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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环境保护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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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达了编制《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的任务，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作为标准编制项目的承担单位。

本标准针对物联网技术在环保工作中的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从实际应用角度分析环保

物联网的专业术语，完成制修订任务及相关技术性工作。

1.2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

接到标准编制任务后，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成立工作组，其中包括“专家顾问组”、“质

量控制组”、“标准编制组”和“综合服务组”四部分：“专家顾问组”由环境信息化专家、

物联网领域专家、IT 专家、标准化专家、信息化咨询专家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主要负责

标准研制路线的研讨、标准内容的内审等相关工作；“质量控制组”根据国家标准编制的相

关规定以及标准项目的具体工作要求，对标准文本、服务的质量进行监控；“标准编制组”

在制订标准过程中负责标准文本的编写、研讨；“综合服务组”负责标准服务联系管理等日

常工作。

（2）资料调研和实地调研

编制组成立后立即着手资料调研和实地调研等前期准备工作。

编制组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了解物联网标准及其发展情况，对相关术语标准做了充

分调研。

2013年 3月 14日，编制组赴内蒙古自治区污染物在线监控中心调研，观看内蒙古环保

物联网监控平台和污染物自动监控系统的演示，听取内蒙古环保厅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并

实地考察企业电厂工况自动监控系统设备的运行情况。

2013年 3月 28日，编制组赴天津市环境保护科技信息中心进行调研，吸取天津市环境

保护科技信息中心编制 HJ/T 416-2007《环境信息术语》标准的经验，同时征询与会专家对

《环保物联网术语》的编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013年 4月 10日，编制组赴江苏省无锡市实地调研，与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进行研

讨交流并参观展厅；参观感知中国博览园；对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及污染源自动监测站现场进

行调研。

（3）系列标准座谈会及研讨会

2013年 3月 18日，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召开座谈会对环保物联网标准技术进行交

流研讨，总结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安排了后续工作。

2013年 12月 10日，环境保护部科技司在北京组织召开环保物联网标准专家研讨会。

会上对环保物联网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体介绍，与会专家对环保物联网标准编制工作提出意

见与建议。

（4）编制开题报告及标准草案

在资料调研及实地调研基础上编制组完成了标准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稿的编写并提交

审核，申请召开开题论证会。

2015年 7月 23日，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与会单位包

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环境保护部应急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卫星应用中心、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共同对

环保物联网标准进行了开题论证，提出了标准修改意见。

（5）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16年 11月 4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在北京会议中心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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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会，与会单位包括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信息中

心、环境卫星应用中心、环境保护部应急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地理资源与科学研究所、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共同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技术审查，

提出了标准完善意见。

2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相关行业概况

当前全球物联网相关技术、标准、应用、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物联网核心技术持续发

展，标准体系加快构建，产业体系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开展物联网标准研究的国际组织

主要有：欧洲电信标准研究所（ETSI）、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协

会（ISO/IEC）等。物联网技术涉及的领域众多，各标准化组织进行各自领域标准化工作，

标准分布较分散。从国际物联网标准化整体状况上看，物联网标准制订主要围绕架构分析，

需求分析、体系建设开展。在物联网涉及的不同领域中，标准化成熟度不一样，以 RFID、
互联网技术标准发展较为成熟，物联网相关标准化组织正积极推进着相关标准化工作。

我国的物联网标准研制也处于初始阶段，物联网国家标准的制订主要由中国物联网标准

联合工作组进行统筹组织，该联合工作组包含全国 11个部委及下属的 19个标准工作组，其

中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和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WGSN）是我国物联网标准研制的核心力

量。此外，物联网标准制订方面还有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泛在网技术工作委员

会（TC10）、中国 RFID产业联盟等一批产业联盟和协会，它们积极开展联盟标准的研制工

作，推进联盟标准向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转化。

物联网是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而环境保护是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典型领

域，物联网应用成为推动环境管理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型环保产业的重要手段，对促

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20世纪末期，我国启动传感网研究后，环保作为应用试点领域之一，开始 RFID等技术

的初步应用。

1999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在全国推广环境在线监控系统，这是对环保物联网的最

早探索和实践。

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 28号文件，公布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并于

当年 11月 1日起开始实施。此后，环保物联网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化进程加快，相

关技术在环保领域已经取得了小范围的应用，如一些市、区建成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在线

监控系统，对环境质量、企业环保设备等基本情况进行自动监测。

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染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

“三大体系”。提出约 7000个重点排污单位自行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同时，建设国家、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三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并联网，从而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测

