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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是 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持手段
。

本文介绍了南京市大厂 区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的建设
。

本系统不但提供了普通管理信息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
,

而且考虑到系统的不断更新和环境信息的空间特

征
,

在普通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嵌入了地理信息系统模块
,

使得本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在普通管理功能的基础上有

了很大的拓展
,

可以为未来的管理
、

规划和决策提供良好的服务
。

关镇词 南京市
,

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

地理信息系统
。

近些年来
,

随着技术水平 的提高和工作的深入
,

环境信息的数据量不断增大
,

空间性
、

时效性也不断增

强
,

这些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但同时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因此
,

建立一个功能强大
、

实用性

强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对于改善环境管理的效率和决

策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

环境管理需要信息系统提供的技术支持包括数据

管理和分析支持
、

环境模型支持
、

时间决策分析支持以

及空间决策分析支持等方面
。

南京市大厂区是南京市工业企业十分密集的地区
,

尤其是拥有一些大规模的骨干企业
,

如扬子石化公司
、

南京钢铁厂等
,

污染物排放量 巨大
,

长江大厂镇段 目前

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

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
,

通过

采取一系列工程措施和环境管理措施
,

可以大大改善当

地的环境质量状况
。

本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为当地水环

境规划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和 日常的技术支持
。

系统设计指导思想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是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决策

和技术支持的系统
,

它应当是一个动态的
、

具有更新能

力的系统
,

也就是说
,

随着区域环境和经济
、

自然状况

的不断变化
,

系统应当能够不断更新以适应这种变化
,

从而能在新情况下继续为当地提供决策支持和管理服

务
。

考虑到这种要求
,

本系统将通过嵌入地理信息系统

功能模块使系统真正成为一个决策支持工具和具有更

新能力的系统
,

不仅能满足用户当前的需要
,

而且能满

足用户将来的不同需要
,

使之为未来的环境规划和管理

服务
。

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三维空间特征
、

时

间变化特征和大数据量特征
。

因此
,

系统应具有强大的

图形处理和数据处理功能
,

尤其是图形输入
、

编辑和输

出功能以及图幅修饰功能
,

使得系统能够作为一个强大

的工具为未来当地的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支持
。

系统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操作界面
,

便于用户使

用
。

根据这一要求
,

本系统中的几个主要部分 模

块
、

数据库模块
、

环境评价模块
、

模型库部分等统一在

一个菜单下进行操作
,

全部为中文操作
,

用户使用十分

方便
。

环境问题中大量数据往往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

互联系
,

而通常的属性数据管理是与地理图形相分离

的
。

因此
,

借鉴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空间数据库思想
,

在

数据库和地理图形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

用户可以方便地

在地理图形上查询属性数据库中存储的某个地理位置

的属性特征

系统提供有关水环境质量评价和污染源评价的

模块
,

使得用户可以利用大量收集到的水环境质量信息

和污染源信息快速而准确地进行评价
。

环境模型是预测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工具
,

但

通常来源多样化
,

且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增加或减少模

型的数量
,

根据这一特点
,

本系统将不但提供若干实用

的环境模型
,

而且留有接口
,

用户可以方便地自行嵌入

其它环境模型
,

这些模型可以是用任何语言编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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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块划分和功能

本系统主要包括 部分
,

即规划管理决策支持部分

和地理信息系统部分
。

前一部分主要包括数据库模块
、

污染源评价模块
、

环境质量评价模块
、

规划模型 一维

水质模型
、

二维流场模型
、

二维浓度场模型等
、

图上

信息查询模块和演示模块等
。

后一部分包含了地理信息

系统的主要功能
,

如图形输入
、

编辑
、

矢量 网格转换
、

图象文件生成
、

图幅编辑
、

三维图生成
、

属性数据管

理
、

数字地形模型
、

多元分析模型等
。

这部分的主要 目

的是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开发工具
,

为用户在规划
、

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支持
。

系统各模块的主要功能如下

数据库模块 本模块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关

系数据库系统
,

它可以存储有关当地环境和社会经济等

方面的数据
,

并进行各种后续操作
。

本模块主要包括

方面的功能 用户登记及数据库登记 本数据库系

统为了保证数据访问的安全性
,

设计了用户登记功能
,

每个用户有一个用户标识名
、

口令和访问权限 建

立新的数据库 在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中选择

“

建立数据

库
”
项可以建立新的数据库 输入

、

编辑修改及浏

览 报表打印输出 报表打印功能可把指定数据库

的内容打印出来
,

打印格式可使用
“
打印维护

”

功能调

整
,

也可以打印预先定义的数据表格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的任务是对系统进行扩充
、

裁剪
,

维护系统的

安全性
,

使系统能够更好地运行
。

本系统的系统维护功

能包括
“

数据库授权
” 、 “

增删库结构
”

