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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2017/2018 年度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团体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中环标[2017]02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通过深

入调查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标准，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制定本规定。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总体架构、4.数据管理、5.

系统功能莫模块、6.系统性能、7.运行环境。 

本规范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并将发现的问题、意

见和建议函告主编单位 xxxx【地址：xxxx，邮政编码：xxxx】，以供修订时参

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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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垃圾分类智慧系统建设，指导相关信息化技术应用，促进垃圾分类

工作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制定本规定。本规范适用于垃圾分类智慧系统的

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升级等。 

1.0.2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阶段。 

1.0.3 垃圾分类智慧系统应注重整合和共享已有各种信息资源，并采用先进实用

的新技术、新方法。 

1.0.4 垃圾分类智慧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智慧分类 Intelligence classification 

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利用智能传感、射频识别和卫星定位等多种智能采集手

段，通过信息共享、智能协同、智慧系统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智能化。 

2.0.2 垃圾分类智慧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利用智能传感、射频识别和卫星定位等多种智能化信息

采集手段，通过信息共享、智能协同、科学计算与分析，实现垃圾分类系统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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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中简称为系统。 

2.0.3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Intelligent garbage sorting equipment 

拥有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能同时具备信息通信能力及信息化处理能力的垃

圾分类设备，能够记录垃圾分类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辅助进行垃圾分类工作。 

2.0.4 智能采集 Intelligent acquisition 

利用现代化智能设备如卫星定位、RFID、视频感知、人脸识别、重量感知、

自动监测、移动终端等智能传感设备进行位置定位、身份识别、重量感知、状态

感知等的数据采集行为。 

2.0.5 采集终端 acquisition terminal 

集成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等功能的终端设备。 

2.0.6 数据通讯 Data communication 

把数据的处理和传输合为一体，实现数字信息的接收、存储、处理和传输，

并对信息流加以控制、校验和管理的一种通讯形式。  

3 总体架构 

3.1 技术现状 

3.1.1 前端管理 

1、对采用智能设备的社区，有采用智能箱体+智能卡的模式，智能卡记录有投放人

信息，智能箱体具有扫码开箱功能、可收集投放人姓名、投放时间、垃圾类型的功

能，收集可回收物的箱体带有称重功能，可通过有线、无线网络，按照各自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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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将数据实时上传到服务器。 

2、采取一户一桶模式的社区，桶带有投放人的电子标签，收集时识别垃圾桶的电子

标签，收集投放人姓名、垃圾类型、投放质量的功能，可通过有线、无线网络，按

照各自的通讯协议将数据实时上传到服务器。 

3、农村地区常采用一户一码一桶的方式，每户一个二维码，记录有投放人的基本信

息，收集时扫码识别垃圾桶主人信息，收集投放人姓名、垃圾类型、投放质量的功

能，可通过有线、无线网络，按照各自的通讯协议将数据实时上传到服务器。 

3.1.2 数据存储 

服务器在通过数据接口接收前端设备传输的数据后，将数据存在可移植性好、使

用方便、功能强大的企业级数据库中进行本地或云端存储。 

3.1.3信息化平台 

通过对数据的加工、清洗处理，将垃圾分类的数据进行直观展示分析，支持多

页面多模块多表格展示。通常包括有大数据展示、统计分析报表查询、数据增删改

查等功能。 

3.2 总体架构 

系统采用应用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信息对接层、应用

层和访问层等组成基础资源层、数据采集层、数据存储与管理层、应用支撑与管理

层、数据应用层等组成。 

（1） 应用感知层包含了智能化设备设施，如智能箱体。 

（2） 网络传输层包含了网络传输的各种方式，如移动网络、有线网络、专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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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层包含了各类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4） 应用支撑层数据的应用支撑的各种服务与技术。 

（5） 信息对接层包含了对第三方系统的对接。 

（6） 应用层包含了系统的主要应用功能模块。 

（7） 访问层包含了各类访问人群和方式。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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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感知设备

网络
传输

层
门户专网 业务专网 监控专网移动网络 有线网络

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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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多媒体

数据库
共享数

据库

中间件

海量数据分布式存储、计算、处理

视频服务

安全服务 消息服务

应用
支撑

层 操作系统

应用

层

信息对

接层

访问

层
...各级领导 下级单位 考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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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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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展示 基础信息管理 统计分析

系统设置

监管考核

移动APP报警预警 拓展功能

共享数据库

…

垃 圾 分 类 智 慧 信 息 化 标 准 体 系

第三方系统

公众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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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管理 

