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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改革 改革进程

构建数据集成、“大脑”辅助的决策支撑体系，完善“大脑”体系，提升监测评估、预

测预警、实时响应和战略目标管理能力。

—— 袁家军，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上的报告（2022年6月20日）

2022年
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

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强劲动力

提出“数字浙江”
2003

数字环保

2011
“最多跑一次改革”

2014
政府数字化转型

2018

数字化改革

2021

智慧环保

2017



党建统领整体智治 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 数字文化 数字法治

基层治理系统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理
论
体
系

制
度
体
系

碳达峰碳中和 污染防治攻坚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惠民助企 生态环境安全

2022年数字政府系统“跑道”

政务服务 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生态保护 应急管理 政府运行

2022年数字政府生态保护 “子跑道”

在全省1612体系中，专门设立数字政府生态保护跑道，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生态环境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对我们数字化改革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化改革重要论述

学习贯彻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数字政府建设专班例会等会议精神，提升数

字素养、增强改革本领，真正推动从“要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

1 数字化改革 数字化改革认识



聚焦生态环境部试点批复，省委十五次全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打造数字变革高地” 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围绕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以“六个全”构建全域智慧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天空地人全感知 五官
（物联感知）

强化对大气、水、土壤、自然生态等环境要素实

时感知、实时监控。

环境网络全互联 经脉
（网络+安全）

打通国家省市县四级网络和政务网、专网，实现

跨层级、跨领域的网络互联互通。

环境数据全流通 血液
（数据）

加强生态环境数据仓建设，推进数据全量归集和

共享使用。

大脑
（多维集成） 指挥决策全智能

建设生态环境大脑，实现“监测评估、预测预警、

实时响应和战略目标管理”全智能。

手脚
（场景应用） 环境治理全协同

打造美丽浙江综合集成应用和一批多跨协同场景

应用，推动生态环境综合、系统、协同治理。

肌肉
（运营+运维） 环境管理全统筹

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环境安全防控等美丽浙江建设各项任务。

1 数字化改革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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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库 主题/专题库

环境质量感知

污染源排放感知

环境质量画像 超标预警 大气环境预测 污染溯源分析 智慧决策 执法联动 美丽浙江

…

水数据 气数据 土壤数据 固废数据 生态数据 ...... 精准治气 精准治水 精准治土 督察执法 环境准入 无废城市 ......

美丽浙江门户/生态环境大脑

战略管理协同调度决策赋能分析研判预测预警风险识别画像分析态势感知

企业环保画像 工况监控 水环境预测 违法线索研判 环境形势分析 应急处置

模型库

预测模型 溯源模型

水动力模型 气象模型

盒子模型

受体模型

算法库

企业信用评价 七日滑动均值

区域综合评价 卡尔曼滤波

空气质量指数

无废指数

知识库

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

环境标准 应急规则

数据审核规则

…

“三库”多维集成

“一仓”全量归集

“八能力”赋能跃升

环保专网

… … … … … … …



21个基本单元 按照“一表一图N清单”方法，确定了“大脑”总体建设架构，并梳理了“精准治气”等9个智能模块共21个基本单元。

精准治气 精准治水 精准治废 精准治土
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

环境问题

发现
企业监管环评准入

陆海

协同治理
9个智能模块

环境空气自动站
和功能站

1737个

地表水断面和
饮用水源水质自动站

312个

乡镇小微水质
自动站

453个

重点企业污染排放
在线监控

3609家重点企业

企业用电监控

7259家企业

尾气排放在线监控

25.4万辆柴油货车

生态环境数据仓
归集数据167亿条

态
势
感
知

数
据
集
成
与
共
享

数据共享

131个单位
173个系统

接口被调用

3934次

共享数据

1481亿条

数据需求
（169个目录）

已归集 134个

归集中 35个

生态环境大脑基于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综合集成算力、数据、模型算法、知识规则等数字资源，借助生态环境态势感知网络体系，形

成以数据计算分析、知识集成运用、逻辑推理判断为核心的智能化系统，提升生态环境领域业务运行监测评估、预测预警、实时响应及战略目

标管理的能级水平，支撑数字化改革应用赋能跃升，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态势全感知、环境网络全互联、环境数据全流通、指挥决策全智能、环

