（平行性差、读数偏差）问题，实现样品保存、质控、数据报送等关键环节留痕，实现分析结果全程溯
源，大幅提升样品分析的质控水平。

分析过程关键影响因子、数据备份

全程留痕、进度可视

　　仿人眼：滴定图像自动识别

全程记录滴定过程中变色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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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迭代效率问题 内部治理问题数据价值挖掘问题

Ø 一年平均136项标准更新
Ø 快节奏的数据分析要求

Ø 质量管理浮在业务工作之上
Ø 业务成果与行政目标有差距

Ø 内部数据融合不彻底
Ø 外部数据利用不便捷
Ø 服务管理效率不高



无代码技术在档案系统中应用实践视频




无代码技术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中应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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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传承

问题2

原始记录线上线下不一致
作业指导书有时候成摆设

质控落地

问题3

Ø 快速应对需求变化
 平均1小时完成方法     
过程和记录的迭代

变更灵活

问题1

Ø 分析经验传帮带

经验传承

问题2

Ø 记录格式：可在线设计、
审批、投用。

Ø 质控要求：在线控制
Ø 原始记录：一键生成

质控落地

问题3

Ø 快速应对需求变化
 平均1小时完成方法     
过程和记录的迭代

变更灵活

问题1

Ø 分析经验传帮带
分析科室根据风险识
别等结果，自行优化
完善系统分析过程、
设置数据限定要求等。



• 解决痛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word记录格式自动识别。修改模式下,只要一键导入word记
录格式,系统自动判别填写内容，解决了原始记录格式快速调整难题,避免了线上线下两套记
录格式情况出现。



• 解决痛点:一是便于任务追踪和绩效审计，实现行政和监测业务各个应用系统之间数据融合,
解决内部数据条块分隔的问题,形成监测数据脉络；二是便于关键指标追踪，系统支持各类
指标自行上图、自行选择图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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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杭州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数据资源仓，实现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监测数据归集

加快推进AI人工智能实验室

相关建设相关标准建设以及

无代码配置规范等制度建设。

在确保“真、准”前提下，加速

推动落实AI人工智能实验室业

务化运行和亚运保障

加快推进监测数据左右
连通和上下贯通

下一步，中心将紧紧围绕部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要求，坚持总体设计要

求、坚持探索创新、先行先试的工作原则，在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

用技术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按照“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精神，在以下几

个方面努力推进：

加快推动试点工作业
务化和标准化

加快形成理论成果和
制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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