4.1 数据采集 

4.1.1 采集内容 

应采集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过程中的基础数据和作业数据。 

基础数据宜包含居民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的对象名称、地址、

法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责任管理单位、对象范围（经纬度坐标或网格区域）、

现场照片、投放点垃圾类型、投放模式（精分、桶长制、共管共治及其它等）、。 

作业数据宜包含投放和收集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单位名称、投放人姓名、

联系方式、户号、设备名称、设备类型、所属社区、投放时间等，具有称重功能的

垃圾分类智能设备宜包含垃圾重量数据。 

4.1.2 采集方式 

4.1.2.1 网上填报 

对于无法通过设备自动采集和共享方式获得的情况下，上级单位宜通过网上填

报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下发采集数据要求到下级单位，下级单位按照要求填写要求

的数据完成数据上报。数据主要包括垃圾分类的单位基础信息、投放人基础信息、

设备基础信息、垃圾种类、重量等。 

4.1.2.2 在线采集 

通过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和收集设备实时采集，自动将数据传输到数据中心

进行存储。 

4.1.2.3与其他平台系统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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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垃圾分类其他系统进行数据的交换共享，第三方系统将收集到的数据传输到

垃圾分类智慧系统的后台数据库中。 

4.2 采集设备 

4.2.1系统连接方式 

系统连接方式包括传感器与采集终端的连接、采集终端与平台的连接。 

（1）传感器和采集终端之间应采用符合标准的各种有线或无线物理接口 

（2）采集终端与平台的连接应采用有线或无线网络方式接入。 

4.2.2 数据采集终端功能 

4.2.2.1 概述 

数据采集终端功能要求包括但不仅限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

据传输和维护。 

4.2.2.2 数据采集终端功能 

数据采集终端的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数据采集终端应支持不同接口、不同协议的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包括读卡

器、称重成传感等。 

（2）数据采集终端具有主动定时发送、支持相关平台指令发送即时发送等数据交互

方式。 

4.2.2.3 数据传输功能 

数据采集终端的数据传输功能应满足以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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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采集终端应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后台，上传的周期可自行设置； 

（2）数据采集终端应具有断点续传功能。 

4.2.2.4 配置和维护 

数据采集终端的配置和维护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数据采集终端应具有本地配置和远程管理功能； 

（2）数据采集终端应支持接收来自相关平台的查询、校时等命令； 

（3）数据采集终端应具有错误诊断功能，并支持向相关平台上报故障信息。 

4.3 数据传输 

4.3.1采集终端与平台之间的传输 

（1）数据传输应基于 IP 协议的数据网络，在传输层使用 TCP 协议或 HTTPS 协议； 

（2）采集终端与平台之间支持多种网络传输通信方式，如有线或无线方式； 

（3）当网络发生故障时，采集终端应存储未能正常实时上传的数据，待网络连接

恢复正常后进行断点续传； 

（4）当采集终端故障时，应向平台发送故障信息。 

4.3.2 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传输 

（1）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传输宜采用 HTTP接口等方式进行数据的交换； 

（2）当网络发生故障时，未能正常传输的数据，待网络连接恢复正常后进行断点续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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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数据共享 

（1）系统应在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数据共享接口、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应采取分

级分权限管理，数据共享接口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系统应建立共享监控机制，记录数据共享交换过程的信息，对比发送日志和接

收日志以验证发送和接收的一致性，确保原始数据不被修改、截留和泄露。 

4.4 数据存储 

4.4.1 存储方式（未说明数据存储时间是否有要求，是否要求灾备功能，未说明是

否传输、共享、存储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数据） 

数据的存储应根据数据的不同进行结构化存储和非结构化存储。 

（1）数字、文字等结构化数据宜将数据保存在 MySQL、ORACLE、SQLSERVER、

MongoDB、Redis等主流数据库中； 

（2）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宜进行分布式存储。 

4.4.2 存储介质 

根据存储介质的不同，数据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本地服务器存储或云端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的配置参考本规范 6.3节要求，数据库的建设要求参考本规范 6.4节

要求。 

4.5 数据管理 

4.5.1 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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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有数据备份制度，及时对各类数据进行备份。应实现日常数据增量备份

和定期全备份;对重要文件、历史数据应采用光盘或移动存储等介质的数据备份,并

宜进行异地备份。 

4.5.2 数据更新 

系统应有数据更新审批机制。所有数据更新应经过审批同意方能进行,并应对

数据更新成果进行检查，更新应能实现日志记录,各操作过程应具有可追溯性，更新

宜在非主要业务时间进行。技术支持人员应按预先方案进行测试验证,验证通过后,

应采用书面形式汇报结果,并应对相关文档资料进行更新。 

 

5 系统功能模块 

5.1 大数据展示 

对垃圾分类的主要的指标项进行数据展示，如垃圾产生量、收集量、参与率、

正确率、减量数据、考核排名等，可以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等多种方式展现。 

5.2 基础信息管理 

提供对垃圾分类相关的基础信息进行维护，宜包含如下信息： 

（1）社区/小区/公司/学校/机关单位等的基础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经纬度等； 

（2）居民的基础信息，包括所在区域、姓名、户号、联系方式等； 

（3）设施的基础信息，如投放点的名称、地址、管理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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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的基础信息，如智能垃圾箱的名称、编号、地点、垃圾类型等； 

（5）其他相关的基础信息。 

 

