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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漏洞处理流程

华为公司对产品漏洞管理的规定以“漏洞处理流程”为准，该流程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如下网址：
https://www.huawei.com/cn/psirt/vul-response-process
如企业客户须获取漏洞信息，请参见如下网址：
https://securitybulletin.huawei.com/enterprise/cn/security-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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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概述

应用场景
● 客户痛点

a. 传统前端监测终端投入大、后期维护成本高；

b. 传统系统平台仅涉及信息化、业务系统繁多，数据壁垒高，业务全生命周期
数据无法有效整合；

c. 传统管治服务重线下排查，准确率和时效性低，个人经验要求高，管治效果
差，投入大，成效低。

d. 传统环境行业重机理微观分析，并无智能化手段在管治端将政策落地，管治
后一公里的手段太有限，盲区多。

e. 监测硬件铺设与运维是较大的难点，大气污染频发、点位散乱、根因难以确
定，人海战术摸排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误导。

f. 决策风险高：在决策层面由于研判错误，管制失效的风险很高。

g. 在管治层面缺乏有效监管与评估，缺乏宏观角度的综合性分析服务。

h. 决策风险高：研判错误可能导致管制失效。

● 通过本方案实现的业务效果

a. 打破数据孤岛：借力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核心算法模型，打破区级各部门数
据壁垒，可实现中台化、标准化、自动化的数据汇聚、存取、质控，推进一
网统管、一网通享、一网通办能力。

b. 构建多场景应用：基于核心算法赋能感知监测，充分利用各区现有监测数
据，打造对移动源、扬尘源、工业源的全流程跟踪及指挥调度，实现精细画
像、融合分析、准确管控，助力监管层面环境改善。

c. 创新商业模式：脱离末端管治模式，由监管转向帮扶，由toG转向toB，携手
华为构建安全可靠的企业云帮扶平台。

本方案特别适用于以下场景：智慧城市、环境局各职能、科研和信息部门、城管委、
工商、住建、交通部门、工业园区。

方案架构

通过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结合“固定+移动”式大气监测
模式实现对城市空间进行有效监测覆盖。对大气污染防治中“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排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挑战，通过“以算代测”、“人工
智能研判”、“闭环学习”三大创新技术实现全域污染无盲点网格化监测，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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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热点区域，自动研判疑似污染源，智能化推送污染事件并进行自主闭环学习。提
高环保督查执法效率，为政府精细化管控企业提供决策支撑，避免治理“一刀切”，
实现城市绿色运转和碳减排并 小化经济损失，从而为产业布局的调整和城市功能升
级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其完成“指挥实时化、监控可视化、决策自动化”。

图 1-1 业务架构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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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技术架构

架构说明：

基于国蓝中天和华为云联合打造的解决方案，智慧大气治理系统核心自下而上由技术
中台、数据中台、AI中台和生态大脑组成，在鲲鹏平台的加持下，结合华为云容器、
云原生数据湖等组件，进一步强化城市多源大数据存算、生态大脑训练、服务弹性伸
缩等能力，实现安全可控。

● 以鲲鹏硬件为基座，采用openEuler操作系统，并依靠华为鲲鹏容器集群、鲲鹏大
数据集群、高斯数据库等组件，实现大气治理平台和业务的全栈优化；

● 以鲲鹏为底座的基础资源及技术平台，国蓝中天可以无需不同设施的深度适配问
题，快速实现向安全可信路线的技术转型；

● 采用华为云的MRS存算分离以及鲲鹏解决方案，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实现计算
与存储独立按需扩容，帮助国蓝中天轻松应对业务浪涌，提升资源整体利用率，
有效降低了未来激增的信息存储成本；提升国蓝中天后续自主技术改造，打造更
贴合自身的技术驱动力。

方案优势
● 本地化污染研判策略：国蓝中天的大气污染管治策略聚焦于城市本地污染，这使

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特定区域的污染问题，确保管制措施更加贴近实际需
求。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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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研算法降低成本：通过自主研发算法，国蓝中天实现了以算代测，显著降低了
业主在硬件铺设和运维方面的成本。这既提高了管制效率，也减轻了业主的经济
负担。