境治理全协同、环境管理全统筹，是美丽浙江建设的数据底座、能力中心和协同中枢。

1 数字化改革 生态环境“大脑”架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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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托生态环境大脑，建立一网感知、
一屏统览、一键调度、一体闭环的
指挥体系。

强化智控，多跨协同。
加强数字化改革成果应
用，全面提升常态化会
商研判、指挥调度、污
染源排放动态评估、污
染过程应对能力。

（三）提升大气污染精准管控能力。依托“生态环境大脑”和“浙
里蓝天”数字化应用，建设涵盖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监
控、大气污染源清单、能源消耗、交通流量、气象数据等的指挥平
台，集成指挥调度、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大气污染源排放动态
评估等功能。完善“浙里蓝天”热点网格等应用，建立问题智能发
现、及时处置、结果反馈、评估优化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大气污
染源的精准排查和管控。

数字
化应
用总
体原
则

数字
化应
用具
体要
求

数字
化应
用总
体目
标

◆精细化大气污染排放格局及强度

◆大气污染调控措施执行情况

◆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

◆精细化的大气污染来源

◆基于目标的协同调控策略

◆高时空分辨动态大气污染源清单

◆基于观测的大气污染源反演清单

◆大气环境综合立体监测监控网

◆高精度多功能大气模式系统（回顾+预测）

◆基于AI及BD技术的多源数据融合集成应用系统

管理决策 监测预报

专业需求+数字化改革驱动

双约束条件下大气污染过程协同精准控制

监测预警体系 技术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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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报预警精细化技术支撑框架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态势动态感知

空天地一体监测

超级计算机支撑预报、溯源、

措施制定与评估计算模拟

乌镇超算中心

实现人工智能与多模式双引擎预

报预警，支撑溯源与决策评估

模式模拟系统

支撑污染排放源变化特征评估

预报精准

溯源精准

建议精准

评估精准

排放评估系统

基于多跨协同、流程再造和场景应用的理念进行数字化集成，深度嵌入数字化改革体系

监测预警体系 技术体系架构



2 1 大气环境天地空现代化感知网

站位协同 监测因子协同 区域及城市协同、目标协同监测

质量监测网

国控、省控监测站点
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监测

工业站、交通站、乡镇站、路边
站、高空瞭望、走航巡测、卫星
遥感、无人机、车流量、船舶等

数据
污染高值点筛查、区域污染源动
态核算、污染过程监控、污染溯

源

超站、区域站、组分站组成的科
学监测网

污染成因分析、模式参数验证、
管控成效评估

科学观测网 评估监控网

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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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落实与整改情况总结

根据减排措施工具
库及落实情况，计
算地区的NOx、
VOCs、PM减排
情况，总结提出下
一步管控建议。

工作进展

活动水平

问题与分析

减排情
况及建
议

➢ 以数字化方式展示主要的活动水平。

➢ 以“智能监控+现场核查”方式，全面排

查异常情况，并形成闭环。

➢ 根据各类措施落实情况，利用平台内置

算法模块，综合计算主要污染物排放情

况，评估实际减排量。

各地分行业重点源在线 各地分行业
及政企协商
企业用电量

地面、水域交通流量 渣土车活动

通过重点源在线、专项检查、工业用
电量、走航、热点网格、高值点位、
遥感、高空瞭望等手段，全天候、实
时排查异常线索，并推送给执法在线。

2 基于动态源清单的污染源精细化管控提升技术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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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诊断：多模式预报及回顾模拟诊断技术

