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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等环境与资源
问题并没有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反而随着对环境问题严峻性的感受日益加深，人类在逐渐摒弃“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传统发展模
式，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
明”成为社会所推崇的文明形态。
如何改善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亟须解决的问题。
　　“数字环保”概念来自于“数字地球”。
“数字地球”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开幕典礼上发表的题为“数字地
球——新世纪人类星球之认识”演说时，提出的一个与GIS、网络、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密切相关的
概念。
“数字环保”是“数字地球”在资源和环境管理、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其出现使分散、局域性
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更趋于系统性、整体性、有效性和协调性，为资源和环境管理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手段。
　　《数字环保系列丛书》作为国内首套系统阐述数字环保的丛书，正契合我国当前环境管理的需要
，对指导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丛书集合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在数字
环保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涵盖数字环保理论与应用实践的各方面内容。
该丛书的主要作者都是数字环保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不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在实践经验方面都有丰
富的积累。
我相信该丛书会对环境管理者和数字环保建设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对数字环保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我国的数字环保之路刚刚起步，之后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今后还需要不断提高数字环保的理论研究和数据挖掘能力、加强行业应用深度。
只有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数字环保才能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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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集中罔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在数字环保
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国内出版的首本“数字环保”专著。
本书对“数字环保”的定义、发展历程及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阐释，从核心业务体系、技术支撑体系
、体系架构以及总体技术路线等方面对数字环保的构成体系进行了论述，提出一套完整的数字环保体
系，并概要介绍了数字环保关键技术及标准规范体系。
另外，本书还从实践角度介绍了数字环保网络硬件、支撑平台、环境综合业务系统、环境监测监控体
系、环境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要求及方法，并以五个典型案例展示建成效果。
    本书可作为环保机构环境信息化业务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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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文，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博士以
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遥感与地理信
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是Li-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其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
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并使我国在多角度遥感研究领域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姚新，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是3S技术应用及数字环保建设方面的专家。
2006年出任在科技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
院、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数字环保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拥有丰富的数字环保实践经
验。
先后在行业内多个专业刊物上发表重要文章，组织开发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放射源监控
与管理系统”、“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等10多项环保软件产品，获得多项著作权登记证书和一项专利
证书，并成功组织实施了多项数字环保建设项目。
　　张义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与乡村发展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发展、
生态城乡建设、山区发展、农业与乡村发展、区域旅游等方面的研究与规划。
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重点项目10余项，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完成区域规划50余项，发表学术论
文60余篇，获得重要科研奖励10余项。
现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规划中心总规划师和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专家、国家生态修复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主任、中国长城协会长城
发展规划与咨询研究中心专家、首批中国农业科技园区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专家、北京地
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首都山区新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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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环保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成为我国环境保
护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成为我国重视环境信息化的开端。
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其
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金环工程’，实现‘数字环保’，加快环境与核安全信
息系统建设，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这对后续数字环保的快速发展给予了很好的政策支持。
至此，数字环保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2006年，国内首家数字环保实验室成立。
该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与北京宇图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中科宇图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目的是集合各家单位的优势，“产.学.研
”一体，利用3s、计算机、通信、网络、数据库、视频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建立环保业务全方位信息系
统。
数字环保实验室的成立成为数字环保系统研究和研发的开端，为我国数字环保发展提供了一种良好模
式，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将数字环保建设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建设内容之一，将
“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增强环保科技与产业支撑能力”作为环
保投资重点。
至2008年底，各省市环保局基本完成国家、省、部分重点地市三级环保信息机构建设、环保网络建设
、监控中心的基础建设，实现对辖区内重点污染源的自动监控。
与此同时，各级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也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各自的政府网站，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环保信
息和政务信息。
绝大多数省级环保局、多数地市级环保局已经建立当地环保门户网站，各省级环保局以及大部分地市
环保局已建成局域网办公系统。
部分重视数字环保建设的地区则已基本完成数字环保的基础架构建设及核心业务信息化建设，如焦作
市、广州市、北京市、上海市、唐山市等。
　　近几年，我国的数字环保建设在取得一系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1.数字环保缺乏统筹规划　　目前出台的环境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在系统性和实效性上还远不
能满足国内数字环保发展的需要。
与其他行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数字环保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信息孤岛”等问题。
而实际上环保业务本身是一个特别要求统筹协调能力的行业，对信息共享的要求甚至比其他行业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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