到的国控重点污染源排放数据及时传送到三级监控中心，为排污申报、环境执法提供依据，

为环境应急、减排决策提供支撑。

2009年，国务院提出要加快推进物联网发展、建立中国感知中心，物联网技术的重要

性进一步凸显，并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中国环境一

号卫星在轨交付，支持通过光学、红外、超光谱等多种遥感探测设备采集数据，可用于大型

水体监测、沙尘暴监测、秸秆焚烧监测、区域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监测、环境风险排查等方面。

目前，环保物联网建设热潮已在全国各级环保部门不断延展，各地纷纷展开环保自动监

控、应急处理等系统的建设。如山西省提出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环保物联网，并投资

10亿多元建成全省环境监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成都、无锡、山东被确立为国家环保

物联网示范城市、示范省等。

2.2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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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指出“目前我国物联网在众多领域已得到应用，尤其

在环保监察中展开了广泛应用。”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利用物联网和电子标识等手段，对危险化学

品等存储、运输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监控。”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指出“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化学

品管理、环境信息及物联网、遥感环保应用等标准体系设计。”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物

联网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信息

资源共享。”

《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加强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等领域标准的研制，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标准体系，提升生态环

境友好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环保物联网名词术语及相关定义的确立，是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建设项目实施、

信息共享管理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础。《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颁布、实施、执行

和各省市环保物联网的示范应用建设，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相关名词和术语的定义、引用、

解释和应用问题。但目前我国的环保物联网建设尚处于摸索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头建设，缺

乏对环保物联网体系的全面梳理和交流研究，在相关名词和术语的应用上缺乏统一认识，存

在对名词和术语定名混乱、定义不准或歧义、用名不当等现象，这对我国环保物联网的发展

非常不利。因此，当前我国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中亟需对相关名词和术语进行规范化和标准

化。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本标准涉及的内容较广，包括环保物联网的技术、设备以及建设等新兴领域，在国内外

尚无类似的综合性术语标准可以参照。因此本标准的编制属于一次较新的尝试，在对国内现

有的各种环境保护术语标准、物联网发展的规范总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参考 ISO、
ITU、ETSI、IEEE、3GPP、IETF等国际组织和我国泛在网工作委员会(TC10)、传感器网络

标准工作组（WGSN）等组织的相关成果，另参照国外的一些技术文献，完成本标准的编制。

3.1国内环保物联网领域术语标准及相关技术文献

[1] 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2] 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

[3]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4]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发展规划

[5] 国家环境信息化 2009-2015年总体发展规划

[6]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7] 物联网标识白皮书（201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2013
[8] 物联网白皮书（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2011
[9] 中国环保物联网应用白皮书（2011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011
[10] GB/T 16785-2012 术语工作 概念和术语的协调

[11] GB/T 10112-1999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12]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1部分：总则

[13]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2部分：术语

[14]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3部分：通信与信息交互

[15]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4部分：接口

[16]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5部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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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B/T 30269.2-2013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6部分：标识

[18]GB/T XXXXX 《物联网 术语》

[19]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20] HJ 640-2012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21] HJ 622-2011 环境保护应用软件开发管理技术规范

[22] HJ 561-2010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

[23] HJ 460-2009 环境信息网络建设规范

[24] HJ/T 416-2007 环境信息术语

[25] HJ/T 418-2007 环境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规范

[26] HJ/T 419-2007 环境数据库设计与运行管理规范

[27] HJ/T 352-2007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

[28] HJ/T 192-2006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29] HJ/T 193-2005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30] HJ/T 212-2005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31]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2] HJ/T 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3] HJ/T 129-2003 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34] HJ/T 92-200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35]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36] HJ/T 61-200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7] 邬贺铨编著.环保物联网的设计思考.中国工程院.2012
[38] 柳絮编著.中国环保物联网应用战略研究.赛迪世纪.2012
[39] 李鸿涛，曾苑汕，王鸯鸯编著.浅析物联网在环保产业中的应用.技术与工程应

用.2012
[40] 何春银，刘珏编著.环境监控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初探.技术热点.2012
[41] 王红，胡辽克编著.浅谈我国物联网标准化发展.研究与探讨.2012
[42] 王晓东，李妍，孟金，于森，朱锐，张树礼编著.物联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应用

及研究进展.物联网技术.2012
[43] 尹晓远，李红华，杨竞佳编著.智慧环保物联网及技术应用示范.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
[44] 张权，王燕，韩海东，张志远编著.物联网在海洋环境监测中的研究进展.海洋技

术.2012
[45] 张晖编著.我国物联网体系架构和标准体系研究.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11
[46] 诸瑾文编著.物联网技术及其标准.中兴通讯技术.2011
[47] 杨子江编著.物联网：提升环境监控能力的抓手. 观察与思考.2011
[48] 张宏伟编著.物联网在环境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2011
[49] 李国刚，李旭文，温香彩编著.物联网技术发展与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建设. 中国环