● 综合利用本地污染数据：国蓝中天充分利用了城市本地污染现状数据，包括工地
建设、重型车辆、交通污染、工业生产、视频监控等，从而能够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污染来源和分布情况。

● 单点数据挖掘与污染溯源：基于单点数据挖掘技术，国蓝中天为污染溯源提供了
有效支撑。这有助于快速、准确地找到污染源，为后续的管制措施提供有力依
据。

● 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支持决策：通过综合数据挖掘分析，国蓝中天能够为管治提供
决策支持。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更加科学、合理，有助于提高管制策略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 闭环管理与自主学习机制：国蓝中天实现了污染摸排流程化反馈数据的闭环管理
与自主学习。这种机制使得管制系统能够不断学习和优化，进一步提高污染管治
的有效性。通过持续的数据反馈和学习，系统能够不断完善自身，适应不断变化
的污染状况。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1 方案概述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2 资源和成本规划

表 2-1 资源和成本规划

云资源 规格 数量 每月费
用
（元）

弹性云服务器ECS-
Nginx集群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 | 4vCPUs | 8GiB |
kc1.xlarge.2 | 磁盘200GB

1 7720

弹性云服务器ECS-堡
垒机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 | 4vCPUs | 8GiB |
kc1.xlarge.2 | 磁盘200GB

1 3860

弹性云服务器ECS-算
法集群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 | 16vCPUs | 32GiB
| kc1.4xlarge.2 | 磁盘500GB

1 91800

弹性云服务器ECS-CCE
node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kc1.2xlarge.4|
8vCPUs|32GB|linux | 磁盘300GB

1 41000

对象存储服务OBS 存储包2TB 1 2304

容器引擎CCE 50 节点 1 12624

云数据库RDS rds.mysql.n1.2xlarge.4.ha | 8 vCPUs |
32 GB (通用型) | 存储1200GB

1 39200

SSL证书 OV | GeoTrust 1 6040.74

MapReduce服务MRS Mapreduce服务集群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kc1.4xlarge.4|
16vCPUs|64GB|linux | 磁盘600GB * 8节
点

1 218240

分布式消息服务
RocketMQ版本

rocketmq.4u8g.cluster.small * 1 broker 1 40800

分布式缓存服务
Redis(DCS)

8 GB | 副本数：2 1 3841.6

文档数据库服务DDS 8 vCPUs | 16GB | 磁盘700GB * 3节点 1 8363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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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资源 规格 数量 每月费
用
（元）

GaussDB(for MySQL) gaussdb.mysql.8xlarge.x86.4 | 32
vCPUs | 128 GB | 存储2600GB

1 240320

分布式消息服务Kafka kafka.4u8g.cluster * 3 broker 1 40800

云防火墙CFW 云防火墙标准版 1 28000

Web应用防火墙WAF 基础套餐|标准版 1 38800

漏洞扫描VSS 专业版 1 4380

威胁检测MTD 初级包 1 99.46

主机安全 专业版 1 176400

弹性负载均衡ELB 按需计费 | 共享型-性能保障模式 1 25228.8

弹性公网IP地址 按需计费 1 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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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介绍

智能化大气监测管治平台Alpha MAPS 主要是立足于“准确治气、科技治气、依法治
气”，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掌握全域第一手空气质量信息异动，致力于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以及避免环保一刀切。

Alpha MAPS 系统是四川国蓝中天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
能化大气监测管治系统，由其科学家韩科教授带领“国蓝中天（成都）数据科学实验
室”和“国蓝中天&西南交通大学 —— 未来交通与智慧城市创新技术产学研联合实验
室”研发完成。

系统的主要技术特点和优势可以归纳为：

● 以算代测：核心算法代替硬件监测；

● 以智代工：人工智能代替人海战术；

● 自主学习：案例分析提升决策智能。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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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功能简介