5.3 统计分析 

对各类垃圾分类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图表的方式展现，提供多条件的查

询方式，查询结果可导出，如小区的垃圾产生量。 

5.4 监管考核 

可在系统中维护垃圾分类效果的考核办法，并查询展示考核结果。可对各区域

的垃圾分类开展情况进行考核排名。 

5.5 报警管理 

可显示和处理垃圾分类相关的报警信息，如采集终端故障，垃圾桶满溢等。 

5.6 系统管理 

应进行系统菜单配置、账号权限等信息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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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拓展功能 

5.7.1积分管理 

对已经开展了智能化垃圾分类的区域，并且以积分的方式反应居民投放效果的，

可在系统中对积分进行管理，包括积分的查询和统计。 

5.7.2公共服务监督 

居民可通过 APP、公众号、小程序等方式监督反馈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系统需要对反馈进行汇总和统计。 

5.7.3 第三方系统 

可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访问其他平台，如固废监管平台、医废平台等。 

6 运行环境 

6.1 一般规定 

6.1.1 运行环境应包括:机房、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信息安全支撑环境等。 

6.1.2 机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电子

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

和《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的有关规定。 

6.1.3 系统网络环境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本规范第 6.2节的要求。 

6.1.4 系统应根据实际应用规模配备必要的服务器、存储设备及计算机等硬件环境，

应符合本规范第 6.3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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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系统应构建在主流的商用操作系统平台基础上，服务器及计算机等应安装有

与系统相匹配的操作系统，选用的数据库及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软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6.4节的要求。 

6.1.6 系统应具有完备的信息安全支撑环境，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

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 的有关规定。 

6.2 网络 

6.2.1 运行系统的各机构之间、机构内各部门之间应实现网络互联。 

6.2.2 系统至少配置网络防火墙，核心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通讯设备。 

6.2.3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充性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6.2.4 应建立相应的网络管理制度，配备网络运行维护人员，保障系统网络的稳定

运行。 

6.3 服务器与终端 

6.3.1 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的型号和数量应根据系统并发访问数量及预期数据量等因

素选择配备。 

6.3.2服务器应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及相应的备份服务器。 

6.3.3用户终端计算机设备应满足各类地理信息数据浏览和访问功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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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 

6.4.1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具有海量空间数据存储管理能力； 

（2）应支持多媒体数据、电子文档、影像数据等的存储； 

（3）应具有可靠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 

6.4.2 地理信息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具有丰富的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能力； 

（2）应支持通用的地理信息交换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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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 

1 概况 

XX省 XX市 XX区智慧垃圾分类项目，区域规划总面积 76.94平方公里，下辖 31

个社区、9个村、3个公共服务站，480个居（村）民小组。2018年按照 XX市垃圾

分类四分法要求，对 XX 街道 29 个城市社区，共计 32843 户，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2 运营模式 

此项目小区运营模式采取综合型模式，即全智能+半智能的模式+大数据实时监

管平台。在 29个小区中，金帝海珀华庭采取的是全智能模式，其他 28 个小区是半

智能模式。 

2.1全智能模式 

全智能模式硬件设备配置：智能可回收箱+积分兑换发袋一体机+有毒有害箱+

智能两分类箱。以金帝海珀为例：在金帝海珀建设了厨余收集中心，同时对业主投

放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拆袋检查。 

 

2.2非智能模式 

项目除金帝海珀华庭小区，其他 28个小区采取的是半智能模式：智能设备+机

械式设备，即智能可回收箱+积分兑换发袋一体机+有毒有害箱+人工分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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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运营模式 

可回收物：定时清理收运 

有毒有害：暂存 

厨余垃圾：第三方企业负责定时定点拆包检查，收运由街道厨余处理中心负责 

其他垃圾：由第三方企业收运 

3 设备配置 

项目生活垃圾“四分法”处理及服务采购项目共计投入发袋及积分兑换一体机

40 台，智能二分类箱 14 台，智能可回收箱 40 套，有毒有害箱 40 台，巡检手持终

端 58部，智能电子秤 15台，每户分发二维码垃圾分类智能卡、入户垃圾桶及每月

2卷垃圾袋。 

小区、单

位名称 
户数 

发袋及积

分兑换一

体机 

智能二

分类箱 

智能可

回收箱 

有毒

有害

箱 

手持

终端 

居民

卡 

智能

电子

秤 

垃圾袋（29

个小区） 

入户垃圾桶

（29 个小区） 

东湖街道

29 小区 
32843 40 14 40 40 58 50000 15 800000 35000 

合计 32843 40 14 40 40 58 50000 15 800000 35000 

（1） 积分兑换发袋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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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垃圾袋自助发袋机集成二维码识别、无线数据传输和数据采集功能于一体，

实现了智能垃圾袋的发放功能、积分商品兑换功能，创造了新的垃圾分类模式，居

民可以随时通过二维码方式，领取垃圾袋以及兑换商品。对于设备的管理单位，能

够利用无线传输技术，在后台实时查看积分兑换的数据量，及时补充垃圾袋以及积

分商品。 

智能积分兑换机还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需求，设置不同的发放次数和数量，符

合人性化设计。智能积分兑换机的边角采用了圆弧形设计，不仅美观大方，还有效

的避免了风险。智能积分兑换机的兑换方式多样化，可以采用智能 IC 卡的方式，在

没有智能 IC 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微信二维码方式，即可获取设定数量的积分商

