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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

函〔2013〕154 号），《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标准制订

任务正式启动，项目统一编号：2013-79。本标准起草单位为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单位）和瑞邦晟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协作单位）。2015 年 9 月 10 日，“中科宇图天

下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接到本标准制订任务后，承担单位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的要

求，立即组织协作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召开了标准编制内部工作启动会，明确了任务分

工、工作计划，确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 

（2）开展项目调研 

2013 年 4 月至 5 月，按照《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

项目任务书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开展调研工作。标准编制组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搜索等方式

广泛收集资料，包括放射源技术利用相关专业文献、政策规定、标准规范及国内外放射源监

控系统相关技术发展现状等，并对收集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析。 

同时，为了使标准编制更加切合实际，标准编制组先后调研了原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

全中心、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以及原贵阳市环境保护局等单位的业务内容及案例，梳理

放射源监管过程中信息采集、传输与处理等过程的现状，初步确定了本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和技术路线。 

（3）完成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2013 年 9 月至 11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前期调研成果，结合环保物联网业务管理需求，

按标准编制相关要求撰写完成了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2013 年 12 月，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标准编制

技术路线、标准草案进行了研讨。会后，标准编制组结合专家意见，对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进行了修改完善。 

2014 年 2 月至 3 月，标准编制组参加了由原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组织的标准编制单位

内部交流会。会后，本标准编制组与《环保物联网 感知设备技术规范》《环保物联网 感知

设备位置编码》等标准编制组进行沟通，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4）标准开题论证 

2015 年 7 月，原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

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等 5 项标准的开题论证会，论证委员会由清华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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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和上海市物联网

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论证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本项目的开题论证。 

（5）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前期调研和研讨的基础上，2016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起草完成了《环保物联网 放射

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标准编制组分别于 2016

年 7 月、8 月、9 月三次组织相关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咨询与研讨，并在

此基础上对《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和编制

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6）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2021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组织召开了《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

与处理技术导则》等 5 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技术评审会。审查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关

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技术内容、编制工作过程的汇报，与会专家对该标准内容、编制依

据、适用范围等具体内容进行审查，提出了多项修改完善意见。会后，标准编制组多次组织

内部会议，并根据专家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放射源的安全管理，急需提高放射源应用中的安全监管、应急支

援、应急快速响应能力。因此，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意识到，采取切实措施来实现放射源

的实时监控工作势在必行，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放射源监控系统的建立成为可能。 

国内物联网应用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

在不足，相关环保物联网标准的制订相对滞后，不能有效指导和规范物联网在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应用。因此，在放射源监控领域制订《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

理技术导则》十分必要。 

本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规范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行为，实现放射源

监控信息的共享，加强对放射源技术应用过程的有效监管，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参考。 

3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3.1 国外物联网相关标准研究 

国外物联网标准研究起步较早，总体实力较强，欧洲、亚太地区和美国是物联网应用的

三大热点区域。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了智能传感器标准体系；ISO/IEC 成立了联合

技术委员会（JTC），针对标识、RF 接口、数据采集等方面开展工作，专门研究传感器网络

相关标准；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 ZigBee 协议具有低速率、低功耗、自组

织的特点，在物联网领域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在 2008

年 11 月成立 M2M 技术委员会，主要收集、定义 M2M 需求和架构，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对

M2M 设备、接口网关、应用、接入技术及 M2M 业务能力层进行了规范。 

3.2 国内物联网相关标准研究 

我国物联网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标准化体系尚未形成，但是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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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积极参与到物联网国际标准化工作中。2005 年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始对

传感器网络标准化工作进行研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在 2009 年 9 月正式成立，分为 8

个项目组，目前有 100 多家单位在工作组中共同推进传感器网络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标准

体系与系统架构的制定，还在通信与信息交互、协同信息处理、标识、安全、接口和行业应

用等领域开展相关工作。2010 年 2 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成立了泛在网技术工作委员会

（TC10），根据各运营商开展的与泛在网相关的各项业务，有针对性地开展标准研究。2020

年初，由阿里巴巴公司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开放物联网身份标识协作服务要求及功能架构》

（ITU-T Y.4462）正式发布。 

3.3 环保物联网标准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环保物联网主要的研究范围覆盖大气、水、海洋、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等