功能模块简介：

● 数据采集平台

数据采集平台整合多渠道监测源的空气质量的监测指标等信息，包括AQI及
PM2.5、PM10、SO2、NO2、CO、O3 等，并对所有监测信息进行汇聚，统一各
种物联设备采集的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等并将首要污染物监测信息归口，从而支持
AI 数据演算分析工作。

● AI 演算分析中心

AI 演算分析中心基于其强大的“以算代测”数据演算功能，提供目标区域网格化
空气质量6+1 参数推断数据、小尺度溯源数据以及局部污染强度数据。不仅实现
目标区域全天候无盲点污染感知，而且可实时提供局部污染信息以及疑似污染
源，实现微小时空尺度的污染感知和溯源。

● 智慧调度平台

智慧调度平台可针对扬尘源（工地、停车场、商混站、砂石场等）和工业企业
（基于用电数据）进行预警分析和实时调度。

● 智能决策中心

智能决策中心基于AI 演算分析中心和智慧调度平台提供污染源精细化排查调度、
工业污染调控、交通污染调控、工地调控、抑尘车作业规划等服务。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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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准备

表 3-1 运行环境设置

类型 名称 版本 说明

操作系统 Linux CentOS 7.4 CPU：4 核
内存：32GB
磁盘：500GB

运行环境 麒麟、统信
等国产操作
系统

UOS 20 sp1

分辨率 OpenJDK 1.8.x /

浏览器 / / 4800*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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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步骤

4.1 智慧大气智能化大气监测管治平台Alpha Maps

4.2 Alpha WATER智慧河长大数据管控平台

4.1 智慧大气智能化大气监测管治平台 Alpha Maps

4.1.1 登录界面及首页

登录界面

进入登录页面，按照提供的用户名密码进行登录。

图 4-1 登录界面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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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首页是大气质量监测驾驶舱，它整合多渠道监测源的空气质量的监测指标等信息，包
括AQI 及PM2.5、PM10、SO2、NO2、CO、O3 等，并对所有监测信息进行汇聚，统
一空气质量监测信息、首要污染物监测归口，从而支持对高危点位的处置工作。

工作人员登录后进入首页：

图 4-2 首页

4.1.2 数据采集平台操作说明

数据采集平台面向市级、区级两级的生态环境监测指挥中心的值班长和工作人员，提
供多渠道监测站点和污染源数据的功能。

固定微站监测

图 4-3 固定监测站点

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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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大气监测】，选择子菜单【固定监测站点】，进入固定微站监
测。

1. 页面左侧信息栏勾选站点类型、网格风场和站点警告。单击【监测指标】和【数
据标记】进行选择。

2. 页面底部可以进行管控区域的选择，包括“重点管控区域”、“大运会场馆”、
“大运会场馆重点管控区（1KM）”、“大运会场馆重点缓冲区（1KM）”。单
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的选择，或
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连续模式】和【分段模式】的选择。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
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单击【站点空气质量排名】展示站点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包括“排序方式”、“监测指标”、“序号”、“站点类型”、“站点编号”和
“指标数值”。

移动微站监测

图 4-4 实时混合监测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大气监测】，选择子菜单【实时混合监测】，进入移动微站监
测。

1. 页面左侧信息栏勾选固定站点类型、移动站点类型和气象站点。单击【监测指
标】和【数据标记】进行选择。

2. 页面底部可以进行管控区域的选择，包括“重点管控区域”、“大运会场馆”、
“大运会场馆重点管控区（1KM）”、“大运会场馆重点缓冲区（1KM）”。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连续模式】和【分段模式】的选择。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
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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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C 监测

图 4-5 TVOC 监测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大气监测】，选择子菜单【TVOC 监测】，进入TVOC 监测。

1. 页面左侧单击【监测指标】和【数据标记】进行选择。

2. 页面底部单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
的选择，或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连续模式】和【分段模式】的选择。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
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单击【站点空气质量排名】展示站点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包括“排序方式”、“监测指标”、“序号”、“站点类型”、“站点编号”和
“指标数值”。

