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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俞辉、周进、喻果、黄书华、沈燕飞、薄翠梅、高世达、彭岳、 张贺、赵涛、常璐璐、

周通、张梦怡、何文敏、郝培华、谈怡君、丁园、徐启，李为相、郇洪江、黎刚、吴昌子、李俊、张泉灵、张登峰。

Ⅲ



DB32/T 4681—2024

污染源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中视频监控系统的总体架构、视频监控点位及摄像头安装、设备

选型、安装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污染源排放企业污染源监测站房、废水排口、治理设施、大气无组织排放点及大气有

组织排放点的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A/T 36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前端监控系统  front end monitoring system
安装于重点排污单位现场端实时监视自动监控站房运行情况的系统。

注： 主要由监视点、网络硬盘录像机（NVR）和交换机等设备组成。

3.2 
监控点  monitoring point
现场视频监控信息的采集与控制模块的集成。

注： 主要包括摄像机及其配套设备（镜头、防护罩、云台、照明等）。

3.3 
监控站  monitoring station
一个或多个监视点设备进行集中管理的站点，对监视的视频图像及其他数据信息进行编码、处理以

及管理、储存和转发。
注： 对于具有数据上传功能的网络摄像机等一体化设备，逻辑上既是一个监控点，又是一个监控站。

3.4 
视频管理服务器  video management server
视频设备接入管理及视频数据储存的设备，并可通过网络连接提供实时的流媒体服务。

3.5 
污染源排放口  pollution sources emission outlet
固定污染源向外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法定排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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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监测监控站房  online monitoring room
专门用于放置自动监测分析仪、数据采集仪、视频设备存储及其附属设施的房间。

3.7 
治理设施  cleaning facilities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吸附、分解或转化各种气体和水污染物，降低其排放速率和排放浓度的

设施。

注： 包括吸收装置、吸附装置、冷凝装置、膜分离装置、燃烧（焚烧、氧化）装置、曝气池、二沉池、自动监测采样区、巴歇

尔槽排放段、物料堆场、物料装卸、物料传输、生物处理设施或其他有效的污染处理及存储等设施。

3.8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注： 例如开放式作业或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排到环境中，大气污染物经过低于 15 m 的排气筒

排放也视为无组织排放。

[来源：GB 16297—1996，3.4，有修改]
3.9 

有组织排放  organized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经过不低于 15 m 的排气筒排放。

4 总体要求

4.1 互通性

现场各监视站、监视点的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视频监控设备应支持通

过互联网视频转发器与监管部门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数据平台）对接，实现统一管理。

新建视频设备应支持 GB/T 28181，已建视频设备应按照 GB/T 28181 等标准协议进行升级改造，

通过协议接入数据平台。

4.2 同步性

数据平台、监视站、监视点应具有时钟同步的功能。

4.3 安全性

数据平台、监视站、监视点应具有安全保护措施，防止非法接入、病毒感染、雷击、过载、断电、电磁干

扰，特殊环境下应具有防水防爆要求。

4.4 稳定性

现场监视点设备对传输演示、丢包率、吞吐率、时延抖动、响应时间等稳定性要求应满足 HJ 212 的

要求。

4.5 智能性

现场监视点和监视站应支持区域入侵、越界、徘徊、视频遮挡、黑屏、过曝等异常侦测，对可疑情况进

行记录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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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存储

前端监控系统应对实时视频信息或图片信息进行 24h 不间断存储，存储时间至少达 3 个月。系统应

支持智能后检索，配合 NVR 支持事件的二次检索分析，具有历史图像调用回放功能。

5 总体架构

数据平台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平台总体架构图

污染源视频监控系统部署采用两级部署模式。前端监控系统负责实现各污染源排污口及采样区、监

测监控站房、治理设施以及无组织排放点等区域视频综合采集、实时传输和本地存储。数据平台对前端

排污单位监测区域的视频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具备监控视频业务联动功能，可实时预览及回放各监

控点监控视频，对前端监控设备进行云台操作以查看站房环境，通过视频监控和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

业务融合，完成异常自动取证与动态报警，将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与视频监控的图像信息进行融合。

