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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削减
,

排放 量
‘ ,

年 需

石灰石费用为 万元
,

增加电费 万元

年 目 在收益方面
,

由于沸 腾 炉 可 节 能 约

并
,

并可利 用价廉的区内产高硫煤
,

从这些

方面每年可获利 万元
,

估计投产三年后

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若同时考虑回收硫等资

源和灰渣的综合利用
,

则经济效益会更高

综上所述
,

南宁需在
“

七五
”

期间达到控

制酸雨
,

削减
,

排放量 少 的目

标
,

可行的对策系以型煤和沸腾燃烧为主
,

城

市煤气化为辅
,

即将大中型锅炉改造为循环

沸腾炉
,

并增设二级除尘的配套系统
,

对未改

造的中小型锅炉则采用型煤作燃料 此两项

措施的实现即可满足上项要求
,

如同时加速

城市煤气化建设
,

不仅这里丰富的褐煤资源

得以充分的合理利用
,

而且环境污染可以得

到控制并进而有所改善

科 学
· 。

致谢 在本项研究进行中
,

得到了南宁

市环境监测站的大力支持
、

帮助
,

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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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盛学良 刘育民
南 京 大 学 地 理 系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环境系统是一种具有独特形态
、

结构和

特定功能的物质信息系统
,

是 自然环境要素

与人类活动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复杂

综合体 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主要关

系表现为人类通过各种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污

染
、

破坏
、

调节
、

控制和改造
,

以及自然环境对

人类的反馈作用 环境系统通常具有区域性
、

多元性
、

层次性
、

相关制约性
、

模糊随机性和

高度综合性等特点

为了使环境系统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

展
,

为了实现经济建设
、

城 乡建设和环境建设

的
“

三同步
” ,

以及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三统一
” ,

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地
、

及时

正确地掌握以环境信息为中心的与环境系统

有关的一切信息资源
,

以便为加速环境管理

现代化的进程准备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

为

环境决策机构和决策者提供科学决 策 依据

而其唯一的技术途径就是尽快建立起现代化

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科学地管理和控制环

境系统中物质流和信息流的流量和流向

二
、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原则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就是以现代数据库

技术为核心把环境信息存储在电子计算机存

贮器上
,

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下实现

对环境信息的输人
、

输出
、

更新 修改
、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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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等
、

传输
、

保密
、

检索和计算等各种数据

库技术的基本操作
,

并结合统计数学
、

优化管

理分析
、

制图输出
、

预测评价模式和规划决策

模型等应用软件构成的一个复杂而 有 序 的
、

具有完整功能的
、

研究环境信息的技术系统

工程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是把环境管 理 结 构
、

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应用结合的体系
,

是新产

业革命的神经中枢 它的建立和应用标志着

国家环境资源的调查
、

研究和管理进人了全

盘 自动化的新阶段
,

也是国家环境管理现代

化的综合标志 一个完善的环境管理信息系

统或系统网络可视为国家一种基础资料档案

和环境建设的咨询机构 该系统的建立和应

用将导致环境管理的有序性
,

提 高 环 境
一

经

济
一

社会系统的整体化程度
,

从而实现管理决

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大
、

人口众多
,

环境资

源丰富而环境质量和环境性质差异悬殊的国

家
,

因此除了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环境管理信

息系统外
,

还应建立开发部门级的专业系统
,

省级或跨省级的区域系统和 各 级 基 层 系 统

主要是县市级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当然

在解决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
、

数招处理和

统计方法标准化
、

机型统一化 包括兼容 以

及软件系统标准化等重要环节后
,

各种专业

系统
、

区域系统和基层系统就能联网
,

有机地

综合成一个全国性的在统一规范指导下的分

布式 或积木式 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同时

也就实现 了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网络化 根

据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具体特点
,

目前环境

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要求以及现有计算机硬软

系统的条件
,

作者对开发设计环境管理信息

系统提出了下列基本设计原则

建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首先要能满足

本地区
、

领域
、

专业部门和单 位 制 定 环 境 规

戈
、

进行环境模拟和决策的要求
,

以实现环境

系统的科学管理
,

采用容易在基层推广的国家优选微型

科 学 卷 期

机和小型机来建立开发系统
,

并且根据计算

机功能和本专业的需要
,

开发设计应用软件

系统 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外已相当成熟的先

进软件
,

并进行再开发和创新优化 但需注

意
,

有时 引进并不比自制的技术要求低

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

国家环境

保护部门在实现办公室自动化的同时
,

应结

合国际通用标准体系
,

并兼顾国内其他部门

的要求
,

及早地制订出科学稳定的环境管理

信息系统的具体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

这样

就可在通讯网络未建成之前
,

先用软盘等磁

性介质传递数据信息
,

同时应大力发展通信

网
,

并从大城市以及条件较好的京津唐地区

和长江三角洲开始试点
,

以点带面
,

逐步联

网
,

最终建成具有灵活反应功能的系统网络
,

并同其他有关信息系统相联接
,

提高广大用

户的思维效率
,

使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对

环境信息资源的共享

斗 努力使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汉字化 如

果开发设计出的系统没有汉字处理功能
,

那

么计算机化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就不可

能得以推广和应用 在实现汉字化 的 同时
,

应设法通过通信卫星充分利用全球 传播 网
,

与国外先进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相联接
,

进

行国际间的环境信息资源的共享和管理软件

的交换

, 要建立完善高效的环 境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必须进行多学科的协作和攻关
,