监测回放

图 4-6 监测回放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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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大气监测】，选择子菜单【混合监测回放】，进入监测数据回
放。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固定站点类型、移动站点类型、气象站点、监测指标、回溯
开始起始时间、数据缓存时长、播放速度和车辆选择。

2. 页面底部单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
的选择，或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连续模式】和【分段模式】的选择。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
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

4.1.3 AI 演算分析中心操作说明

系统基于其强大的“以算代测”数据演算功能，提供目标区域网格化空气质量6+1 参
数推断数据、小尺度溯源数据以及局部污染强度数据，同时实现目标区域全天候无盲
点污染感知，并实时提供局部污染信息以及疑似污染源，实现微小时空尺度的污染感
知和溯源。

污染空间推算

图 4-7 污染空间推算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网格推算】，选择子菜单【污染空间推算】，进入污染空间推
算。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尺度、站点类型、推算指标。单击告警的【开】按钮，填入
AQI 的值域范围，进行筛选。

2. 页面底部单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
的选择，或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连续模式】和【分段模式】的选择。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
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单击网格展示类型“2D/3D”按钮进行网格展示形态的选
择。同时，右侧弹窗可查看其信息详情，包括网格空气质量级别占比、首要污染
物占比、特征描述。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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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日历

图 4-8 污染日历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网格推算】，选择子菜单【污染日历】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推算指标。

2. 页面右侧单击选择月份，并呈现空气质量类别占比、首要污染物日占比、AQI 变
化趋势。

污染地图

局部污染（昵称“气泡”）是本系统小尺度溯源功能的标志性数据，在地图上以圆圈
的形式呈现，并且按照局部污染的显著性分为高、中、低三类，分别以红、橙、黄进
行区分展示。每一个气泡代表该处存在局部的污染峰值，其半径标定疑似污染源的大
致范围，单击气泡则可查看系统通过自动研判推送的疑似污染源。

Alpha MAPS 系统通过该功能实现自动化污染事件识别和智能化污染成因研判，通过
“以智代工”降低现场排查的人工成本，提升线上调度的效率和准确性。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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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污染地图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污染溯源】，选择子菜单【污染地图】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固定站点类型、污染源类型、气象站点、监测视频类型、网
格风场、污染类型。单击【VOC 走航热力】和【数据标记】按钮进行选择。

2. 页面底部可以进行管控区域的选择，包括“重点管控区域”、“大运会场馆”、
“大运会场馆重点管控区（1KM）”、“大运会场馆重点缓冲区（1KM）”。单
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的选择，或
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页面右侧可以进行“智能研判”、“交通透视台”、“企业透视台”和“运渣车
透视台”的选择。单击搜索框，输入名称或者经纬度可以进行相应信息的查看。

热力图分析

局部污染强度是基于移动大气监测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后得到的浓缩信息，综合反映了
局部污染的显著性以及发生概率，是小尺度溯源的重要指标。局部污染聚集数据在地
图上以热力图进行展示，并以月为周期进行更新。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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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热力图分析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污染溯源】，选择子菜单【热力图分析】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污染参数”，单击“【周/月】”按钮进行时间选择。单击
监测指标、站点分布进行选择。单击高危点位开关“【开/关】”按钮进行选择。

2.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火点监测”，单击监测指标、站点分布进行选择。单击高
危点位开关【开/关】按钮进行选择。

城市特征描述

系统可对道路拥堵状态、交通污染排放、道路扬尘、运渣车数量、运渣车轨迹、工地
土方量等污染源进行小时级、网格化统计，用于在宏观层面直观展示污染源分布情
况，以及支持网格化空气质量推断。

图 4-11 城市特征描述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网格推算】，选择子菜单【城市特征描述】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静态特征”，选择“自然环境”、“基础特征”和“公共
服务”进行静态特征的选择。选择“动态特征”，选择“交通特征”和“气象变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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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动态特征的选择。单击监测指标、站点分布进行选择。单击高危点位开
关【开/关】按钮进行选择。