品 

产品特点： 

1、智能识别居民 ID号并自动绑定垃圾袋的二维码。 

2、二维码扫码系统支持正向和反向扫码两种方式。 

3、智能识别手机微信号与用户信息绑定垃圾袋的二维码 

4、智能统计每月居民领取垃圾袋量 

5、当垃圾袋库存不足时，系统预警 

6、垃圾袋容量 200卷 

7、每月可设定每户发放两卷垃圾袋。 

8、具备居民积分现场兑换功能。（居民使用身份识别的二维码卡，可在机器上

自助兑换相应积分的物品，机器能够直接发放物品和扣除积分，可自助查询积分余

额）。 

9、具有无线数据传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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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观及操作人性化结构设计。 

11、设备移动方便。 

12、配置制冷压缩机。 

13、具有智能上货功能。 

14、超大宣传屏幕。 

（2） 智能四分类回收箱 

 

产品描述： 

智能垃圾分类可回收箱内部集成了无线数据传输模块、传感器模块、称重模块，

结合平台功能，实现了对垃圾分类回收箱的智能化管理。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信息，

语音提示功能，选择开启不同的分类箱，垃圾箱能够自动检测垃圾投递结束，自动

关闭箱体门，并且在关门过程中，实时检测防夹，避免意外的发生，箱门关闭后，

会对所投放的垃圾进行称重，作为用户的积分。 

平台端能够实时查询垃圾投放情况，包括人员信息和垃圾称重，当垃圾箱出现

满溢报警时，平台上会提示报警信号，通知人员及时的处理垃圾，对垃圾箱形成了

一体化的智能管理系统。 

产品特点： 

1、垃圾投递到箱体内自动智能称重； 

2、实时换算成积分； 

3、手动按钮智能开门投递及自动关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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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发送到云平台，居民投放可回收垃圾之后微信提醒； 

5、防满溢和防夹手设计； 

6、自动识别相应垃圾类型； 

7、智能开关门检测，减少误判； 

8、传感器数据采集； 

9、位置信息采集； 

10、远程数据管理； 

11、设备运行功耗低。 

（3） 智能两分类箱 

 

1、产品描述： 

智能分类投放机集成了数据采集终端和传感器技术，实现了对垃圾箱的智能化

的管理。区别于传统的垃圾垃圾箱，智能分类投放机拥有自动感应开门功能，垃圾

投放结束后，实现自动关门，并且在关门过程中，实时检测防夹，避免意外的发生。 

同时，智能分类投放机还具有 GPS定位功能，结合平台的应用，可以达到多垃

圾箱远程监控的效果。在平台上，能够实时查看垃圾分类机的位置信息、投放状态、

门状态、垃圾满溢程度等信息。联运智能分类投放机真正实现了垃圾的智能投放远

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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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特点： 

1、自动识别相应垃圾类型； 

2、智能开关门检测，减少误判； 

3、满溢报价 

4、防夹手设计； 

5、传感器数据采集； 

6、位置信息采集； 

7、远程数据管理； 

8、设备运行功耗低。 

（4） 二维码卡 

 

产品配置 

（1）注册用户信息：名字，楼栋单位门牌号，手机号 

（2）感应：固定区刷卡领取垃圾袋 

（3）积分：卡内按照规则投放垃圾可以积分 

二、产品先进性描述 

（1）卡面二维码绑定住户信息，方面开启垃圾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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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卡多用，刷卡可领取垃圾袋，可投放垃圾袋； 

（5） 智能物联网台秤 

 

产品描述： 

智能电子台秤集成了电子触摸屏、打印机和扫码功能，体积小，方便携带。该

款产品主要应用在小区，管理者可以随车携带，在小区内进行垃圾称重。垃圾称重

的功能操作均在触摸屏上进行，用户还可以选择打印凭证，并在现场进行积分的兑

换功能，实现了从垃圾称重到积分兑换的整套服务。 

智能台秤采用安卓操作系统，内带数据传输功能，可以记录每次投放信息，并

将信息发送给平台。用户还能够在 APP端实时的查询积分信息，实现了线上和线下

的查询。 

产品特点： 

1．安卓操作系统                    

2．打印机功能 

3．内带 WIFI、3G/4G数据传输功能； 

4．平台的数据管理； 

5．人性化的结构设计； 

6．设备移动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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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场积分兑换； 

8．二维码扫描； 

9.称重数据采集现场积分兑换； 

（6） 手持终端 

 

一款 4G全网通的数据采集器，它采用时下流行的 Android5.1操作系统，采用

条码扫描跟 RFID 扫描的读写功能，在轻松运行快递物流，仓储盘点等管理信息功

能，加快企业的发展，不仅如此，通过 4G网络，它可以流畅的在无线网络进行数据

传输。 

1．巡检打分； 

2．垃圾袋扫码上货； 

3．观察垃圾袋库存情况 

（7） 二维码分类垃圾袋 

 