尤其是信

息科学
、

管理科学
、

系统工程
、

计算机科学
、

应

用教学
、

通信科学和环境科学及模拟仿真技

术等的相互配合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质上

就是这些多学科组成的应用实体 在系统的

开发过程中要把这些学科结合起来
,

并希望

专家与通才的结合 国际上普遍认为
,

衡量

一个地区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有 拥有信息系统和信息库的数量和种类 现

有库存量的规模 库存信息被用户查询利用

的频度 因此在设计 和运行系统的整个过程

中
,

应把用户看成是该系统的有机成构成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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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系统运行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

并且重

视用户使用系统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

重视对

用户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 这样才能不断

改进和完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不断提高其

效能 切不可脱离用户需求而一味追求先进

性和技术性
,

而应以用 户第一的原则开发设

计系统
,

因为用户对系统的要求是环境管理

信息系统得以存在和不断完善发展的条件

在建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同时
,

必

须加强环境监测网的建设和健全工作
,

并制

订出统一的数据统计处理汇总方法和统一的

数据代码与编码 否则
,

如果只重视计算机

本身的处理和模拟决策功能
,

而忽视了系统

的
“

数据信息源
” ,

那么表面上即使系统的功

能很强
,

但实际上进行的只是高级纯数学游

戏 这将给环境管理决策工作带来严重的失

误
。

三
、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

结构和内容

管理信息系统在 年 和
。 〔 就提出来了

,

但真正开始发展是在六

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
,

而对其内容的解释

不尽一致 许多专家提出了各种一般性的信

息系统模型
〔‘, 例如

,

在经典 著 作

《管理信息
—

决策系统》中描述和确定了层

次系统为事务系统
、

信息系统
、

决策系统
、

交

互 系统和程序系统等层次系统 也 给

出了三个层次 数据处理系统
、

信息检索系

统和管理信 息系统 而 则把管理信

息系统命名为四个层次 纯数据层
、

数据外

推断层
、

数据加外推断层
、

评价层以及决策

层

本文采 用 和
·

〔 提出的管理信息系统模型
,

即结合数

据库
、

方法库和模型库
,

为用户提供对话接口

的信息系统模型 根据他们的思想
,

笔者设

计了由环境数据库
、

环境方法库和环境模型

库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其

科 学
· 。

核心是环境数据库

一 环境数据库 恤

子系统

环境数据库是本系统的基础和支持
,

主

要功能是及时
、

准确地收集
、

管理和提供可靠

的环境数据和信息情报资料

环境数据库可 以建立在已经具备的通用

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基础上
,

不必专门

设计复杂的 而且实践已证明
,

利用

现有的 软件
,

是建立环境数据库和信

息系统的捷径
〔

我们采用目前最为流行 的 微 机

系统软件
—

一

汉字系统
,

在

磁盘操作系统支持下
,

在

机上建立了三类环数境据库 数值型数

据库
,

采集的数据为常州市环境调查监测数

据 事实标准型数据库
,

内容为国内目前采用

的各类环境标准和污染物毒性症状信息 期

刊文献的书目数据库
,

存贮有自 年以来

各类环境杂志上发表的科技文献

在该数据库子系统的设 计 和 实现 过 程

中
,

运用了软件工程的思想方法和技术
,

采取

自顶向下
,

逐步求精
,

分层结构化和模块化等

设计方法
,

并广泛采用覆盖技术来交替占用

内存运行
,

用多级汉字菜单嵌套形式来表达

系统工程的流程
,

具有良好的用户接 口性能
,

用户可方便地选择功能键来进行状态的选择

和操作的变换
,

能进行人机对话
,

充分体现了

用户的思路习惯
,

在自然语言上达到了较大

程度的协调一致

本子系统开发设计有七个功能模块
,

总

控模块
、

检索模块
、

更新 插人
、

修改
、

删除等

模块
、

制表模块
、

排序模块
、

打印模块和统计

模块 库存数据可通过其文本文件 与

方法库和模型库中的应用程序相接口 ,

但需

进行模式输人输出适应性要求的调整

二 环境方法库

子 系统

环境方法库子系统为用户提供环境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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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