2. 页面底部单击时间轴的【天】和【时】的按钮进行或者时间控件来进行截止时间
的选择，或者单击【 新】按钮，选择当前的时间。

3. 单击地图缩放控件，进行地图放大或者缩小。单击网格展示类型【2D/3D】按钮
进行网格展示形态的选择。同时，右侧弹窗可查看其信息详情，包括自然环境、
基础特征、公共服务、全域交通特征和全域气象特征。

4.1.4 智慧调度平台操作说明
本系统可针对扬尘源（工地、停车场、商混站、砂石场等）和工业企业（基于用电数
据）进行实时调度。

人工调度

图 4-12 人工调度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污染溯源】，选择子菜单【污染地图】，左侧信息栏勾选“工
地”、“工业企业”、“重型停车场”进入。可通过观察地图以及点位的信息弹窗确
定是否推送，单击信息弹窗右下角的“派发”键即可将该点位推送至调度系统，生成
事件信息，并可持续记录事件的转发、执行和反馈信息。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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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调度后台

自动调度

系统按照点位的风险评分自动推出排名靠前的点位（无需人工研判），在调度界面右
侧信息栏中体现。单击右侧高危点位排行榜，即可在地图上展示对应点位的信息，从
而进行推送。

图 4-14 自动调度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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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智能决策中心

工业污染调控

图 4-15 工业污染调控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决策支持】，选择子菜单【工业污染调控】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方案模拟”，进行调控范围、调控时段、调控指标选择。
单击调控措施的【展开查询】按钮，选择所在区域、所属行业、当前措施。单击
搜索框，输入工厂名称，进行工业企业搜索，列表中会呈现工业企业名称、所在
区域、所属行业、涉水涉气情况、措施，单击【查看】按钮，查看详情。

2. 页面底部单击【模拟】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3.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4.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生成方案”，进行调控范围、调控时段、调控指标、下调
比例、环境/经济相对权重的选择。单击调控措施的【展开查询】按钮，选择所在
区域、所属行业、当前措施。单击搜索框，输入工厂名称，进行工业企业搜索，
列表中会呈现工业企业名称、所在区域、所属行业、涉水涉气情况、措施，单击
【查看】按钮，查看详情。

5. 页面底部单击【生成】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6.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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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污染调控

图 4-16 交通污染调控图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决策支持】，选择子菜单【交通污染调控】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方案模拟”，进行调控时段和调控指标选择，列表中会呈
现街道名称、街道长度、红绿灯数量、拥堵指数、措施。

2. 页面底部单击【模拟】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3.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4.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生成方案”，进行调控时段、调控指标、下调比例、环境/
经济相对权重的选择，列表中会呈现街道名称、街道长度、红绿灯数量、拥堵指
数、措施。

5. 页面底部单击【生成】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6.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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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调控

图 4-17 工地调控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决策支持】，选择子菜单【工地调控】进入。

1.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方案模拟”，进行调控范围、调控时段、调控指标选择。
单击调控措施的【展开查询】按钮，选择所在区域、项目类型、当前措施。列表
中会呈现工业企业名称、所在区域、项目类型、绿标工地、措施，单击【查看】
按钮，查看详情。

2. 页面底部单击【模拟】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3.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4. 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生成方案”，进行调控范围、调控时段、调控指标、下调
比例、环境/经济相对权重的选择。单击调控措施的【展开查询】按钮，选择所在
区域、项目类型、当前措施。单击搜索框，输入名称进行搜索，列表中会呈现工
业企业名称、所在区域、项目类型、绿标工地、措施，单击【查看】按钮，查看
详情。

5. 页面底部单击【生成】按钮，右侧会呈现方案结果和方案详情。

6. 页面右侧可以单击“会商意见”，填写会商意见。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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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图 4-18 综合分析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决策支持】，选择子菜单【综合分析】进入。

1. 页面上部进行时间选择，包括自由时间段、重污染时段等。

2. 在“大数据智能分析”中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交通和站点分布，页面右侧单击
【缩放】按钮进行选择。单击【网格模式/线状模式】查看详情。