、 “

修改库结构
” 、

“

数据库备份
” 、 “

选择数据库
”

、 “

建立数据库
”

、 “

登录数

据库
”

等功能
。

污染源评价模块 本模块是为用户进行水污染

源评价而开发的
。

它使得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利用本模块

提供的数据库和评价方法方便地进行污染源评价
,

本模

块共分 个子模块 污染源数据编辑模块 污染

物指标编辑模块 查询模块 可查询污染源数据及有

关国家标准 污染源评价模块 可以利用提供的几

种常见污染源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水质评价模块 本模块是为用户进行水质评价

而开发的
。

它使得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利用本模块提供的

数据库和评价方法方便地进行水质评价
,

本模块共分

个子模块 水质数据编辑模块 污染物指标编辑

模块 查询模块 可查询水质数据及有关国家标准

水质评价部分 可以利用提供的几种常见水质环境质

量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

规划模型 本模块目前装入了一维水质模型
、

二维流场模型
、

二维浓度场模型等适合当地规划工作需

要的模型
。

系统留有外部接 口
,

用户可以随时根据需要

增加模型
,

这些模型可以以任何常用的高级语言编成
。

图上信息查询模块 本模块 目前实现了在大厂

区地图上查询数据库内容的功能
。

用户可以通过光标移

动方便地查询地图上某个位置的环境
、

经济
、

社会等方

面的信息
,

可查询的信息量仅取决于数据库中存储的信

息量
。

演示模块 本模块可以将南京市大厂区环境规

划工作收集的各种图件分幅进行演示
,

图件数量可以进

行任意增减
。

地理信息系统模块功能 北京大学遥感应用研

究所开发的微机地理信息系统 是 一个功能强

大
,

且可以单独执行其中某些模块的软件
。

为了满足南

京市大厂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需要
,

在本工作中
,

将

若干 模块嵌入了系统之中
,

用户可在统一的主

菜单下调用 的功能模块
,

使得本系统具有了地

理信息系统的某些功能
,

如图形数字化
、

数字地形模型

生成
、

三维图生成
、

图幅编辑
、

图形输出等
,

大大增强

了本系统的实用性
。

 ! 软件用 个别接 口 软件用

 宏汇编实现 编写
,

具有如下特点 系统有

完整 的文字
、

符号注记功能
,

采用 直接读取 的

方法在西文 下实现了汉字注记 系统可直接打

印彩色图形
、

文字和数据 整个系统用 语言写 成
,

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

本系统嵌入的 模块如图 所示
。

数据获取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矢量图形

数据的输入和编辑
。

例如环境基础底图
、

环境工程图
、

区域行政区图等的输入和编辑

数据预处理模块 该模块整理输入原始数据以

形成系统内部使用的数据格式文件
,

并可进行有关的图

形单元的面积
、

长度的量算

图形操作模块 可进行图形变换
、

节点查询和

节点属性检查

图像操作模块 这里的图象指的是任何的格网

化的图形数据
。

本模块可进行图像的属性查询
、

通过属

性查询相应的图系
、

进行图像的叠合运算和图像的抽取

运算等

数字地形模型模块 本模块可以通过网格化的

等值线图生成数字高程模型
,

通过 可求得

坡度
、

坡向数据以及任意指定方向的剖面线

属性管理模块 是在 下的一个属性

数据管理系统
,

用户可以十分方便地利用它来输入
、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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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块块

数数数数 数数数 图图图 图图图 数数数 属属属 地地地 文文文 图图

据据据据 据据据 形形形 象象象 字字字 性性性 学学学 件件件 形形

获获获获 预预预 操操操 操操操 地地地 管管管 数数数 管管管 图图

取取取取 处处处 作作作 作作作 形形形 理理理 学学学 理理理 象象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模模模模模 模模模模模 愉愉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型型型型型 出出

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 据据据 图图图 显显显 注注
物物物物 编编编 形形形 不不不 记记
入入入入 辑辑辑 变变变变变变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兄兄兄兄兄兄
播播播播播播
入入入

符号注记

点线弧 普

通
线

采不 不

图 系统嵌入的 模块

除和修改数据

数学模型模块 包括若干常用的数学模型
,

如

趋势面分析模型
、

聚类分析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模型等

文件管理模块 本模块用于地图信息的查询以

及往地图中标各种中
、

英文和符号注记等

输出模块 可以以黑 白或彩色变换比例地输出

各类图形
。

入
一

级 以以

彩彩色打印机机机 上主机 或其兼容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显示 卡卡卡 数字化仪仪

几 以 上硬盘盘盘盘盘盘盘盘

键键盘盘

系统运行环境

本系统采用
一

语言
, 一

语言和

共同编写完成
。

系统可在 以上 兼容机上运行
,

需内存 兆以上
,

硬盘 兆 以上
,

 显示模式
。

系

统需配备数字化仪和彩色 单色 打印机以用于图形的

输入和输出
。

系统的硬件环境如图 所示
。

图 系统运行的硬件环境

结语

目前
,

本系统的开发工作 已经按照系统设计全部完

成
,

并且在当地得到了应用
,

满足了当地水环境管理的

初步要求
。

当然
,

系统也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

使之

在环境管理和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同时
,

还应当注

意到
,

由于环境问题十分复杂
,

影响因素众多
,

在实际

决策和管理工作中不但要充分依靠信息系统提供的决

策支持
,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人的思维功能
,

发挥各自优

势
,

搞好人机结合
,

提高环境管理和决策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1  0 ∃#) #)
% .

