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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助力企业环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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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基于可视化展示技术、综合信息融合与空间分析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构建中国石化勘探开发环

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进行环境敏感目标、生产设施风险管理及环境风险查询与分析。该系统用于分析各类环

境敏感因素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规避投资风险和环境风险，保证有效投资，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对策建议，从而在企业的环保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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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特别

是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部分环

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列入刑事案件，在法律层面

进一步凸显国家和地方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

度。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发布了生态红线，环境管

理部门执法趋严，迫使企业进一步提高环保管理水

平，全面掌握企业面临的各类环境风险，加强风险管

控意识。

在勘探开发过程中，为更好的保护环境敏感区，

降低环境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需要查清各类环境敏

感目标在矿权区域及其周边的分布情况。中国石化

勘探开发区块中涉及各类环境敏感区，存在各类生产

设施环境风险。为满足各企业在矿权区域产能建设

和油气生产过程中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与评估的需要，

建设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为勘探开发矿权区域环

境敏感因素的信息化、可视化应用提供便捷、可靠的

共享应用平台［１２］，是支撑勘探开发工作的有效路径

之一。

１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简介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收集中国石化勘探开发

区涉及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生态

红线区等各类环境敏感目标及其监管法律法规要求，

通过对矿权区域内环境敏感区识别、分析与评估，明

确敏感区分布及相关各级部门的管理要求，摸清矿权

区域内允许建设区域、限制建设区域和禁止建设区

域，从而保障中国石化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严

守生态红线的要求。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主要包括８个功能模块：

数据组织与管理、环境敏感目标管理、生产设施环境

风险管理、环境敏感因素识别与分析、环境风险查询

与分析、勘探开发业务支持、环境敏感目标影响监管

与移动应用。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应用架构见图１。

图１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应用架构

１．１ 数据组织与管理

环境敏感区域数据涉及基础空间数据、行业数据

和专题数据以及非结构化资料数据等。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归类、规范、入库，基于数据库实现统一数

据管理和发布。

１．２ 环境敏感目标管理

实现对勘探开发矿权区域涉及的各类环境敏

感目标的管理功能。对各类环境敏感区的名称、

类型、级别、范围、规划时间、行政区域、相关的法

律法规管理要求、环保应对措施、附属资料等进行

管理［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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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生产设施环境风险管理

实现对管线、站库、井场及其他各类生产设施环

境风险目标的管理。各企业建立环境风险清单，定期

对环境风险进行识别和定级，掌握各类生产设施环境

风险目标分布和动态情况，对生产设施环境风险进行

分级管控。

１．４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与分析

提供勘探开发矿权区域各类环境敏感因素及其

相关管理要求，为勘探开发部署提供决策支持。

１．５ 环境风险查询与分析

提供勘探开发矿权区域各类环境风险的识别和

查询服务，为勘探开发管理工作和环境风险管控提供

决策支持。

１．６ 勘探开发业务支持

为勘探开发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层面提供环境敏

感因素的风险分析和信息支持，辅助企业管理和规避

环境敏感因素风险，支持勘探开发经营管理决策，提

升生产管理效率和信息化水平［４５］。

１．７ 环境敏感目标影响监管

实现开发生产设施敏感分析统计、环境敏感影响

分级等功能，支持企业对环境敏感目标影响的监管。

１．８ 移动应用

基于ＩＯＳ和安卓的 ＡＰＰ开发，应用主流的平板

和手机，实现矿权敏感因素分析、开发生产设施环境

敏感因素分析、环境风险识别分析、敏感因素智能提

醒功能，满足各层面用户使用移动设备便捷管理的

需要。

２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技术特点

２．１ 基于大数据的地图渲染展示技术

利用ＧＩＳ技术，将勘探开发矿权区域各类敏感性

因素以地理信息的可视化方式进行集成，各类敏感性

对象要素全面、准确、直观地体现，达到油田勘探、开

发、生产布局等情况一收眼底的目的。

在地理信息地图中涉及大量业务空间数据，大量

监测点要求ＧＩＳ具备快速展示与渲染、ＧＩＳ动态聚合

服务能力，可实现１０万个点以上大数据点的快速动

态加载，根据人体视觉要求，逐级加载，解决海量数据

点服务加载的技术难题。

２．２ 综合信息融合与空间分析技术

将地理信息、环境敏感因素和勘探开发区建设业

务数据结合，进行全方位展示、多方面的信息协同和

空间分析。通过映射关系，将环境敏感性信息与地图

图形对象结合，使抽象信息在地图空间中得到真实的

图形化体现，揭示业务对象的更深层空间关联信息，

为生产决策提供全面、直观、综合性的分析依据。

２．３ 地图服务引擎共享交换技术

提供标准地理信息ＯＧＣ服务，同时通过服务提

供者、服务聚合器将 ＡｒｃＧＩＳ服务、地图服务等服务

集成整合，按照地图公共标准空间数据提供给其他相

关业务系统应用，避免数据的重复建设，实现企业公

共数据资产最大化利用。

２．４ 地图切片服务

对平台的本地数据、地图进行“切片”处理，提供

图片调用的外部接口，供相关应用系统调用集成。依

托ＧＩＳ平台进行地图的切割和发布，提供快速地图发

布、浏览、查询和高响应速度，实现地图的完美展

示［６７］。地图图片服务流程见图２。

图２　地图图片服务流程

３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应用成效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的应用，对于新建项目，

可以进行环境敏感因素的识别和分析，提前优化，避

开环境敏感因素，规避环保风险，避免投资浪费；对于

已建设项目，可以识别出已划定在环境敏感区的勘探

开发生产设施，降低环境风险，保护投资价值，并掌握

企业存在的生产设施环境风险信息，识别生产设施环

境风险与环境敏感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有效管理和控

制生产设施环境风险，避免发生环保事故。

首先，优化勘探开发方案设计审核流程，助力企

业降本增效。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为勘探开发前

期方案编制提供敏感目标的识别与分析功能。系统

上线后，优化了勘探开发方案设计审核流程，井位设

计人员在设计阶段即通过信息系统对方案中的井位

部署坐标批量进行环境敏感因素识别与分析，以便发

现涉及到生态红线等各类环境敏感因素的井位，优化

调整井位，规避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损失，保障企业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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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开发投资的有效性，提高企业效益。

其次，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工作效率，支撑

环保管理。环保管理人员和勘探开发业务人员在网

上即可通过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对勘探开发部署

方案进行批量的环境敏感因素识别与分析，系统能够

自动输出环境敏感因素分析报告，给出明确的法律法

规条款要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清晰地标明允许建设

区域、限制建设区域和禁止建设区域，从而大大缩短

了环境勘查的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有利于避免违

规作业，减少环境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有效地支撑

了企业环保业务管理。

最后，基于生态红线、法律法规数据分析，辅助顶

层决策。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为勘探开发新区建立

完整的敏感目标信息库，系统收集、入库了２０多个省、

市、自治区敏感因素目标及其监管法律法规数据，并通

过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手段展示矿权区域受生态红

线的影响情况，从而辅助主管部门和油气田企业对矿

权区块的退出、置换和勘探开发投资进行决策。

４　结束语

环境敏感因素识别系统将中国石化勘探开发矿

权区域环境敏感因素识别与评估成果和地理信息平

台进行有效的信息整合，有利于在勘探方案部署阶段

及时了解各类环境敏感目标的管理要求，针对性地提

出环境保护对策建议，为中国石化各企业勘探开发方

案的调整、完善和实施提供环保决策依据；规避油气

勘探开发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和投资风

险，使环保管理具有前瞻性，做到依法合规生产，助力

企业有效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实践者和推动

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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