1、提供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绿色、黄色）类型垃圾袋； 

2、袋体主要位置印有二维码，每个垃圾袋上二维码数量不少于四枚； 

3、能与 15L分类垃圾桶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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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明显、规范的分类标识。 

5、由可降解环保材料制成； 

4 垃圾分类云平台 

通过运用智能垃圾分类云平台监管系统，该系统是利用 GPS技术、无线通信技

术、GIS 地图技术及视频处理技术，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对垃圾分类、投放

实时监控、双向通信、历史数据回放等功能，从根本上提高系统对运营状况的实时

掌握与应变能力。 

智慧垃圾分类云平台将分为九块进行管理：基础信息管理、垃圾分类管理、积

分管理、预约管理、系统管理、数据展示、垃圾分类运输、垃圾处理和考核。通过

平台，管理人员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自己分管区域的垃圾分类情况。通过云平台管

理系统可以实时的查询追溯居民投递的垃圾包分类情况，并详细的体现是某某住户

在某某时间投递了厨余垃圾包，垃圾包内的垃圾是否按规定去分类投放。 

 4.1 基础信息 

主要是对用户以及硬件设备等基础信息的录入及维护。即新建一个项目要把所

有的相关的设备、人员等进行提前的录入及信息的增减、更改。 

➢ 场景信息：新建一个场景，根据场景的不同，选择对应的小区信息、单位信息

或学校信息。进行录入维护。 

➢ 用户信息：根据所选择的场景信息，选择对应的用户信息：业主、员工或人员。

进行录入维护。 

➢ 运维信息：该项目的车辆及人员进行信息录入，以便后期垃圾分类运输的监管 

设备管理：对智能设备、视频等设备进行录入维护。对不同的设备点击进行介绍。

每个设备都应相应的编号，方便管理。 

项目开展前期会收集居民信息，然后在平台中进行居民信息的录入统计、同时智能

分类设备的终端编号进行录入系统，做好垃圾分类实时投递信息的跟踪，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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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居民属于项目上的哪个小区、小区配置了哪些智能设备、设备放置位置、设备

的终端编号。通过详细的基础信息统计可精准的实现源头分类、源头追溯。 

4.2 垃圾分类 

项目上日常运营的管理：如发袋设备运维管理、用户相关内容管理、垃圾汇总

情况管理、日常巡检管理、电子称管理等。 

4.3 积分管理 

对用户获取、兑换积分、积分排名情况进行管理。通过积分激励政策，鼓励居

民积极参与。积分查询功能可以便于居民清楚地了解自己账户的积分情况，只要居

民的积分发生变化，系统会自动推送一条信息至微信上，只要用户绑定了分好啦微

信公众号后，可实时了解自己的积分变化情况。 

➢ 报表查询：月度积分排名（了解项目上用户的排名情况，管理者可针对性的对

用户采取表彰鼓励及宣传劝导工作）和积分兑换查询（居民积分兑换情况进行

查询） 

➢ 规则设置：回收规则、投放规则、巡检规则 

➢ 回收规则主要是定义可回收垃圾的积分兑换规则，包括垃圾的类型、重量（100g）、

以及兑换积分数等。 

4.4 预约管理 

主要针对大件可回收物及老年群体或行动不便者设定的功能模块，结合手机

APP端实现线上线下预约管理功能。居民可选择打电话预约或在微信 APP“好分类”

上预约由我司工作人员带上智能物联网台秤上门收取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用户将

家中的可回收物分别拿来放置在智能称重设备上，工作人员只要根据用户所投放的

垃圾选择相应的类型，自动称重系统就会对其进行自动称重并按照预设的规则折合

成相应的积分，此时用户只要将智能卡放置在称重设备上的扫描区，后台系统就会

自动将积分录入到用户的账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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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无限卡管理、巡检员管理、电子称人员管理、收

集员管理、报警管理、报警维护功能，通过系统权限设置，可实现定制化服务。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于建立平台登录账号，包括管理姓名、联系电话、平台账号、以及

管理员所属的管理单位。 

4.6 数据展示 

对居民的参与情况、分类情况、箱体覆盖情况、减量情况、可回收物回收情况、

居民积分情况、居民投放频率等数据分析展示。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30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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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垃圾分类智慧系统技术规定》（T/HW××××—xxxx）经过中国城市环境卫生

协会 2018 年××月××日以第××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管理部门、有关单位和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垃

圾分类智慧系统技术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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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明确了编制《垃圾分类智慧系统技术规定》的目的和内容。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急剧增加，我国生

活垃圾分类的开展步伐大大加快，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 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

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垃圾分类智慧系统作

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成败，因此

制定本规程是必要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对垃圾分类阶段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分类投放和收集阶

段，运输和处置阶段不在本规范之内。 

1.0.3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系统技术要求，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技术

和方法实现创新。 

1.0.4 本条规定了垃圾分类智慧系统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本规程涉及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众多，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版）适用于本文件。 

2 术语和定义 

2.0.1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利用智能传感、RFID和卫星定位等现代化手

段，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智能化。 

2.0.2 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利用智能传感、RFID和卫星定位等现代化手段，