3. 在“污染事件分布”中页面左侧信息栏选择处理状态和站点分布，单击重点管控
区域【开/关】按钮进行选择。页面右侧单击【缩放】按钮查看详情。

4. 在“站点趋势图”中页面信息栏选择站点、站点特征和指标，查看运渣车数量。
页面右侧单击【单站点/多站点】按钮进行选择。单击【缩放】按钮查看详情。

5. 在“全域空气质量”中页面信息栏选择关联指标，查看详情。页面右侧单击【AM
模式/标准模式】按钮进行选择。

技术支持

1. 电话支持：指定技术支持工程师通过电话指导用户排除故障。

2. 远程协助：指定技术支持工程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远程桌面或者
SSH 连接排除故障。

3. 现场支持：在经过双方商议确定需要进行现场支持的情况下，派经验丰富的技术
工程师到现场提供服务支持。

4. 提供7*24 小时热线受理服务。

5. 故障处理响应时间为24 小时。

6. 根据故障实际情况判断故障处理完成时限，并告知用户。

7. 每次现场支持提供相应的技术报告。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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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lpha WATER 智慧河长大数据管控平台
说明

本系统由2 个web（网页）端（域名不同）及1 个移动App（安卓）组成。

网页端分别是：可视化大屏和作业处理端。可视化大屏主要由水环境监测，雨情预警，预测预警
（水质），污染溯源，远程巡河，告警统计，领导驾驶舱7 个子页面组成。

4.2.1 功能简述
● 水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旨在通过地图查看接入的排口、排口水质、水质站点、

考核断面、河道、排水户、污水厂、水文站8 类POI 的地理位置及绑定设备的监
测参数，实现辖区内的全域监测。

● 雨情预警：通过水位监测、流量监测、视频监测等前端感知设备对易涝点积水信
息、实时流量信息、区域内气象信息进行实时监测，构建洪涝水动力模型，智能
预测城市内涝成果。

● 预测预警（水质）：通过结合历年的水质监测历史记录、实时监测数据，手工数
据等建立模型，对48 小时内的水质指标进行预测并结合自定义的规则发出预警。

● 污染溯源：通过水文水质综合分析，结合管网流向图GIS 技术，建立排口溯源模
型，反推超标废水来源点位或识别区域性水质超标的主要排放源，找出超标偷排
嫌疑对象。

● 远程巡河：通过接入/自建的摄像头对河道，排口等进行远程线上巡查；通过对本
系统预测、报警事件实时追踪进行污染掌控。

● 报警统计：统计计算系统产生的所有报警/预警数量，类型及地区。

● 领导驾驶舱：对本系统提供的能力按照“六水”进行归纳总结的快速浏览页面，
满足领导类角色快速了解全域信息。

4.2.2 功能操作说明

通用功能
● 登录系统

图 4-19 登录系统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



主要功能描述：管理员“admin”可直接登录系统，其他人员需通过管理员
“admin”创建的账号登录系统。

操作步骤：正确输入账号密码>单击登录

● 快捷目录（管理平台）

图 4-20 快捷目录（管理平台）

主要功能说明：可对系统的主要功能页面进行快捷触达。

操作步骤：按需单击进入即可

退出系统

图 4-21 退出系统

主要功能描述：退出系统

操作步骤：在系统任意页面单击“头像”>单击退出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



4.2.3 地图

图 4-22 地图

主要功能：通过2D 形式展示武侯区行政地图，如需放大缩小，滚动“鼠标滑轮”即
可。

图 4-23 水质类别-站点状态-降雨量

● 水质等级 颜色对应GB 水质等级，分为：I 类、Ⅱ类、III 类、Ⅳ类、V 类以及劣V
类。

● 站点状态 按颜色对应站点状态，分为：正常，预警，报警以及离线。

● 降雨量 按颜色对应降雨量，分为：1-9.9、1-24.9、25-49.9、50-99.9、
100-250、大于250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