2!
%
−

!
)

% & . # & # 3 %
 
/
−

.
− 4  ∃

& 5

6 7 8 9 : − #)
%
,

∋

; < 0 % ! , . = % 4 ! %
− %,

.
− 4  ∃

& 5
,

p
o

l y
e y e

l i
e a r

o--

m
a t

i
e

h y d
r

oc

a r
b

o n s
,

b
e n z o

一
a
一

p y r e n e
,

e x
h

a u s t s o
f

d i
e s e

l
e n

g i
n e s

,

d i
e s :

1
e n

g i
n e t e s t e

y
e

l
e

,

b
e n e

h

t e s t

.

H
yg

i
e n

i
e

I
n v

es t i
ga

t i
on

o
f D i f f

e r e n
t R

a r e
E

a r
t h

( R E ) M
i n i n g A

r e a s
i
n

C h i
n a

:
R E L

e v e
l

s o
f

F
a r

m
e r ‘5

N
a
t
u r a

l L i
v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H ea
d

H
a
i
r
.

L
u

G
u
oc h

en
g

e t a
l

.

(
De

p
t
.

o
f E

n v
i
r o n

.

H
e a

l
t
h

,

Be
i i

i
n

g
M

e
d i

e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Be
i j

i
n

g

1 0 0 0 8 3 )

:

C 丙in
.
J
.
E n v

之r o n
.

S
c
i

. ,

1 6 ( 4 )

,

1 9 9 5

,

P P

.

7 8 一 82

In ord er to get a prelim inary estim ation of R E ex
-

Posure and absorPtion (or aeeum u lation ) levels of

in habitan ts living in R E m ining areas
,

R E
e o n

-

t e n t s o
f

n a t u r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i
n e

l
u

d i
n

g
5 0

1 1
o

f

e u
l
t
i
v a t e

d l
a n

d

,

w
e

l一 w a ter
,

n a t u r a

l
p l

a n t s
,

v e
g

e t a
b l

e s a n
d

e e r e a
l
s

)

a n
d h

e a
d h

a
i
r o

f f
a r

m
e r ‘s

l i
v
i
n g i

n t
h
r e e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i
n

C h i
ri a

w
e r e e x a

m i
n e

d

.

A l l
s a

m
p
l
e s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fo
r

R E
e o n t e n t

b
y s

P
e e t r o p h

o t o
m

e t r
i
e

m
e t

h
od

.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R E l
e v e

l
s o

f
5 0

11
s a

m p l
e s

f
r o

m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 6 8 0 一1200 m g/kg) w
ere obvi

-

ous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eontrolareas
. som e

natural plants are eapable of aeeum ulating R E
(16
.
8一57

.
2 拼g /g )

.
H o w ev e r

,

R E l
e v e

l
s o

f

s
h

a
l l

o
w w

e
l l w

a t e r
( 2

.

6一21
.
0 拜g / g )

,
e e r e a

l
s

( 0

.

0 5一3
.
15 拼g /g )

a n d fresh v eg etab les

( 0
.
0 6一1

.
82 9/g ) from R E m ining areas had on

-

ly a trend of slight inerease
.
T he estim ated

am ount of average daily R E intake person (R E
EA D I) (554

.
1一1708

.
1 拼g / d

·

P
e r s o n

)
o
f

f
a r

m
e r ‘ 5

i
n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w

e r e a
l m

o s
t t

h
e

s a
m

e a s t
h
o s e o

f f
a r

m
e r , 5

i
n e o n t r o

l
a r e a s

,

b
u t

R E E A D I
o

f f
a r

m
e r ‘5 o

f
t
h
e t

w
o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o
f

s o u t
h
e r n

C h i
n a

( 5 5 4

.

4 一659
.
4 拜g /d

·

p
e r s o n

)

w
e r e

l
o

w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t
h

e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o

f

n o r t
h

e r n
C h i

n a
( 1 7 0 8

.

1 群g /d
·

p
e r s o n

)

.

O
n t

h
e

e o n t r a s t
,

R E l
e v e

l
s o

f h
e a

d h
a

i
r s a

m p l
e s

f
r o

m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o

f
s o u t

h
e r n

C h i
n a

( 0

.