多个领域。主要体现三类特征：一是环境传感器更趋于低成本和微型化；二是环境监测与管

理更趋于大众参与；三是应用范围更趋于环境保护与交通、能源等其他领域相关联，从而形

成综合的环境保护决策。国内环保物联网标准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标准化工作正在快速推

进，其中 HJ 928、HJ 929 等环保物联网框架、术语标准已发布，目前正在开展环保各细分

领域物联网标准研究。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基本原则 

（1）先进性：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利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运用科学的

方法和先进的技术，保证制订的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2）继承性：标准制订过程中应加强与已有环境信息化标准体系的融合，并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和发展； 

（3）适用性：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要求； 

（4）规范性：在组织协调、标准认证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明确各参与方的职责以及

相互之间的工作衔接关系，推动、促进和保障编制工作的有序开展。 

4.2 技术路线 

（1）标准技术路线图 

本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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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2）标准制订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及解决途径 

技术难点主要是相关标准的调研和标准的编制。由于可借鉴资料少，编制过程中需要进

行大量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以及物联网类、信息安全类的成熟标准，并

进行讨论、调研和分析。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环保物联网放射源监控系统的建设，可为指导放射源监控系统建设及放射

源监控信息的应用提供参考。 

5.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共由 8 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 1 章为适用范围：概述了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了本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 

第 3 章为术语和定义：列出了在本标准中出现的相关术语及其定义。本标准引用了标准

中重复出现且与本标准内容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 8 项术语，分别是放射源监控系统、监控设

备、监控中心、放射源、固定放射源、可移动放射源、运输工具、废旧放射源。 

第 4 章为系统框架与功能：提出了环保物联网放射源监控系统的总体框架，包括信息采

集、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三部分，描述了各部分的功能。 

第 5 章为信息采集：提出了信息采集的基本要求，规定了监控范围、通讯方式、采集设

备及采集信息等内容。 

成立标准编制组 

开展相关调研工作 

编制标准开题报告并开展开题论证工作 

明确标准编制的要求和方法 

明确标准主要内容 

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编制标准送审稿 

编制标准报批稿 

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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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为信息传输：规定了放射源监控系统中信息传输要求和传输频度。 

第 7 章为信息处理：提出了数据有效性判定、数据校验、数据存储、数据展示和数据应

用的基本要求。 

第 8 章为信息安全：提出了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与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5.3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理解应用，标准定义了放射源监控系统、监控设备、监控中心、放射源、固定放

射源、可移动放射源、运输工具、废旧放射源 8 个术语。 

（1）标准中“放射源监控系统”的定义主要参考《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

传输标准》（HJ 212-2017）。 

（2）标准中“监控设备”的定义主要参考《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

准》（HJ 212-2017）。 

（3）标准中“监控中心”的定义主要参考《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

准》（HJ 212-2017）。 

（4）标准中“放射源”的定义主要参考《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002-2012）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 

（5）标准中“固定放射源”的定义主要根据本标准的内容及放射源管理的相关文献总

结而来。 

（6）标准中“可移动放射源”的定义主要参考《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18 号令）。 

（7）标准中“运输工具”的定义主要参考《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2019）。 

（8）标准中“废旧放射源”的定义主要参考《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 

5.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基于现有的信息技术以及物联网相关技术，充分利用感知、识别等

信息化手段，对放射源进行综合监控管理。为制订有效且符合当前主流技术的标准，我们参

考和研究了大量的相关政策、标准，以及成熟的相关项目和研究成果。标准在第 4 章明确了

放射源监控系统的系统框架与功能，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及第 8 章分别对信息采集、信

息传输、信息处理及信息安全的要求进行了说明。 

第 4 章规定了放射源监控系统的总体框架，主要分为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三

个部分，实现了对放射源监控信息的全面采集、可靠传输与处理应用。 

第 5 章信息采集，规定了放射源监控系统中信息采集的基本要求。通讯方式参考《污染

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 

第 6 章信息传输，规定了放射源监控系统中信息传输的基本要求。主要参考依据如下：

视频信息的封装格式参考《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2011）；视频信息的传输参考《实时传输协议》（IETF RFC 3550）规定的 RTP