6 监控点位及摄像头部署要求

6.1 监控点位

排放废水的固定污染源视频监视点位应包括但不限于：废水排放口、废水采样口、雨水排放口、清水

排放口、监测监控站房、具备监控条件的污染治理或存储设施。

排放废气的固定污染源视频监视点位应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监控站房、具备监控条件的无组织废气

主要排放点。如废气排放口监控点位不满足平视或俯视排口要求的，可增加废气排放口监控点。

3



DB32/T 4681—2024

6.2 摄像头部署

6.2.1 监控监测站房

安装具有人像自动抓拍功能的半球摄像机，监测站房内相关设备运行和人员出入情况：

a） 摄像机拍摄范围应包含站房门、自动监测设备、数采仪、视频检测箱等关键设施设备；

b） 被拍摄区域应占整个站房面积的 75% 以上；

c） 摄像机拍摄范围内中应无遮挡物；

d） 摄像机安装位置应避免电磁干扰。

6.2.2 废水、雨水及清水排放口和废水采样口

安装枪式摄像机，用于监控排放口废水排放、自动监测设备采样、雨水及清水排放等情况。

a） 安装点位监视画面应覆盖自动监测采样区、巴歇尔槽排放段（不能使用覆盖物阻拦视线），否则，

应增加 1 个监控点位，补充未监控区域。

b） 摄像机应固定安装在废水排口正上方，镜头正对明渠和计量槽堰，至少占据监控画面 2/3，高度

及俯视角度应避免镜头被阳光直射和水面反射，监控画面能清晰反映排放液体的颜色、浊度等

物理特征。

c） 下沉式排口或其他特殊排口，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摄像机位置，以确保视频图像效果。

d） 夜间应采用补光设备，保障视频画面能清楚识别排放物、采样设备。如有需要，应增加热成像

功能。

e） 摄像机安装位置应避免电磁干扰。

6.2.3 大气无组织排放点

大气无组织排放区域安装球型摄像机，监控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况：

a） 摄像机安装固定杆体上或其他合适的位置，对物料堆场、 装卸、传输等点位废气无组织排放进

行监控；

b） 杆体及摄像机应安装在不易受外界损伤的位置，且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和人员正常活动。

6.2.4 大气有组织排放点

安装枪型摄像机，监控废气有组织排放情况：

a） 摄像机安装固定杆体上或其他合适的位置，高度及俯视角度应避免镜头被阳光直射和水面反

射，监控画面能清晰反映排放废气的颜色、黑度等物理特征；

b） 杆体及摄像机应安装在不易受外界损伤的位置，且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和人员正常活动。

6.2.5 治理设施

安装球型摄像机监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a） 摄像机安装固定杆体上或其他合适的位置，360°监控范围内无遮挡物，可监控主要污染治理

设施；

b） 杆体及摄像机应安装在不易受外界损伤的位置，且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和人员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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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备要求