建设垃圾分类的智能化信息系统，实现垃圾分类工作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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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具有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递监管、垃圾分类收集

等功能的智能化设备，让垃圾分类更简单，更智能，助力城市垃圾实现减量化的目

的。 

2.0.4 利用智能化的垃圾分类设备，实现垃圾分类工作中各类数据的智能化采集，

减少成本的投入、提高系统的时效性。 

2.0.5 应用于智能设备中，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等功能的终端设备。 

2.0.6 数据通迅系统由信源、信宿和信道三部分组成。其中，我们通常将数据的发

送方称为信源，而将数据的接收方称为信宿。信源和信宿一般是计算机或其它一些

数据终端设备。为了在信源和信宿之间实现有效的数据传输，必须在信源和信宿之

间建立一条传送信号的物理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为物理信道，简称信道。现代移动

通信技术主要是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码分多

址（CDMA）等技术。其中 GSM还是主导。 

3 总体架构 

3.1 技术现状 

1 前端管理 

（1） 投放人管理 

对投放人的管理可通过二维码、条形码的方式进行管理，一户对应一个二维码，

可将二维码张贴或印制于垃圾袋、智能卡、垃圾桶上。通过扫码二维码可获取垃圾

投放人信息。 

（2）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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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条件，主要由以下几种类型 

普通型：采用普通的垃圾桶，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 张贴标识，

安装摄像头，可对投放过程进行拍照、录像。 

智能型：采用专用的智能分类设备，设备具有二维码扫码、人脸识别、重量称重、

垃圾识别、满溢检测等功能。投放人员进行垃圾投放时，设备可根据二维码、人脸

等方式识别投放人信息，投放时可识别垃圾和投放时间，同时可对投放的垃圾重量

进行称重。 

（3） 投放质量管理 

检查人员对垃圾分类的投放结果进行检查，通过扫描垃圾袋上的二维码或垃圾

桶上的二维码，识别投放人信息，对投放结果进行打分，拍照，上传结果。 

2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的方式主要分为本地存储和云存储。可通过自建机房，安装服务器进

行数据的存储，此种方式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管理，不受网络的影响，安全性更高。

也可通过使用主流厂家的云服务器，进行数据的存储，此种方式建设成本低，易维

护，安全也可保障。 

4 信息化平台 

垃圾分类的建设需要信息化平台的支撑，主要包括了垃圾分类相关的基础信息

维护（如单位信息、业主信息、设备基础信息等），垃圾分类投放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投放人、垃圾类型、投放时间、重量等）、考核信息（分类质量考核结果）和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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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总体架构 

系统采用主流的七层网络架构，包括应用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据层、应用

支撑层、信息对接层、应用层和访问层。 

1 应用感知层：各种垃圾分类数据的采集设备，包括智能垃圾箱、视频设备、扫码

设备等。 

2 网络传输层：各种数据传输方式，包括有线网络、移动网络、专线等。 

3 数据层：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包括垃圾箱、投放点等基础数据、投放结果等业务

数据和视频等多媒体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4 应用支撑层：各种服务和中间件，包括 GIS 中间件、视频服务、接口服务、消息

服务、操作系统、安全服务等。 

5 信息对接层：系统提供与第三服务的接口，包括系统与采集终端、第三方系统的

数据对接。 

6 应用层：系统平台的功能展示，包括基础信息、GIS位置、投放信息、统计分析、

积分等。 

7 访问层：系统的各类访问人员，包括平台的使用者、维护者、管理者、考核部门、

公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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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管理 

4.1 数据采集 

4.1.1 本条规定了系统数据采集的对象和内容。 

本条规定了数据采集的内容。包括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 

1 基础数据：包括街道信息、小区信息、用户信息、企事业机关单位、设备信息、

设施基础信息、车辆信息。 

（1） 街道小区信息： 

街道小区的名称、所属项目、编号、业主人数等信息。 

（2） 用户信息 

用户姓名、所属小区、户号、联系方式、积分等信息。 

（3） 企事业机关单位信息 

单位的名称、经营者、联系方式、营业执照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商铺图

片等。 

（4） 设备信息 

智能设备、机械设备的名称、编号、安装地点、所属项目。 

设施基础信息 

（5） 车辆信息 

包括对车辆的所属单位、车牌号、车辆品牌、整车出厂编号、车辆识别代码/车

架号、车辆类型、车辆型号、驾驶员等车辆基础信息。 

2 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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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在居民投放时能够记录投放数据，包括投放人姓名、投放方式、投放