➢ 精细化模拟：浙江全省3km、浙北区域1km（含环杭州湾）

➢ 多预报时效：临近3天（每3小时）、短期7天（每天2次）、中期15

天（每天），延伸期最长90天（每周）

➢ 多维排放矩阵：基准+业务化准实时动态、反演清单（每日）

➢ 区县网格化定量溯源：臭氧及颗粒物网格化溯源，明确热点网格的

行业、区域及贡献

➢ 多元网格化分析：气象影响评估、聚类分析、排放分析、过程分析、

臭氧敏感性分析等（基于雷达、OBM、DDM）

➢ 智适应减排评估：8小时内给出基于控制目标的最优减排方案及成效

评估

➢ 全要素同化：气象、污染及VOCs组分、雷达数据同化、沙尘识别

➢ 自由调参：具备调参和任意定制方案，随时启动模拟运算能力

3.高性能计算支撑下的多维度全场景大气环境集合模式系统

国家超级计算乌镇中心

➢ 计算峰值：102.4 TFlops，同一集群内保证 15%的节点冗余，

➢ 集群稳定性：99%               存储空间：1.3PB

➢ 计算网络：200G Infiniband

➢ 传输带宽：100Mb/s专线由超算中心直连省生态环境厅

大

气

模

式

高

性

能

计

算

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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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效应同化、动态反演清单优化和模式化学机制优化

空气质量预测全量优化提升技术

AI智能融合择优预报预警技术

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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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撑精准执法和措施成效评估的热点筛查技术

热点分析技术

污染热点 排放热点 遥感热点

多源地面监测

城市 乡镇 区域
工业园
区

交通

c

长三角火点分布图
6月9日

基于卡尔曼滤波与模型耦合的排放反演技术基于监测和清单的污染热点筛查和溯源技术
SO2,NO2,PM2.5,VOCs及其组分

基于遥感的区域污染精准筛查技术
火点、PM2.5,O3，NO2，HCHO

助推精准执法立体监管网络

PM2.5, ，CO，SO2,NO2乙烯，乙烷，异戊二烯，苯，甲醛，甲醇

数字化集成



3 区域大气环境精细化成因诊断和溯源融合分析技术

成因诊断和溯源技术 支撑成效评估及精准控制策略立体监测网络

PM2.5污染成因及溯源 O3浓度过程诊断、成因及溯源 区域O3控制区策略诊断

c

实时多角度场景化O3浓度过程融合分析技术区域多站位PM2.5组分集成融合分析技术 基于区域监测的O3敏感性属性分析技术

VOCs 光解速率 HONO、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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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化集成