境监测.2011
[50] 张绍钧，叶志申，黄仁泰编著. 物联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信息化研究.2011
[51] 孙卫国，董宝善编著.RTU产品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 自动化博览.2011
[52] 熊春花，云亮编著.基于 3G和物联网的智能环境监控应用研究. 电信技术.2011
[53] 陈天瑜，欧阳卫华，夏光耀编著.三位一体打造智能环保网——物联网技术在环境

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科技创新导报.2011
[54] 袁洁，张世达编著.以电子环保标志为载体构建机动车污染控制物联网体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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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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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郁鸣刚编著.物联网标准体系与应用举例.标准化论坛.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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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外环保物联网领域术语标准及相关技术文献

[1] “Terms and definition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Rec. ITU-T Y.2069 (07/2012).
[2] Louis,C., & Johan,E.“The Internet of Things – Promise for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IST-Africa 2011.
[3] Debasis,B.J.S.“Internet of Things ：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echnology and

Standardization”. Wireless Pers Commun (2011).
[4] Thomas,M.“Internet of Things and Co-creation of Value”. IEEE Social Comput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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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gs”.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November 2011.
[6] Antonio,I., Christian,F., Jin,M., & Giacomo,M.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 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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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 IEEE 2010.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环保物联网术语涉及的范围很大，确定采编范围、选取原则是编制工作的重点。本标准

定位在围绕物联网技术在环保工作中的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从实际应用角度分析环保物联

网的专业术语。与现阶段国家正在组织制订的通用物联网标准中的术语标准存在本质区别，

虽存在部分引用通用物联网标准中的术语，但大部分为环保物联网独具的术语。

《环保物联网 术语》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

基于对环保物联网技术体系准确的、统一的理解，针对环保物联网领域的相关概念去选

词。

（2）实用性

重点选取环境保护工作中与物联网相关的主要业务术语和近几年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

中的一些常用术语。词条释义主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出台的相

关文件、环境术语、物联网术语标准、教材和词典等内容。

（3）系统性

环保物联网术语标准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建设，各标准术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作为一个

统一的整体而存在。选择收录环保物联网建设以及应用中经常涉及的环保物联网术语，依据

《环保物联网 总体框架》进行分类，充分体现相应的环保物联网标准中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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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进性

编制过程中充分体现等同采用或引用国际、国家标准以及当前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精

神，以达到环保物联网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保持先进性的目的。

（5）预见性

在编制《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时，既要考虑到目前的环保物联网技术水平，也要对

未来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所预见，使其能适应各项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

（6）可扩充性

应充分考虑环保物联网建设的发展形势对标准提出可更新、扩展和延伸的要求。《环保

物联网 术语》标准的内容与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相适应，随着技术

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建议在 3-5年内再次修订，对术语进行调整。

4.2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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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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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论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论主要分为选词方向、资料查阅及调研、词条定义

3个步骤，具体如下：

（1）选词方向

根据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的业务范围，分别从物联网总体架构和环境管理业务两方面确

定选词方向。在物联网层面，选词方向包括总体框架、感知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

等技术成果；在环境管理业务层面，选词方向包括大气、水、土壤、生态、噪声、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核污染与电磁辐射等环境因素自动监控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成果。《环保物联网

术语》的选词方向则为物联网层面与环境管理业务层面的交集，即物联网技术在环保行业领

域的应用。

（2）资料查阅和调研

结合实地物联网技术应用案例调研，从近几年物联网领域和环保行业领域的发展成果资

料中，收录出现频率高、与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关系密切的环保物联网术语，包括已颁布的

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政府相关文件、环境保护部相关文件、已颁布或实行的相关环保行业和

物联网技术相关标准、宣贯教材等书籍出版物、权威性的词典、相关论文与研究报告，以及

国外环保物联网相关领域的技术文献等。

（3）词条定义

在确定术语定义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一个术语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定义，编制组在

确定定义时根据其定义的法律性及权威性，按照从已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政府相关文

件、环境保护部相关文件、已颁布的相关标准、权威性的词典、宣贯教材等书籍出版物和自

定义 7个级别的顺序，选择优先级最高的术语定义。

对于一些出现频率高，未找到恰当术语定义的词条，通过查阅资料、总结定义、专家评

审三个步骤编制术语定义。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领域与国际交流范围逐步扩大，从项目合作

到英文网站建设均离不开英文，因此本标准中的术语都应给出确定的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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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选词及边界范围确定见下表 1：
表 1 术语选词及边界范围表