时间、垃圾类型、重量、产生积分等。 

小区收集人员在收集时，对投放质量进行检查打分。 

4.1.2 本条规定了系统数据的来源方式。 

1网上填报 

对无法使用智能设备的地区，可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将数据录入到系统，包括填报

人的单位、垃圾类型、垃圾产生量、参与人数、分类正确率等。 

2在线采集 

通过智能设备，实时采集垃圾投放和收集时的信息，包括投放人信息、垃圾类型、、

投放时间，垃圾重量、投放正确率等。智能设备能实时将数据传输到后台。 

3 与其他平台系统共享数据 

通过与各地的垃圾分类填报系统等第三方系统的对接，实现平台间的数据共享。 

4.2 采集设备 

4.2.1 本条规定了系统中各设备间的连接方式。 

系统连接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为前端，各类传感器与采集终端的连接，传感

器采集到数据后，采用模拟信号、开关信号、RS232/RS485 等方式与采集终端建立

数据通讯。采集终端与平台的连接，采用有线网络、无线网络等方式将数据传输到

后台。 

4.2.2 本条规定了采集终端的要求，包括功能要求、传输和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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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采集终端功能 

系统的数据需要采集终端进行提供，终端需要提供以下几个主要的功能： 

（1） 采集终端具有开放性，能够提供多种数据接口协议，支持模拟信号、开关信

号、RS232/RS485 等方式，将读卡器数据、称重传感器数据、摄像机视频数

据、满溢开关数据等各类传感器的数据进行接入。 

（2） 采集终端具有数据存储的功能，对收集到的传感器数据，具有临时存储功能，

当出现网络中断等情况时，数据能保证不丢失。 

（3） 采集终端需要与平台进行数据通讯，采用主动定时发送、接收平台指令采集

发送、即时发送的方式。终端可支持设定数据发送的频率，以固定频率发送

的方式将收集到的数据传输到平台，包含投放人的结果信息。也可接收来自

平台的指令，将所需的数据进行实时上传，对系统报警信息，采取即时上传

的方式，如箱体满溢报警，在接收到信号时，需即时将数据传输到平台。 

2 数据传输功能 

采集终端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有线、无线方式传输到平台，应具有以下的功能 

（1） 数据传输的周期可自定义设置，传输的周期可根据实际请进行自定义设置。 

（2） 采集终端应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当出现网络中断、终端意外断电等情况下，

在网络恢复、终端重新上电工作时，能将中断的数据重新进行上传。 

3 配置和维护 

采集终端应具有可配置性和可维护性。 

（1） 采集终端具有可配置性，支持本地和远程指令配置，如终端的 ID、IP、端

口、串口速率、传输频率等。 

（2） 平台支持平台的进行远程操作，可通过平台的指令，查询相关的信息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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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 采集终端具有错误诊断功能，当出现终端异常时，能将故障信息进行上报，

供平台进行分析，如终端温度过高、接口异常等。 

4.3 数据传输 

4.3.1 本条规定了采集终端与平台之间的传输要求。 

（1）数据传输应基于 IP 协议的数据网络，在传输层使用 TCP 协议或 HTTPS 协议； 

（2）采集终端与平台之间支持多种网络传输通信方式，如有线或无线方式； 

（3）当网络发生故障或终端断电时，采集终端应存储未能正常实时上传的数据，

待网络连接和终端恢复正常后进行断点续传； 

（4）当采集终端故障时，应向平台发送故障信息，包括故障的时间、代码等。 

4.3.2 本条规定了系统平台与第三方平台之间的连接要求。 

（1）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传输宜采用主流的接口方式进行传输，如 HTTP 接口、

webservers 等方式,接口提供方需要提供接口文档和接口说明文档，双方按照接口

文档进行开发和数据传输； 

（2）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当网络发生故障时，未能正常传输的数据，待网络连接恢

复正常后进行断点续传。 

4.4 数据存储 

4.4.1 本条规定了数据的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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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存储应根据数据的不同进行结构化存储和非结构化存储。 

（1） 结构化数据 

能够用数据或统一的结构加以表示的数据，如数字、符号，主要包括基础信息、垃

圾投放信息、报警信息等。 

（2） 非结构化数据 

无法用数字或统一的结构表示的数据，如文本、图像、声音、网页等，主要包括现

场图片、音视频文件。 

（3） 数据库 

数据应存储在主流的数据库中，如 MySQL、ORACLE、SQLSERVER、MongoDB、Redis等，

并且有相应的权限机制和备份机制。 

 

4.4.2 本条规定了数据的存储介质要求。 

数据存储的方式主要分为本地存储和云存储。可通过自建机房，安装服务器进

行数据的存储，此种方式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管理，不受网络的影响，安全性更高。

也可通过使用主流厂家的云服务器，进行数据的存储，此种方式建设成本低，易维

护，安全也可保障。 

4.5 数据管理 

4.5.1 本条规定了数据的备份要求 

系统应有数据备份制度，及时对各类数据进行备份。应实现日常数据增量备份和定

期全备份;对重要文件、历史数据应采用光盘或移动存储等介质的数据备份,并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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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异地备份。资料在共享的同时，每条资料都应有对其访问的范围限制以及访问方

式的限制，系统必须提供对某些资料的保密措施。必须有完备的安全认证机制，对

非法访问以及非法入侵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4.5.2 本条规定了数据的更新要求 

