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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tire process manage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ra, higher improvements have been proposed 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risks exist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such as low management efficiency, incomplete data files, low accuracy of manual discrimination, unable to carry out pre-warning, etc., 
and puts forwar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system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so as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
tion project, and establish a zone that the special database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s in the region can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data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lems and risks in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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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保管理是输变电工程全过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对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提高。论文通过对传统输变电工程环保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的梳理，总结出了管理效能低、数据档案不完整、人工判别
精度低、无法进行预判预警等问题，提出了输变电工程环境信息化架构体系，以实现输变电工程全过程环保监控、预警及管
理工作的信息化，建立区域内环境敏感区的专项数据库，实现输变电工程建设环保档案管理、资料的信息化，从而有效降低
环境保护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对于推动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信息化；输变电工程；全过程；管理　

 
1 引言

随着国家“互联网 +”战略的提出，在电网领域，信息

化业务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在电网环保领域，信息

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包括在环评水保信息系统方面 [1]、

环保管理信息系统方面随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的实施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责任主体的

转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更加严格，

也对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环保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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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挑战。

环境信息化是环保专业领域和“互联网 +”的有机结合，

是近年来的环保领域的热门关键词，它的提出是新形势下环境

保护建设深度融入项目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 [2-3]。 

环境保护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地在多领域、多部门、多系统

间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和整合，能够提高环境保护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

环境信息化在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应用优化创新了

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模式，可以大幅减少或避免环

保全过程管理中存在的各类环保风险性。

2 传统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

目前，传统的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方式主要以原始

的图文档案归档及人工经验识别判断为主，该管理方式往往

存在因人力资源短缺导致事中事后监管缺乏、工程选址选线

不合理、环评及批复要求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工程影响范

围内环境敏感区情况不掌握、环保相关资料（包括现状监测

数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等资料）容易丢失、环保手续履行

滞后或遗漏，环保法律法规知识或获取渠道缺乏等问题，对

输变电工程建设全过程、全方位的环保信息管理缺乏系统的

记录以及智慧化的诊断，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缺乏及时的

预警，对在运行项目环境现状监测数据也缺乏必要的管理。

3 信息化在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中的

应用

信息化在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是要充分

发挥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优势，通过建立信息化管

理平台来系统整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全过程管理中包括档案

记录、工程过程监管、环境风险预判以及环保咨询等相关内容，

经平台信息化、智慧化的判断来支持项目决策，最终有效地

降低和避免过程中各类环境保护管理风险。

环境信息化在输变电工程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是要在环

境信息标准规范体系的框架内，根据建设单位的需求，在环

境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环境信息运维管理体系的保障下，建

立一个较为完整输变电工程环保信息化管理系统，其功能主

要包括了环保过程管理服务、环境敏感区数据库、环保信息

档案管理、环保法律法规、环保纠纷事件数据库等模块。[4]

图 1 环境信息化系统总体架构图

3.1 建立智能化、信息化环保服务体系

建立智能化、信息化环保服务体系，实现在建输变电工

程事前事中事后环保监控、预警及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

具体来讲，可以分阶段得完善环保服务体系

3.1.1 可研阶段

在建立起工程附近环境敏感区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平

台导入工程可研站址及线路路径文件，对输变电工程前期选

址选线进行识别预警，在选址选线阶段尽可能规避环境敏感

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选址选线颠覆。

3.1.2 设计阶段

通过管理平台对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进行

识别预警，在设计阶段规避环境敏感区，避免出现违法选址

选线情况。

3.1.3 施工阶段

结合现有无人机、遥感等技术 [5]，记录工程实施前，实

施中及实施完成后工程建设环境影响范围内的环境现状，同

时通过图形判别计算预警工程重大变动情形，警示不涉及环

境敏感区禁止建设区，确保工程建设合法合规；应用现有电

磁环境、声环境及大气环境等实时在线监测等物联网技术，

实时记录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因子检测数据，并根据现行的

环保执行标准智能预警是否超标及超标点位置。

通过平台提示重要环保设施及措施建设要求，并记录主

要环境保护设施的“三同时”建设情况，重要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3.1.4 验收阶段

通过平台记录验收阶段工频电磁场、等效连续 A 声级等

主要环境影响因子检测数据及各重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核

查工程竣工验收阶段站址或线路是否涉及重要环境敏感区，

判断工程是否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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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验收顺利开展提供必要支持。

3.1.5 运行阶段

结合人工检测录入或设置数据接口对接现有在线监测等

物联网技术平台采集运行期工程周边环境现状数据，对工程

运行阶段主要环境影响因子检测进行记录和预警，并通过平

台进行数据统计和展示，确保工程合法运行。

3.2 建立环境敏感区专项数据库

基于 GIS[6] 等高科技技术开发并建立项目所在区域生态

红线、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地理数据库，赋予各类环境敏感区不同属

性，特别突出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一级区等禁止准入区禁止属性，最终通过数据

库实现以下功能：

（1）工程选址选线涉及环境敏感区禁止准入区的警示

功能。

（2）施工图设计、施工变更设计涉及环境敏感区禁止

准入区的预警功能。

（3）竣工验收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核查功能。

3.3 环保档案管理信息化

建立档案管理系统，对输变电工程建设可研阶段、设计

阶段、验收阶段、运行阶段等全过程中有关环保资料档案按

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进行分类管理，方便

后续档案检索，并对过程中档案归档情况及时序合法性进行

智慧化识别并及时发出预警 [7]。

相关的档案主要包括了可研阶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环保

篇章，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及批复

等归档；设计阶段的初步设计环保篇章，施工图设计环保设

计部分，施工合同（含环保要求条款），设备采购合同（含

主要环保设备清单），补充环评报告等；施工阶段的环保相

关的施工变更设计，环境监理报告，施工期监测报告等；验

收阶段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及批复等；运行阶段的环境

监测报告，危险废物处置记录材料等归档。

3.4 建立环保数据库

建立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企业管理规章

制度，电网建设环保纠纷、环保事件数据库，并定期更新补

充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及环保纠纷事件材料，为建

设单位相关管理岗位人员提供充足的专业资料库。

4 结语

环境信息化在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较好

地解决了档案归档不规范容易丢失、输变电工程建设全过程

环保监管不够以及建设单位管理人员专业素养不够等问题，

能大幅避免和降低输变电工程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过程中

的各类风险。但目前信息化管理平台的部分模块的应用还尚

需专业人员辅助，部分功能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慧化程度

受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随着技术条件的逐渐成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能不断

充实完善本管理系统，最终实现输变电工程环保全过程管理

更高水平的信息化、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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