➢ 基于CMAQ-ISAM溯源方法+LPDM拉格朗日粒子扩散模型的网格化溯源算法

➢ 采取变尺度标记规则，构建业务化的网格化溯源方法

➢ 实现O3和PM2.5及其关键前体物（乙烷、乙烯、苯、 OC、 EC）1km*1km网格化来源解析

污
染
溯
源
标
记

精
细
化
溯
源
技
术
路
径

基于大气模式融合多源观测数据的精细化溯源



3 数字化集成 历史过程相似案例构建及智能调用技术

基于机器学习的臭氧污染案例智能匹配技术

➢建立污染案例特征因子管理标准

➢基于SSD算法建立O3污染历史案例库

➢构建气象特征AI智能识别模型

➢实现智能检索和自动匹配



3 数字化集成

➢ 基于精细化溯源提升技术，对管控区属性智能划分和前体物控制区智能识别

➢ 基于曲面模型，结合控制区属性划分，建立基于臭氧控制目标的“减排代价-实时评

估”自适应算法，智能生成臭氧污染应对最佳减排方案。

O3污染过程应对方案智适应应对策略算法技术路线

基于曲面模型的智适应污染应对策略制定技术



3 数字化集成 基于定制排放清单的全过程评估技术

反演清单 措施清单

预报预警模式系统
地基监
测数据

GFS/FNL
气象数据

预评估/后评估技术闭环

情景设计

措施清单
落实效果

评估各种情景控制效果，根据措施实际执行情况开展后评估

业务运行

C自适应C基准 C措施

➢ 基于预报污染过程，开展环境效应评估，量化管控措施预期效果；

➢ 利用反演清单、措施清单及措施实施成效反馈，评估措施实际执行情况，完善优化污染应对

管控方案。



3 数字化集成 数字化智能动态演示汇报技术

演示汇报平台化 图表调用组件化

数据分析动态化 内容编辑实时化

核心
功能

在线创建演示汇报文件，自由化、定制化插入图片/文字/

表格、调整页面顺序、全屏演示等各类基础功能，适配大

屏幕，支持32:9和16:9两种比例。

任意调取平台各模块中的各种分析图表，直接插入编辑页中。涵盖70多个

组件，上百种不同的分析图表，结合查询条件组合，形成成千上万种不同

分析内容。

平台数据库

自研时间更新组件，被调用的图表均联动后台数据库，可单独

设定每个图表的数据定时更新机制，编制完成一份汇报模板后

数据动态更新，可随时用于汇报。

多人编辑

时间更新组件
在线合并组件

一人演示

1 2

3 4

当汇报材料编辑内容较多，需要分工协作时，支持多人分别编

辑多个文件，再通过在线合并功能，一键合并成单个演示文稿。



3 数字化集成 信息化平台构建和模块集成应用

数据+中台+模块的模式

打通源排放反演→预报与溯源→自适应减排→成效评估→管理决策建议流程



3 数字化集成

工作闭环=技术闭环+管理闭环

大气环境监测预报预警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 字 化 改 革

◼监测预警体系

◼数 字 化 集 成

◼改 革 成 效

报告提纲



4 改革成效

改革前

由于业务特点，生态环境系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相关数据，但由于没有统一数据仓，存在碎片化问题

突出，结构性数据有缺失，离全量归集有差距，数据完整性、及时性、一致性不够等问题，数量和质量

都还无法高效支撑应用建设。

改革后
在省公共数据平台上搭建生态环境数仓，推进厅局间数据全量归集，加强生态环境部数据回流，解决数

据归集不全、碎片化等问题，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数据应采尽采、应归尽归。

生态环境数据仓

在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

台上搭建生态环境数仓，推动

厅局数据归集。

应采尽采，应归尽归

已归集生态环境部回流、省级

厅局共享和本系统三类数据共

167亿条。

数据共享

向131个单位173个系统提供数

据共享，接口 被 调 用 3 9 3 4

万 次。

全省生态环境数据底座全面形成



4 改革成效

改革前

生态环境工作涵盖大气、水和土壤等，需要依靠大量监测数据才能清楚掌握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系统经过多年

建设，在前端态势感知上虽有一定基础，但存在后知后觉问题，实时感知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精准治理要求。此外，

我省排污企业量多面广，执法人员少，环境问题智能监管能力不足。

改革后
通过构建起“天地空人”生态环境实时态势感知体系，补齐建强自动监测站，运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提高工作效能。

物联网感知设备接入

空气站 1737个环境空气自动站 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100个大气自动监测站

排污企业
3609家重点企业污染排

放数据实时采集联网
污染设施 1.4万个污染设施视频监控等联网

用电监控 用电监控企业7259家 尾气监控 25.4万辆柴油货车OBD在线监控

能力提升

升级改造13个大气环境功能站、新

建1个乌镇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

新建9个重要机场港口环境空气自

动站等。

生态环境态势实时感知能力大幅增强



4 改革成效

改革前

由于缺乏大数据分析能力和智能模型算法支撑，传统治理手段又难以突破，无法对环境质量进行精准预测，对污染

问题进行精准溯源，支撑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力不足。在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后，往往需要大面积、大范围排查，在重

大活动保障中，出现“一刀切”停产、限行等情况。

改革后
围绕治气、治水、治废等核心业务，开发建设生态环境“大脑”，推动解决传统手段协同管控不强、人力投入大、

污染溯源不准、基层能力不足等难题。

模型算法反演

通过集成模型算法反演污染动

态排放情况

排放热点筛选

按照3×3公里网格筛选出大气

污染排放热点区域

形成任务清单

通过“大脑”运算提出各地的

大气工作任务清单

开展排查治理

市县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工作清

单开展工作

大气环境治理现代化能力加速提升



4 改革成效

生态环境部给予大力支持
批复同意我省为生态环境数字化改革和生态环境“大脑”建设试点省

部、省领导予以充分肯定

黄润秋部长、翟青副部长等领导予以批示肯定。希望为国家构建

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数字化体系提供浙江标准、浙江经验。

8月24日，卢山副省长到我厅调研指导数字化改革工作，充分肯

定了我厅攻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生态环境部在全国推广浙江数字化改革工作经验

9月30日，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特邀省政府办公厅陈新忠

副主任围绕浙江数字化改革作专题报告，向全国生态环境

系统介绍我省数字化改革经验。



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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