4.2.4 水环境监测

统计信息

图 4-24 统计信息

主要功能：

该页面的左右两侧可查看本系统提供的业务统计数据。包括，日常业务数据，重点工
作数据，污染源结构数据，告警占比，河道水质日历，水质趋势预测以及监测视频。

POI（兴趣点）

图 4-25 可选项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7



图 4-26 历史数据示例

主要功能：

本系统中的地图中主要展示两类POI 信息：

● 可选的，包括：排口，污水厂，水质监测站，水文监测站，排水户，考核断面，
河道

● 不可选的，包括：行政区域，道路，商圈，产业园区，大学园区，客运中心等

操作步骤：单击任意可选项>查看选中的兴趣点

河道

图 4-27 勾选河道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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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河道位置

图 4-29 信息展示

主要功能：展示河道位置，状态及基本信息（排口数量，监测站坐标，上下游位
置）。

操作步骤：

1. 在POI 选择框中选中河道，即可在地图中查看到河道位置。

2. 单击显示河道即可查看河道基本信息。

3. 单击河道信息展开后的“排口”“监测站”“上下游”查看对应信息。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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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断面

图 4-30 勾选断面

图 4-31 断面历史数据

主要功能：显示境内考核断面信息，状态和监测指标。

操作步骤：在下方选择框，选择考核断面即可查看境内水质考核站位置及监测指标。

● 监测指标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



图 4-32 监测指标

主要功能：显示站点监控参数（9 参）。

操作步骤：展开断面时，单击任意“站点图标”可查看断面基本信息及监测指
标。

● 历史数据

图 4-33 历史数据

主要功能：展示站点监测所有指标的历史趋势，可按需选时间及展示指标。

操作步骤：选择断面的情况下，单击“历史数据”> 按需选择日期/指定参数

● 实时和均值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1



图 4-34 实时和均值

主要功能：展示监测指标的均值（月均、日均、小时均值）

操作步骤：选中实时，查看实时（ 近一次）数值 > 选中均值，按需选择站点均
值类型

说明

数据频率大于1 小时的无均值显示

排水户

图 4-35 排水户

主要功能：显示境内所有排水户信息。

操作步骤：在下方选择框，选中排水户可在地图中查看排水户位置 > 展开排水户时，
单击任意“图标”可查看站点基本信息。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2



水文监测

图 4-36 水文监测

主要功能：显示境内所有水文站点位置，状态及监测指标。

操作步骤：在下方选择框，选择水文监测可在地图中查看水文站点位置 > 展开水文站
时，单击任意“站点图标”可查看水文站点基本信息及监测指标。

● 历史数据

图 4-37 历史数据

主要功能：查看站点监测所有指标的历史趋势，可按需选时间及展示指标。

操作步骤：打开站点状态下，单击“历史数据”。

● 实时排名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图 4-38 实时排名

主要功能：查看当前系统所有水文站的水位高低排名。

操作步骤：打开站点时，单击“实时排行”。

● 均值

图 4-39 均值

主要功能：展示监测指标的均值（月均、日均、小时均值）

操作步骤：选中实时，查看实时（ 近一次）数值 > 选中均值，按需选择站点均
值类型

说明

数据频率大于1 小时的无均值显示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水质站点

图 4-40 勾选水质监测

图 4-41 水质监测历史数据

主要功能：查看当前系统所有水质站点位置，状态及监测指标。

操作步骤：在地图下方选择框，选中水质监测即可在地图中查看到水质监测点的位置
> 展开水质站点时，单击任意“站点图标”可查看站点基本信息及监测指标。

● 历史趋势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



图 4-42 历史趋势

主要功能： 查看站点监测所有指标的历史趋势，可按需选择时间及展示指标。

操作步骤：展开“站点”时，单击历史数据。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4 实施步骤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6



5 修订记录

表 5-1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4-05-08 第一次正式发布。

解决方案实践
国蓝中天环保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实践 5 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1.0
(2024-04-0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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