优化分析和图件输出的应用软件

方法库实质上是各种统计数学方法
、

最优化

分析方法和计算机辅助制图方法有机地结合

而形成的应用程序数学软件包的高级表现形

式

常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和线性规划方法是

分析环境信息特征并进行优化分析和规划决

策的有效工具 而计算机辅助制图则是环境

研究和数字分析的一种图形表示手段
,

它的

应用使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图象存储和数

字存储兼容系统的成份 我们在

机和矢量式平板绘图仪上研制开发了下列应

用程序“一飞

环境数据统计特征分析程序

环境数据回归分析程序 包括线性和

非线性的
,

一元
、

二元和多元回归 以及逐步回

归

环境要素的主成分分析程序

环境要素的判别分析程序
,

包括两级
、

多级和逐步判别分析

环境要素的趋势面分析程序

环境要素的聚类分析程序
,

包括系统

聚类分析
、

模糊聚类分析和最优分割计算分

析

环境要素的线性规划程序—
单纯形

法

环境质量评价图的网格法输出程序

环境污染物的浓度等值线程序 网格

法

环境要素直方图和各类变化 过 程 曲

线图输出程序

河流水环境质量评价图的线 状 符 号

图程序

环境污染源和监测点分布的 离 散 点

分布符号图程序

三 环境模型库

子 系统

环境模型库是综合模拟环境系统的软件

工具库
,

其应用程序属于决策型信息管理应

, 卷 期

用软件
,

通过计算机求解模型来完成环境预

测和规划方案选优等多种功能
,

以便作出对

社会
、

经济和环境发展有全局影响的科学决

策 而数据库子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则属于事

务型信息管理应用软件
,

其目标是管理数据

库
,

及时准确地处理大量信息
,

提高环境事务

性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我们按照环境管理信息 系 统 的设 计 原

则
,

引进开发了美国水资源工程师协会的多

组分水质模型
,

同时设计了下列几

个模型程序

环境质 评价多功能综合模式 本程

序能和方法库子系统中的聚类分析和绘图程

序配套使用
,

输 出质量评价结果和图件

河流水质模型 按其功 能 和性 质分

为

 水质模型  ! 以有机需氧 物 为主

要研究组分
,

以溶解氧为河流水质综合指标
,

采用氧平衡方程

、尹吸且了
,

、理 !‘了
一

器
一 ‘

, ‘ ,

口
一 孙 一 禹

一‘一口一口一
““

一一口一一

,

一 十 一 一 一

并对上式略去弥散项
,

只考虑稳态解 采用欧

拉法差分求解
今

水质模型 ‘, , 采用基于

、 方程基础上的推导式

艺
刁

艺 茄

弓 乙 汀

本程序除了模拟河 流 和 D O 的 分布

情况外
,

稍加改进还能模拟
、

控制规划河流中

有机毒物和某些重金属污染物
.

(3 ) 水质模型 H I[1 0) 本模型适 用于 较

复杂的河网地区
,

其基本模式仍是 众reeter
-

P h el Ps 方程
,

采用左玉辉同志提 出 的 推 导

式 :

. 符号的物理意义详见有关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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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一
才

、

矛 + 刀1艺
:
+ E 。

乙石
,

乃一
R矛 + s乙。

十 T 乃,
+ 夕乃

。

一 v 乙十 v 己, 十 z乃了十 M 乙宁

作为上述几个水质模型程序的附件
,

我

们还编制了若干水质参数估值程序
,

包括单

一参数估值 和所有参数同时估值的最优搜索

法程序
.

3
.
大气扩散烟流模式

(I) 高架连续点源的地面浓度模型
[1日

其基本式为
:

科 学
·

21

。

调用线性规划单纯形法程序求解排放口最优

化处理结果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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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本系统主要是为环境研究
、

环境管理规

划服务的
,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专业管理信息

系统
,

建立在普遍使用的 IB M P C 机上
,

实用

性较好
,

易于推广
.
但因受到微型机存贮空

间和运算速度等限制
,

本系统未能充分发挥

有关功能
.
这需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

在编制软件时
,

根据信息科学的广义时空互

易原理圈
,

有的软件采用牺牲存贮空间来换

取时间的方法
,

以提高运算速度;而有的则牺

牲时间来换取空间
,

以弥补微机存贮空间的

不足
,

保证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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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对式中的有效源高 从
,

用户可选择其中与实

际情况相吻合的一个烟气抬 升公 式 进 行 计

算
。

( 2) 面源模式 本系统采用后退虚拟点

源近似代替面源的方式来推定预测面源的扩

散结果
.

4
.
水污染控制系统规xll 模型[91 本 系统

仅讨论水污染控制系统中研究最多
、

技术上

最成熟的水质规划问题
,

即排放口最优化处

理
.
其数学模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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