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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火眼金睛””护蓝天护蓝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程伟张程伟

“刚开始干，怎么就来了。大晚上的，你们从哪看见的？”
前不久，潞源街道杨屯村安置房的一处在施工地晚上十点多
刚开工，就迎来一群“不速之客”。街道环保科工作人员直奔
现场未苫盖的土方区域，要求立即停工整改。从发现问题，到
现场制止违规，全程只用了5分钟。

“我们接到‘报警’了！”执法人员指了指工地角落一个不
起眼的方盒子，解开了施工方的迷惑，“这是扬尘监测设备，刚
才工地扬尘超标，触发警报，信息当时就发过来了。”

这双夜色也挡不住的“火眼金睛”就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中的一员。该系统由大气颗粒物自动监
测、工地扬尘监测、车载走航监测、餐饮油烟在线监测、污染情
况预测五大系统组成，共同构成能够全时巡查环境问题的智
慧环保系统。

今年以来，该系统发现并转办案件超过600件，涉及裸土
未苫盖、工地未湿法作业、工地焊烟、道路遗撒等污染事件。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大脑”在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信息中心，“眼睛”
则遍布通州每个街乡。

PM2.5，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空气检测指数之一了。它的高低，直接
决定着当天空气质量的好坏，甚至是人们的心情。

登上通州奥体公园一栋白色建筑的屋顶，几根烟囱一样的管道与室内
相连。管道通过抽气泵收集空气，分别输送给PM2.5浓度测量仪、二氧化硫
分析仪、氮氧化物分析仪、臭氧分析仪等。这就是大气自动监测系统的一套
全项标准监测设备。

为便于了解各街道、乡镇的空气质量情况，在全区各街乡及与其他区交
叉点位共建设了37个标准站，以及650个位于各村、社区的微型监测站。织
密监测站点，实时捕捉PM2.5等污染物的动向。

687个监测站点以分钟为单位，从前端监测采集数据并自动实时上传，
最后在终端大屏幕汇聚成一目了然的污染云图。大气颗粒物自动监测系
统就是这样实时运行监测着。

满屏密密麻麻的小点令人眼晕，但系统维护工程师查仲凯却习以为
常。他告诉记者，正是通过这些小点上传的数据，经过大数据计算，依据空
气质量标注不同颜色，最终形成污染扩散过程云图。云图也是实时变化，
每隔几秒跳动一次，动态显示辖区PM2.5等指数。如果有污染物扩散，污
染云图的颜色也会不停推移、扩大。

通过云图，能分析出什么呢？通州区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负责人翟冀
飞介绍，云图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最直观的判断依据。比如根据近6年
的监测情况分析，通州区污染扩散过程一般是从东向西逐步推进。最近一
次的重污染云图在10月，能明显看出，从东部开始，很快各区域被黄色、橙色
等不同颜色斑块覆盖。通过云图，不仅可以直观地掌握污染传输与扩散的
过程，还能对污染传输提前预警，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方案，最大限度减轻
污染影响。

687个点位实时捕捉PM2.5

工地扬尘也是导致PM2.5超标的污染源“大户”。以前，靠百姓打电话
举报、环保人员下工地检查的“老方法”，效果并不明显。但现在，有了工地扬
尘监测系统。高科技的“秒测”扬尘监测仪与TSP大颗粒监测设备互补，让工
地扬尘监测“内外双保险”，7×24小时监督，并可通过手机APP软件实时获取
数据。

“秒测”扬尘监测仪是一个带着太阳能板的小盒子。“我们一般把它
设在工地进出口不影响施工的位置。”翟冀飞介绍，扬尘监测仪已经覆
盖全区所有重点工程工地。扬尘监测仪只有电表箱大小，由采集器、激
光切割器、过滤器、气泵组成，采用最先进的光散射法以秒为单位，实时
监控工地施工扬尘情况。

与设置在工地内部固定位置的扬尘监测仪不同，TSP大颗粒监测设备
更加灵活机动。

“工地一开工，我们立刻在最外围安装设备，根据施工进展，设备也会
随时调整位置。”查仲凯介绍，设备安装密度根据工地大小等因素安排。其
主要作用是监督工地对外围环境的影响，一旦数值超标，后台立即报警，当
即可查看并通知相关单位检查。目前，该设备已经覆盖所有在建重点工
地，共有400多个TSP大颗粒监测设备，成为工地空气质量“小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重点工程一开工，TSP大颗粒监测
设备就同时上岗。除了扬尘，该设备还曾经“抓”到过室外焊接的违规操
作。当时，工人焊接产生的烟飘到工地外，被设备捕捉到。“工地扬尘系统
平台当时就报警了。视频巡检人员立刻根据报警信息调取相关视频并截
图留证，拿着证据找到工地制止违规行为，工地心服口服。”翟冀飞说，依靠
科技手段，工地扬尘实现了实时监管，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扩散。

“秒测”工地扬尘 手机实时可查

A.I.识别移动监测污染源
精确度提至80%

除了固定监测站点，还有移动监测点。在通
州，从您身旁开过去的一辆电动出租车，没准儿就
是一个“行走的污染物探测器”。

今年，175台新能源出租车成为通州区可移动
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有着 A.I. 算法的物联网
车载走航监测系统将新能源出租车变为“环保
卫士”，与 687 个固定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共同织
就蓝天保护网。