物联网架构

环境管理业务

感知层 网络层 应用层 其他

大气环境保护

1.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

2.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

1.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系统

水环境保护 1.水质自动监测

土壤环境保护 1.土壤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保护

1.生态环境监测

2.污染源自动监

控信息

1.污染集中控制

2.污染源自动监

控系统

环境噪声与振动
1.城市声环境常

规监测

核污染与电磁辐射

环境保护

1.辐射环境监测

2.放射性流出物

及监测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环境污染控制

1.危险废物运输

监控

1.危险废物（含医

疗废物）监控系统

其他

1.环境应急监测

2.应急跟踪监测

3.传感器

4.环境数据采集

传输仪

5.感知设备

6.接入设备

7.自动监控设备

8.环保设备密度

指数

9.自动识别

10.射频识别

1.传感节点

2.传感器接口

3.环保物联网接口

4.中间件

5.传感器网络

6.传感器网络网关

7.传感器网络服务

8.环保系统骨干网及

核心节点

9.环保系统城域网

10.国家级环境信息

广域网

11.省级环境信息广

域网

1.环保监控中心

2.环保物联网信

息管理

3.环保信息管理

系统

4.决策支持系统

5.环境数据库系

统

6.物联网信息数

据中心

7.环境遥感

8.环境地理信息

系统

9.上位机

10.下位机

1.物联网

2.环保物联网

3.环境信息

4.环境信息化

5.数字环保

6.智能环保网

7.环境标志

8.环境容量

9.环境监管能力

10.环境风险评估

11.环保物联网安

全

12.环保物联网安

全管理

13.环保物联网安

全等级保护

其中：

环保物联网专业术语共计 46条，物联网专业术语共计 12条。

引用的术语共计 16条，自编的术语共计 42条。

术语条目以“由基本概念到具体内容，环保在前，物联网为后”的顺序进行排布。

5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标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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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定义了环保物联网建设和应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环保物联网建设和应用中各类相关人员，包括系

统建设与运行人员、标准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准确理解物联网环保领域应用中的常用术

语。

5.2标准结构框架

《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共由 3章和 2个附录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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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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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定义物联

网术语 58个（将根据实际应用不断扩充）。

附录 A 中文索引，为本标准中物联网术语的中文索引目录。

附录 B 英文索引，为本标准中物联网术语的英文索引目录。

6对实施本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规范为首次制订，由于物联网在环保领域蓬勃发展，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出现，因

此环保物联网术语需要随之进行相应的更新调整。因此本标准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广泛听取

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根据环保物联网的实际应用情况，对本标准不断地更新与完善，

达到与时俱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断满足环境管理和环保物联网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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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环保物联网术语涉及的范围很大，确定采编范围、选取原则是编制工作的重点。本标准定位在围绕物联网技术在环
	《环保物联网 术语》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
	基于对环保物联网技术体系准确的、统一的理解，针对环保物联网领域的相关概念去选词。
	（2）实用性
	重点选取环境保护工作中与物联网相关的主要业务术语和近几年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常用术语。词条释义
	（3）系统性
	环保物联网术语标准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建设，各标准术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选择收
	（4）先进性
	编制过程中充分体现等同采用或引用国际、国家标准以及当前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精神，以达到环保物联网标准与
	（5）预见性
	在编制《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时，既要考虑到目前的环保物联网技术水平，也要对未来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所
	（6）可扩充性
	应充分考虑环保物联网建设的发展形势对标准提出可更新、扩展和延伸的要求。《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的内容

	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见图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见图2。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论
	术语收集、整理、筛选与编译的方法论主要分为选词方向、资料查阅及调研、词条定义3个步骤，具体如下：
	（1）选词方向
	根据环保物联网建设工作的业务范围，分别从物联网总体架构和环境管理业务两方面确定选词方向。在物联网层面
	（2）资料查阅和调研
	结合实地物联网技术应用案例调研，从近几年物联网领域和环保行业领域的发展成果资料中，收录出现频率高、与
	（3）词条定义
	在确定术语定义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一个术语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定义，编制组在确定定义时根据其定义的法
	对于一些出现频率高，未找到恰当术语定义的词条，通过查阅资料、总结定义、专家评审三个步骤编制术语定义。
	术语选词及边界范围确定见下表1：
	表1 术语选词及边界范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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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环保物联网专业术语共计46条，物联网专业术语共计12条。
	引用的术语共计16条，自编的术语共计42条。
	术语条目以“由基本概念到具体内容，环保在前，物联网为后”的顺序进行排布。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适用范围
	《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定义了环保物联网建设和应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环保物联网建设和应用中各类相关人员，包括系统建设与运行人员、标准工

	标准结构框架
	《环保物联网 术语》标准共由3章和2个附录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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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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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定义物联网术语58个（将根据实际
	附录A 中文索引，为本标准中物联网术语的中文索引目录。
	附录B 英文索引，为本标准中物联网术语的英文索引目录。


	对实施本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规范为首次制订，由于物联网在环保领域蓬勃发展，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出现，因此环保物联网术语需要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