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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2012.3.27                                            编号：QT1310GC 

项目名称 环保型分类垃圾桶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授权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2012年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暂无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课题组成员主要由能综合运用机械和电子知识的人员组成，自身主持或参与多个项目的研发，具

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项目的研发过程中能够将机械、电子、检测和控制等技术综合熟练地运用。 

 

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垃圾的分类回收是减少环境污染、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垃圾分类回收现行的办法主要有两

种：第一种方法是在垃圾场对大批量的垃圾集中分类，其缺点是垃圾相互二次污染，很难实现准确分类，

回收的各个种类中含杂质成分较多，回收设备较为庞大，且回收成本加大。第二种方法是在垃圾投放源

头利用人工将垃圾依规定分为若干类，此法要求投放者有较高的素质和垃圾分类常识，准确率低的同时

也给投放者造成诸多不便。比如在环保意识较强的德国，一贯的理论是：让市民先分类，也就是利用黄

口袋、褐色垃圾桶等方式，对垃圾进行事先分类。这种分类虽然从理论上说可行，但在实际运作中，人

们会将大约 30%以上的垃圾扔错地方，特别是在大城市。  

根据垃圾分类的发展趋势和现今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自动分类垃圾桶的设想，即在垃圾投放的源

头--路边、公园、广场、校园等公共场所所产生的塑料、玻璃、金属等垃圾进行自动分类，利用机器把

有回收价值的垃圾分类筛选，并作出适当的预处理，既避免垃圾的二次污染，减少在垃圾回收中的人力

劳动，又起到环保和美化环境的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本项目设计的环保型可自动分类的垃圾桶已有第一代产品，可以实现塑料、玻璃、金属及其它

垃圾的自动检测及分离，准确率达到 90%以上，并且完全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低碳环保，安装便利。

第二代产品目前正在优化研发中，预期可在 2013年 10月份左右成功完善。目前该垃圾桶拥有自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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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项（授权号：ZL2012.2.0204900.4），申请发明专利一项（申请号：

201210141139.9）。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一）国外现有技术 

目前国外也有相关的创新设计，其原理是采用重力传感器对不同材料进行分辨，然后由单片机和驱

动芯片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对金属和非金属的自动化分类，然而其缺点是分类相对较少，成本太高，而且

采用重力传感器使得分类误差太大，不利于大众性推广。 

美国加州一垃圾场建设了一条自动化和人工结合的垃圾分类回收线，试图改变当今多个垃圾桶分类

回收的不便局面。该生产线耗资 550万美元，单光学扫描系统设备花费 100万美元，利用电磁、气吸、

光学等多种方法，且必须引入人工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设备庞大，成本很高，而且工

人在高污染恶劣条件工作强度很大。 

（二）国内现有技术 

国内清华大学 2008 年也设计了一款可自动分类的垃圾桶，其原理是用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测金属；

利用分析敲击模块采集的声音信号频率特性，通过 PLC核心控制模块进行分析比对，检测判断塑料、玻

璃和其它类垃圾。缺点是检测结果受环境声音的影响、干扰较大，且成本较高。 

郑州轻工业学院的郑中艳在 2008 年也提出一种用于自动分类垃圾桶概念设计的模糊识别技术，该

垃圾桶结构简单，小巧方便。但缺点是需要对每种垃圾进行图像信息的抽取，再进行模糊的识别与比对，

检测的不够精确，可分类的垃圾种类少，只针对写字楼内的垃圾分类。 

我国在 2007年 9月由北京绿色领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造的饮料瓶罐有偿回收机投入使用,此产品

利用扫描条形码的技术判断瓶子的种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饮料瓶的条形码主要用于销售环节，

而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条形码很可能遭到污损，导致无法正常识别回收；其次，利用条形码扫描的技术

成本较高，且作为光学系统在垃圾的高污染环境下并不能保证稳定工作。 

（三）本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 

（1）本项目是利用“传感器对不同材质物体进行识别检测”的原理，通过检测的反馈信号不同将

垃圾进行区分；检测可靠度高，对垃圾的形状和污染情况没有过高要求，易于拓展到更多种类和形状的

垃圾。 

（2）该方案机构简单，各功能模块易于实现和生产，成本低廉。 

（3）该方案模块化程度高，并且体积适中，易于安装、调试和维修，并容易拓展附加功能。 

（4）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供电电源，更加低碳环保。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该分类垃圾桶可有效回收金属、塑料、玻璃三种可再生资源；按市场废品回收价（铝罐 9元/kg 、

碎玻璃 0.4/kg、塑料 6元/kg），保守计算该垃圾桶一天可回收约 5元的价值，一年就可以回收近 1800

元，节能减排效果显著；该垃圾桶能节约垃圾分拣人员的分拣时间、劳动量及分拣人员的雇佣费，（目

前上海垃圾分拣人员每天工作时间约 10小时，工资约 3000元/月）；自身能源消耗来源于太阳能，更加

凸显节能的理念。 

自动分类垃圾桶概念新颖，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垃圾分类的难题，因此对资源的有效和高效回收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并且目前世界各国尚未有自动分类垃圾桶的应用，商业前景十分广阔。自动分类垃圾桶可以

有效降低人工在垃圾分类中的强度，提高了效率并改善了工人的劳动环境，比一般垃圾桶更为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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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该产品成本较低，要将本产品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 30万元，主要包括：产房建筑、流水线购置、生

产资料投资和流动资金。由于核心技术模块化，只需要一般小规模的厂房条件，10 人以下的工人即可

达到中规模的产量化。 

以北京市的数字为例：将在北京 217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市级党政机关、164个市级重点企事业单位、

31 个奥运场馆、122 个奥运签约饭店、398 个重点商业区写字楼、60 个大型商场超市、70 个地铁运营

站点、39 个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和 1500 多个区、县级党政机关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工作。以每个点 20 个垃圾桶、每只利润 100 元计算，一次可获利 520 万元。根据每只垃圾桶每天回收

5元的可回收垃圾计算，该垃圾桶使用约 4-5个月就能回收其自身成本的投入。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合作方式才可采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或技术入股等方式。 

具体的合作价格可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