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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垃圾分类是城市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完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文中针对如今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

设计学的角度，为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提供了从功能到造型一系列的设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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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series of design from function to 

modeling for the design of urban public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garbage c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Keywords: intelligent sorting trash can; refuse classification; industrial design 

 

引言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垃圾分类也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将垃圾桶智能化，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解决办

法，对于环境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1 研究背景 

1.1 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问题 

1.1.1 垃圾产量暴增 

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数据表明,中国湖北省在 2020 年上半年医疗垃圾是之前的 6 倍,而医疗废物、日常防护用品

绝大部分是塑料材质，塑料才是在垃圾回收和使用上更为困难。以及在物流运输如此方便快捷的背景下，人们会更多

的选择更为便携的购物方式，例如通过网络电商平台进行购物，随之而来的就是海量的快递废弃包装。垃圾产量的暴

增导致垃圾分类工作的困难性增强。 

1.1.2 垃圾分类管理联动性及行动力减缓 

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工作的开展还需要长期有效的统筹和规划。垃

圾分类工作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首先，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缺乏管理上的联动性。例如，不同城市的分类标准、

管控力度不一样，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统一管理，将会是垃圾分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其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

执行力不足。当下各个城市各个小区或单位的重点任务主要是人员出入的管理，而开展垃圾分类的人力相对匮乏，对

垃圾分类的执行力度有所欠缺。 

1.1.3 垃圾风险隐蔽性增强 

经相关研究表明，生活垃圾中具有极强的风险隐蔽性，病毒病菌在塑料、气溶胶、纸板等多种材料表面均有较强

的生存能力，这些有病毒病菌寄存的垃圾具有极强的风险隐蔽性。如果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和处理工作，将会对周围环

境和人员产生较大影响。 

1.2 智能垃圾桶研究现状 

自 2019 年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推广以来，智能垃圾桶也随之出现、它的出现大大缓解了传统垃圾桶耗费人力、

物力、以及分类正确率较低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对于智能垃圾桶的相关研究也更加深入。智能垃圾桶的研究在软件、

硬件方面都有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研究人员通过运用单片机、视觉处理技术、传感器技术提出了很多套智能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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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 

2 研究意义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用智能设备代替人工操作便为此提供了垃圾分类的新思路。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公共

健康的关注度而有所提高，解决垃圾风险隐蔽性也成为了垃圾处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从设计学的视角，通过对

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研究，以解决在垃圾分类面临的各种问题。 

3 设计原则 

3.1 整体性 

对于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上要考虑到视觉元素的整体化以及功能的整体化。 

公共垃圾桶作为公共设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不再是单独的产品设计，而应该考虑到公共设施设计的设计原

则。公共设施是公共空间构成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公共设施设计不仅反映了一个空间的质量，更表现出当地的文

化内涵、艺术品位与开放程度。目前我国的公共设施总体缺乏整体性规划。作为设计师，在设计公共智能垃圾桶时，

应该考虑到空间整体设计与地区的独特性，寻求共性的视觉元素。 

随着垃圾分类的进一步发展和细化，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成为城市管理的新要求。垃圾分类的细化意味着垃圾

桶数量增多，增加了垃圾桶的占地面积。目前，部分社区通过集中放置垃圾桶，实现不同分类垃圾桶的集合。在公共

智能垃圾桶的发展过程中，整体化的功能设置已是必然要求。 

3.2 关怀性 

对于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需要融入了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以及考虑到使用者的人机交互以及用户体

验。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作为公共设施，要尽量满足通用设计的原则，满足所有人的使用。在生理尺度上，必须满

足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要求。而在于心理尺度上，可以通过注重外观和标识上的美观和趣味性，向市民传达积极的情绪。 

关怀性的设计不仅能提高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使用体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性和品格，

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人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现代化。 

3.3 耐用性 

耐用性是在设计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需要着重考虑的内容。由于出现材料的采用不当、功能的设计低效等等

问题使得维护保养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成本增高。所以需要充分考虑垃圾桶所处的环境位置，温度条件，以及工

作时间等情况，选择合适且耐用的材料、容易更换维修的内部结构等等，以延长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使用寿命。 

3.4 艺术性 

设计可以将艺术与文化相结合。公共设施的艺术性应该注重其对于公共空间的美化功能，以满足大众的审美，提

高公共空间的品质。在文化上，在对公共智能垃圾桶这类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应包涵时代精神和观念，传达当地的文化

与风情，反映当地独特的风貌与文化背景。公共设施的艺术性使得大家都能接触、欣赏艺术。 

4 设计实践 

4.1 功能设计 

在功能设计上，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首先应该针对智能垃圾桶的总体功能进行规划布局,然后对每项功

能的技术支持和实现方式进行设计,最终给出能够集垃圾分类处理一体化的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方案。 