5 3 一15
.
02

拜g / g ) w e re sig n ifie an tly h ig h e r th an th ose o f

sa m p le
s
f
ro m eo n tro l area s

,
a n

d
a

l
s o

m
a r

k
e

d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 0

.

2 0 一1
.
12 拼g /g ) fro m R E

m in in g area o f n o rth ern C h in a
.
R ea so n s lead in g

to th e d iffere n ees in h ea d h air R E eo n ten ts am o n g

th ese m in in g a re as w e
re d ise u sse d

.
H y p o th e sis

a n d su g g e stio n s
we
re m a d e

.
It w as eo n elu d ed

th at R E e x P o su re a n d /
o r ab so rP tio n le ve ls o f

farm er
, 5

l i
v

i
n

g i
n t

h
e t

w
o

R E m i
n

i
n

g
a r e a s o

f

s o u t
h

e r n
C h i

n a
w

e r e
m

a r
k

e
d l

y i
n e r e a s e

d

.

T h
e

y

s
h

o u
l d b

e r e
g

a r
d

e
d

a s
R E h i g h l y

e x
p

o s e
d 梦oups

·

K
e

y w
o r

d
s

:
r a r e e a r

t
h

e

l

e

m

e

nt

s
,

5 0
1 1

,

w
e

l l w
a

-

t e r
,

n a t u r a
l p l

a n t
,

h
u

m
a n

h
e a

d h
a

i
r

,
e s t

i m
a t e

d

e x
p

o s u r e
d

o s e
,

h i g h l
y e x

p
o s e

d g
r o u

p

.

C
on

s
t
r u e

t i
on

o
f t h

e
A q

u a
t i

e
E

n v
i
ro

n
m

e n
t

M

a n a
g

e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i

n
D

a e
h

a n g

D i
s

t
r

i d

,

N
a n 葬ng C ity

,

C h i
n a

.

W

a n
g X

u e

j

u n e t

a
l

.

(
De

p t

.

of U
r

b
a n a n

d E
n v

i
r o n

.

S
e

i

. ,

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Be ij i
n

g 1 0 0 8 了1)
:
Ch
in
.
J
.
E n

~

.

S ci
.

,
1 6 ( 4 )

,

1 9 9 5
,

p p

.

8 3 一 85

T he aquatie en vironm ent m an agem ent info rm a
-

tion system
,

a

M I S / G I S
s o

f
t

w
a r e

p
a e

k
a

g
e

f
o r e n

-

v
i
r o n

m
e n t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

i
n

N
a n

i i
n

g
。it y w

a s

e o n s t r u e t e d

.

U
n
l ik

e e
on

v e n t i
o n a

l M I S
,

a
l
o t o

f

G I S m
ed

u
l
e s

w
e r e o

f fe
r e

d i
n t

h i
s s

y
s t e

m
t o e x

-

t e n
d i

t s
p

e r s
p

e e t
i
v e u s a

g
e

i
n

f
u t u r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

p l
a n n

i
n

g
a n

d d
e e

i
s

i
o n

一

m
a
k i

n
g

.

K
e
y w

o r
d
s :

N
a n

i i
n

g

,
a

q
u a t i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m
a n

-

a
g

e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

G I S

.

A R
e v

i
e

w o n
T

e n
P

r o
b l

e
m

s o
f t h

e
G l

o
b

a
l E n v

i

-

r o n
m

e n
t

a
l

.

C
a o

L
e

i ( G
a n s u

P
r o v

i
n e

i
a

l B
u r e a u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P
r o t e e t i

o n
,

L
a n z

h
o u ,

7 3 0 0 3 0 )

:

Ch

in

.

J

.

E
n v

lron

.

S
c

i

. ,

1 6 ( 3 )

,

1 9 9 5

,

P P

.

8 6 一

88

A b rief review w as m ade on ten problem s of the

g lobal en vironm en tal
,

三n e lu d in g th e d ep letio n of
o zo n e la y er

,

g
r e e n

h
o u s e e

f f
e e t a n

d g l
o

b
a

l w
a r

-

m i
n

g

,
a e

i d d
e

P
os i

t
i
o n

,
s
i m P l i f i

e a t
i
o n o

f
e e o s

y
s

-

t e
m

,
5 0

1 1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

d
e

f
o r e s t a t i

o n
,

e r
i
s

i
s

i
n

w
a t e r r e s o u r e e s

,

m
a r

i
n e

p
o

l l
u t

s
o n

,
s o

l i d w
a s t

。
’

p

o

l l

u
t

i

o n a n

d

t
o x

i

e e

h

e

m
i

e a

l

s

P

o

l l

u
t

i

o n

.

K

e

y w

o r

d

s
:

g
l

o

b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l

P
r o

b l
e

m

,
r e v

i
e

w

.

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