这批新能源出租车与常规出租车略有不
同。车顶灯底部有一个凸口和一个凹口，这是采
集空气质量装置。空气从凸口进，自动采样，然
后从凹口排出。顶灯内安装了一套空气质量采
样监测设备，行驶中能够实时监测PM2.5和PM10
等污染物。

出租车内的前挡风玻璃上还多了一个摄像
头，这是走航移动视频监测设备。行车时，可以抓
拍有扬尘污染的道路，并自动上传到走航平台。

车内的摄像头与车顶的采样监测设备配合，
不但可以迅速识别所经路段空气质量污染源，还
能不断积累数据，自我学习，甄别污染源。目前，
走航监测系统的A.I.算法，让系统积累的污染源资
料至少增长了一倍。

查仲凯介绍，随着系统积累资料越来越多，
每天拍回的污染源照片越来越少。“最开始，这
个系统的 A.I. 算法像小学生，看到什么都新鲜，
最高记录一天拍两千多张照片。”现在，随着系
统资料积累不断丰富，每天拍回的照片减至几
十张，但精准度却大幅提高，由原来的 30%提高
到现在的 80%。

餐饮油烟设施开没开
电流参数成“耳报神”

除了工地扬尘、工业排放、汽车尾气，还有一
类常被忽略的污染源——餐饮油烟排放。

第一代餐饮业油烟在线监测系统，可以监测
餐饮企业的风机和净化器运行状态。通过大屏幕
上的绿色和红色显示排放是否超标，判断餐饮企
业净化器是否正常运行。

如今，餐饮油烟监测系统也在升级，不仅增添
了新功能，还将颜色变成了数据。

过去要去现场对比风机和净化器运行数据，
现在坐在信息中心就可以看出参数。如果风机和
净化器电流参数为零，就说明该企业未正常启动
相关设备，执法人员即可作出相应处罚。

“电流参数主要由餐饮企业的排烟设施而
来。做饭肯定要开抽油烟机，排烟设施的启动成
为我们判断餐饮企业相关净化设备是否正常使用
的‘耳报神’。”工作人员解释。这一做饭的必要步
骤，成了监测的重要依据。

未来3天有没有污染
预测系统精准“把脉”

各个监测系统，都为预测系统提供了“掐指
一算”的依据。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中的污染情况预测系统，
能预测未来 3 天的污染程度。要想算得准，大数
据、高级算法与可以不断调整的模型，三者缺一
不可。

大数据有多少？300G！这是通州区从 2014
年至今所有的空气质量数据。自家的还不算，基
础数据还包括邻居的。朝阳、顺义、河北燕郊、河
北大厂等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数据都有。

所有历史数据输入系统后，用A.I.算法建立可
以繁衍的模型。通过一次次计算与修正，提高预测
精准度。从2019年开始，预测污染系统可以预测未
来3天污染情况。现在，这套系统对轻中度污染天
气的预测准确度可以达到70%—80%。“这一系统为
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在污染即将来临前，降低
人为污染，以减轻本地污染浓度。”翟冀飞说。

人流密集中心城区将建超级监测站

目前通州区正在建设超级监测站。何谓“超级”？通州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该监测站在保留 PM2.5、
PM10等传统项目监测的基础上，增添了质谱仪，主要分析
颗粒物成分，以便发现本地污染源究竟是从哪来，哪些行业
或者是哪个方向污染比较大。通过解析污染源，精准执法。

超级监测站将在通州主要街道以及行政办公区等人流
密集的中心城区设立，集中关注空气质量与人之间的相
互影响。同时，还将在通州周边地区交界处设置移动
超级监测站。通过两个不同地点的对比，更精准地剖
析污染源头。

全市首个生态环境全时指挥平台成立

依托 5大系统，通州区生态环境局 7×24小时指挥中心
也于近日正式成立，辅助处理日常和应急事件，这是全市首
个生态环境全时指挥平台。

该指挥中心将建立环境类隐患排查快速处置机制，综
合环境智能监管、网格预警、区域扬尘管控等功能，提升环
境类问题管控水平。形成统一指挥协调、统一派单办理、统
一监督考核的大环保联合执法机制。管控区域内发现的环
境类污染问题，1小时内反馈处理结果。管控区域外发现的
污染问题，7个工作日内反馈。

此外，指挥中心将制定应急处置机制，实行 7×24小时
值班值守。期间，整合局内各环境监测系统，实现环境污染
事件的快速受理、快速转办、快速核查、快速整改、快速查
处、快速办结。

相关
新闻

神奇
设备 “接土”玻璃杯

在空气质量监测体系中，还有一些奇特小设备。
全区 17个街道、乡镇的标准监测站点旁，都有一个透

明玻璃杯。这个大约有 2升容量的杯子，学名叫降尘缸。
它的任务就是静静地待在架子上“接土”。缸子底层放置
化学成分，专门衡量各街乡当月扬尘情况。

每个月，工作人员都会去替换杯子。取回的杯子去掉
杂质，分离出尘土，称重后测算出街乡每月本地降尘量，各
街乡则可以依据数据查找自身抑尘方面的问题。

工作人员更换降尘缸工作人员更换降尘缸。。

设置在奥体公园的大气监测设备设置在奥体公园的大气监测设备，，可实时捕捉污染物可实时捕捉污染物。。

工程师检查大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情况工程师检查大气数据采集设备运行情况。。

大屏幕上大屏幕上，，车载走航系统监测画面一目了然车载走航系统监测画面一目了然。。

新能源出租车上安装的摄像头可抓拍扬尘污染源新能源出租车上安装的摄像头可抓拍扬尘污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