在功能设计上，智能垃圾桶应该具有垃圾分类、垃圾消毒、垃圾处理三大功能，同时应以其他功能作为辅助，所

以在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上应具有以下几个模块： 

4.1.1 自动开关盖模块 

由于大多数人都有着不愿意靠近垃圾桶的心理，对于接触垃圾桶更是十分抵触，所以自动开关盖便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一难题。自动开盖模块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红外传感器接收物体的接近信号，然后再将接近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传输

给原动器触发控制装置，产生相应的机械动作来控制桶盖的开启或者关闭。 

4.1.2 垃圾自动检测分类模块 

自动检测分类模块是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不同种类的垃圾分类，用户只需要投入垃圾，由智能垃圾桶自

动完成垃圾分类。现有的智能垃圾分拣设备主要采用视觉处理传感器、金属探测传感器、重量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采

集数据，在机器学习算法的帮助下，对垃圾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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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紫外线杀菌消毒模块 

由于当下垃圾的风险隐蔽性增强，生活垃圾中可能有病毒病菌寄存，可以通过在智能垃圾桶内安装紫外线灯，通

过紫外线光破坏微生物体细胞的 DNA或是 RNA分子结构来让细菌或病菌死亡，以此尽可能的减少垃圾桶内的病毒病菌，

减少垃圾的风险隐蔽性，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 

4.1.4 垃圾满溢处理模块 

由于垃圾数量的暴增以及环卫人员无法及时处理已满的垃圾桶，但是人们还是会将垃圾丢在垃圾桶周围。垃圾满

溢处理模块便可以使得这个问题得到缓解。满溢垃圾桶内部安装有重量检测装置、内部容积的检测装置、GPS 模块、4G/5G

以及二极管红色警示信号灯。当垃圾桶达到满溢标准后,垃圾桶会亮起红色警示信号灯,提醒路人垃圾桶已满,无法再投

放垃圾,同时,垃圾桶内的信号发射器将其所在位置以及已满情况发射信号给城市环保部门,,并通知环卫工作者及时处

理已经满溢的垃圾桶,这样就能有效、快捷地处理垃圾已满的状况。 

4.1.5 太阳供电模块 

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需要有电源持续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太阳能供电的方式,与电源供电相比节省去了电源供

电的繁复步骤，同时也节约了智能垃圾桶的能耗。同时每个模块采用独立电源的供电方式,可以通过处理器模块控制相

应开关控制模块来对各模块进行断电控制,这样使得智能垃圾桶的能耗的到智能控制,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智能垃圾桶

的能耗,达到节省电能的目的。 

4.2 造型设计 

对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造型设计上，不仅要体现它的功能，同样也需要赋予它美学意义。与传统的垃圾桶

不同，智能分类垃圾桶在功能上更加多样和智能化，所以对于智能分类垃圾桶的外观设计不能照搬传统垃圾桶的设计

方法。 

由于智能分类垃圾桶需要满足分类的功能，在造型设计上便要满足具有放置不同垃圾且相对封闭的空间，以达到

垃圾分类的效果，且不会有后续互相污染的情况。 

在满足了功能的基础上，便需要考虑垃圾桶的造型美观，以达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 

4.3 色彩设计 

色彩在产品设计中具有功能和指向的暗示作用，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感受。在智能垃圾桶的色彩设计上，可

以用红色表示有害垃圾，因为红色通常给人以警觉的感受；用绿色表示厨余垃圾，因为绿色通常代表了生命和环保；

用蓝色表示可回收垃圾，蓝色能让人放松，给人永恒感等等。对于垃圾桶的色彩设计应该提出较为统一的一套色彩标

准，以方便人们对于垃圾的分类。 

人类对色彩的认知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色彩文化。因此，城市公共智能分

类垃圾桶色彩设计便可以遵循约定俗成的各类垃圾桶共性色彩的前提下注重色彩文化，根据环境的不同在同一色系中

寻求色彩的变化。 

4.4 垃圾桶标识与符号设计 

标识一般通过色彩、图形、文字等视觉符号来传递视觉信息。在垃圾分类投放这一行为中，垃圾桶的标识与符号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种类垃圾的标识符号具有引导和指示人们对垃圾进行分类作用。 

但是当下垃圾桶标识设计可识别性不强，大众很难通过符号做到精准投放。另外，垃圾桶标识与符号色彩的运用

比较随意，没有固定色彩标准，影响人们对于垃圾的分类。在垃圾桶的标识设计上，可以通过对标识进行更形象化、

更细化的设计，以提升垃圾桶标识的可识别性。 

垃圾桶符号和标识的大小也是设计师应当关注的细节，标识过小的话，影响辨认，需要人们近距离去看，而通常

人的心理是不愿意距离垃圾桶太近；标识过大，难与垃圾桶整体造型相融合。垃圾桶标识的设计和运用应遵循以人为

本、方便识别的原则，真正起到标识应起的作用。 

5 结论 

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为垃圾分类提供了人性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本文通过利用

设计学方法，在满足整体性、关怀性、耐用性、艺术性的情况下，并考量了对于城市公共分类垃圾桶的功能、造型、

色彩、符号标识的设计，对于城市公共智能分类垃圾桶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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