协议，视频信息传输延长时间参考《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

要求》（GB/T 28181-2011）；辐射水平、所在位置信息传输报文结构参考《环境污染源自动

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HJ/T 352-2007），信息传输参考《污染物在线监控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传输频度参考《环境监测信息传输技术规定》

https://www.so.com/link?m=bXYywdbLujMlxHxJCKEnDIM/azaFIqPEtE8LUvBWHFVG1UFayi8MUP5Bx1nR6T7NcFZ6yETkveT5G0J2J7OQhTQJj5ROpXBs5xGEQMKz4HUIEYnx36YF4S31oQaNAcORcBUc2zOjHoVc1p/V2KN9HD47E/qYrZHOFRVjf0VB5J67mB9+iyVqpryhxYTASZHc34puq4kSnlAoG2JCRn8vLJ8PEPhJmiThnVMV4wBm4f6c/GL5+zvegwgEmX7IM1ik2mM4Hve2Jmox7/bnA3+cuE0Om5T2Sspb0Cr2YZp84qfubHaPByiZUsst3ZtBbT03kZo5sUeluRNLSg5lL7GnOr8MA10btk7NFM3rg1z40IrC20z0k
https://www.so.com/link?m=bXYywdbLujMlxHxJCKEnDIM/azaFIqPEtE8LUvBWHFVG1UFayi8MUP5Bx1nR6T7NcFZ6yETkveT5G0J2J7OQhTQJj5ROpXBs5xGEQMKz4HUIEYnx36YF4S31oQaNAcORcBUc2zOjHoVc1p/V2KN9HD47E/qYrZHOFRVjf0VB5J67mB9+iyVqpryhxYTASZHc34puq4kSnlAoG2JCRn8vLJ8PEPhJmiThnVMV4wBm4f6c/GL5+zvegwgEmX7IM1ik2mM4Hve2Jmox7/bnA3+cuE0Om5T2Sspb0Cr2YZp84qfubHaPByiZUsst3ZtBbT03kZo5sUeluRNLSg5lL7GnOr8MA10btk7NFM3rg1z40IrC20z0k
https://www.so.com/link?m=bkV4mmvaqeqtcbJIkZC7smsjmK1lPgpOZ/4+lgIEdmSFObgoJm76PaVCWTATM2lc2qZwqFQwbk5dEv7kyEPA6fiX4reCPYBevDzJKjkJ7iQzDQq4rKrkxbZ3NXyfCWrSTC6GzIA==
https://www.so.com/link?m=bkV4mmvaqeqtcbJIkZC7smsjmK1lPgpOZ/4+lgIEdmSFObgoJm76PaVCWTATM2lc2qZwqFQwbk5dEv7kyEPA6fiX4reCPYBevDzJKjkJ7iQzDQq4rKrkxbZ3NXyfCWrSTC6GzIA==
https://www.so.com/link?m=bkV4mmvaqeqtcbJIkZC7smsjmK1lPgpOZ/4+lgIEdmSFObgoJm76PaVCWTATM2lc2qZwqFQwbk5dEv7kyEPA6fiX4reCPYBevDzJKjkJ7iQzDQq4rKrkxbZ3NXyfCWrSTC6GzIA==
https://www.so.com/link?m=bkV4mmvaqeqtcbJIkZC7smsjmK1lPgpOZ/4+lgIEdmSFObgoJm76PaVCWTATM2lc2qZwqFQwbk5dEv7kyEPA6fiX4reCPYBevDzJKjkJ7iQzDQq4rKrkxbZ3NXyfCWrSTC6G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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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60-2013）、《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技术规范》（HJ 1009-2019）。 

第 7 章信息处理，提出了数据有效性判定、数据校验、数据存储、数据展示及数据应用

的基本要求。主要参考依据如下：数据有效性的判定参考《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技

术规范》（HJ 1009-2019）；数据校验参考《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的附录 A 循环冗余校验（CRC）算法；数据存储参考《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过程

（工况）监控系统安装及验收技术指南》（T/CAEPI 25-2020）。 

第 8 章信息安全，对信息安全进行了规定。信息安全参考《环境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HJ 729-2014）。 

附录 A 参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GB 2312-80）、《信息技术通用多

八位编码字符集（UCS）》（GB 13000-2010）。 

6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放射源监控相关技术会不断发展和创

新，本标准中的相关技术会发生较大变化，相应的标准规范也应随之进行修订。因此，建议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标准进行不断修

订与完善，使其实用性、可操作性与时俱进，不断满足放射源监控系统建设和管理的需求。 

http://www.doc88.com/p-97518509160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