7.1 视频采集设备

安装枪式网络摄像机具体要求：

a） 能全天候工作，白天和夜间都可以拍摄清晰的视频，枪式网络摄像机不低于 200 万像素，球型网

络摄像机不低于 400 万像素并且可自动聚焦；

b） 照度较低或补偿性光源较弱的区域应达到夜视效果的星光级超低照度，应满足最低照度彩色

0.002 lx，黑白 0.000 2 lx，0 Lux（红外灯开启）；

c） 视频编码格式支持 H.264 或 H.265，视频传输符合 ONVIF 和 GB/T 28181 的要求；

d） 支持视频字符叠加技术（OSD）；

e） 支持宽动态、强光抑制、背光补偿、电子防抖、3D 数字降噪；

f） 支持多种智能分析，如绊线入侵，区域入侵，场景变更等；

g） 支持防浪涌，防静电，防雷设计，防护等级至少达到 IP65。

7.2 网络硬盘录像机（NVR）要求

NVR 具体要求如下：

a） 采用标准机架式，嵌入式软硬件设计；

b） 支持网络视频接入不低于 16 路；

c） 支持本地存储至少 3 个月；

d） 支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e） 支持不少于 1 个千兆光口；

f） 支持 16 路报警输入、8 路报警输出，支持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式；

g） 支持 ONVIF、PSIA、RTSP 协议接入平台；

h） 支持 H.265/H.264/MPEG4/MJPEG 视频压缩标准；

i） 具备实时视频预览、录像存储、点播回放、设备管理、图像输出等功能；

j） 具备侦测和分析、与相关报警联动的功能。

8 安装、联网、验收和维护

8.1 安装要求

8.1.1 布线、供电、接地

布线、供电、接地具体要求如下：

a） 监视站和监视点应独立供电，有条件的可采用双路供电；

b） 监视站和监视点应具备不间断供电功能，UPS 系统设计后备时间不低于 8h；
c） 室内外布线按照国家电气化工程标准和有关规定进行；

d） 布线、供电和接地应符合 GB 50348 和 GA/T 367 的相关规定。

8.1.2 布杆与机箱

布杆与机箱具体要求如下：

a） 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安装方式，应采取防止摄像机在不利工况下抖动的措施，坚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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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杆焊接符合 GB 50205 的要求，机械强度满足安装的最高风力等级，抗震、摆动幅度不超过

15 mm，杆体进行热镀锌处理，表面喷涂户外耐候涂料；

c） 机箱能放置电源、网络传输设备、编解码设备、配线架，机箱和立杆统一接地；

d） 机箱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5。

8.2 联网要求

联网具体要求：

a） 监视点到监视站的视频图像传输采用双绞线或光纤传输的方式；

b） 利用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传输信道进行监控视频图像的传输，带宽应不低于 4 Mbps/路；

c） 采用 TCP/IP 方式，支持组播、网络流量平衡控制等功能，支持流媒体代理转发服务，实现与数

据平台联网，并符合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第一级有关要求；

d） 视频数据可通过设备直接上传、专用设备转发、平台级联等方式接入数据平台，可采用公网或专

网传输；

e） 前端设备与信号直接接入的江苏省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相应设备间端到端的信息延迟时间应

不大于 2 s。

8.3 验收

8.3.1 验收的主体为视频监控设施的建设方。

8.3.2 经试运行，承建单位和建设单位确认达到设计报告和合同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移交。

8.3.3 验收资料应包括：

a） 合同书以及相关协调记录；

b） 设计方案；

c） 设备的技术说明、有关图纸；

d） 用户手册；

e） 施工报告；

f） 试运行报告；

g） 备案登记信息；

h） 其他相关文档。

8.4 维护要求

8.4.1 制定运行维护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8.4.2 日常巡检和维护，保障设备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确保视频采集设备的在线率不低于 95%。

8.4.3 发现故障，应尽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9 编址、命名和编码

9.1 地址分配

符合数据平台和各网络运营商商定的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 IP 规划要求。

9.2 监视点命名

一个监视点对应一个命名，按照辖区+监视单位（关键字）+前端监控系统代码+监视点编号+摄像

机类型+编号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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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设备位置：无锡市/新吴区+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CEMS 监控站房+1 号+枪型网络摄像机+01 号，

命名应为：无锡新吴惠联热电废气站 1 枪机 01。

9.3 监视点编码

一个监视点对应一个编码，具体为由 24 位固定长度的字母数字混合格式组成，编码分为三层，如图

2 所示。

图 2　摄像机编码结构

a） 第一层：排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采用 18 位数字字母混合格式表示。

b） 第二层：前端监控系统编码，前端监控系统一般部署于自动监控站房内，可按自动监控站房进行

编码，采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第一位代表监测站房类型，1 为废水监测站房，2 为废气监测站

房；第二位代表站房编码，即 1~9，默认为 1，多个相同站房类型数字编码依次递增。

c） 第三层：摄像机设备代码，采用 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第 1、第 2位代表设备类型，即 01~11，取值见

下表；第 3、第 4位代表设备编码，即 01~99，默认为 01，多个相同设备类型设备数字编码依次递增。

设备类型码见表 1。

表 1　设备类型码

设备类型

网络高速球机

网络中速球机

网络枪型摄像机

网络半球摄像机

网络筒型摄像机

高速球机

中速球机

枪型摄像机

半球摄像机

筒型摄像机

其他

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示例：

设备位置：无锡市/新吴区+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CEMS 监测站房+1 号+网络枪型摄像机+01 号。

编码应为：9132020075798665X1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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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2］ GB 50395—200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3］ GA/T 751—2008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4］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5］ HJ 355—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6］ HJ 608—2011　污染源编码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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