统应有数据更新审批机制。所有数据更新应经过审批同意方能进行,并应对数据更

新成果进行检查，更新应能实现日志记录,各操作过程应具有可追溯性，更新宜在非

主要业务时间进行。技术支持人员应按预先方案进行测试验证,验证通过后,应采用

书面形式汇报结果,并应对相关文档资料进行更新。 

5 系统功能模块 

5.1 大数据展示 

本条规定了系统展示内容。大数据展示系统主要对数据指标、源头数据、能力数

据等方面进行展示。 

（1） 数据指标分析实时展示重要数据指标、总量分析、设施分布分析，如垃圾分

类的参与率、分类正确率、产生量分析、设施的投入分析等。 

（2） 源头数据可以查看覆盖的小区、公共机构等的数量和变化趋势、分类投放覆

盖情况、趋势和排行、示范点建设情况、定时定点示范点、建设完成情况综合

排名。 

（3） 能力数据可以查看分类投放、收集能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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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础数据管理 

本条规定了垃圾分类基础信息。包括街道信息、小区信息、用户信息、企事业机关

单位、设备信息、设施基础信息、车辆信息。 

（1） 街道小区信息： 

街道小区的名称、所属项目、编号、业主人数等信息。 

（2） 用户信息 

用户姓名、所属小区、户号、联系方式、积分等信息。 

（3） 企事业机关单位信息 

单位的名称、经营者、联系方式、营业执照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商铺图

片等。 

（4） 设备信息 

智能设备、机械设备的名称、编号、安装地点、所属项目。 

设施基础信息 

（5） 车辆信息 

包括对车辆的所属单位、车牌号、车辆品牌、整车出厂编号、车辆识别代码/车

架号、车辆类型、车辆型号、驾驶员等车辆基础信息。 

5.3 统计分析 

本条规定了垃圾分类结果的统计分析主要内容。对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收集过程

数据和视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查询。 

（1） 投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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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投放产生的数据，包括投放人的姓名、地点、投放时间、垃圾类型、重量

等。可通过小区、投放人、投放时间等条件进行查询和统计，并提供查询结果的导

出。 

（2） 收集数据 

对各类垃圾的收集过程进行监管。包括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

的垃圾的类型、重量、收集时间、地点、收集人员、巡检结果和图片等信息。 

（3） 视频数据 

对安装了视频的投放设备和投放点，可根据时间、投放点名称、设备名称等条

件查询历史的视频录像和抓拍的图片。 

5.4 监管考核 

本条规定了系统监管考核的内容。可在系统中维护垃圾分类效果的考核办法，并查

询展示考核结果。可对各区域的垃圾分类开展情况进行考核排名。 

（1） 巡检结果统计 

对各类垃圾的巡检结果进行统计和展示，并根据积分等条件进行排名。 

（2） 考核统计 

对街道、小区、村等日常检查和双随机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展示，并进行排名 

（3） 活动统计 

日常开展的活动和上门督导结果统计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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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报警管理 

本条规定了报价管理的主要功能。包括报警的设置、报警的处理和报警的统计。 

（1） 可设置报警的触发条件和开关控制，如垃圾满溢开关、设备离线判断等 

（2） 当发生报警后，平台上需要对报警信息进行处理，如需要将报警信息按照责

任人自动推送到相关人员或自动开启案件派发，并对案件后续进行跟踪。 

（3） 对发生的报警信息进行统计，按不同的报警类型、区域、频次等条件进行多

维度统计。 

5.6 系统管理 

本条规定了系统管理的主要功能。可进行系统的菜单配置、权限配置、终端等系统

相关设置进行配置。 

5.7 拓展功能 

5.7.1积分管理 

本条规定了积分的产生方式、用途和管理方式。对垃圾投放人的投放行为可以积分

的方式进行反馈，如进行分类投放可获得积分、投放的可回收物根据重量换算成积

分，检查考核时也以积分的形式进行奖励。平台上可进行积分的统计、积分的产生

和消费情况进行查询。积分的消费可根据实现环境提供多种选择，如积分兑换机进

行饮料、矿泉水、饼干等日常消费品食品的自助兑换，也可通过网上商城的方式对

商品进行积分兑换，还可和线下商超合作，以积分抵扣金钱，购买超时物品。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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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个人征信体系的一个参考。 

5.7.2公共服务监督 

本条规定了公众服务监督实现的途径和功能。居民可通过 APP、公众号、小程序等

方式提供服务和监督反馈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可通过此进行巡检

等操作，系统中需要对反馈进行汇总和统计。 

1 公众服务 

（1） 快捷投递 

居民在注册 APP 时已绑定唯一的信息，快捷投递时页面产生可回收、厨余以及

其他垃圾的二维码，在智能回收箱上进行使用可记录居民的投递行为。 

（2） 预约回收 

居民对大件垃圾以及小件干货垃圾、建筑垃圾投递不方便时，可预约自动下发

预约信息到后台，管理人员可根据预约信息将信息发给收运单位进行上门回收。 

（3） 环保积分 

居民在垃圾分类投递过程中产生相对应的积分可查询。 

（4） 扫描支付 

居民产生的积分可在商超、现场活动时进行积分兑换。 

（5） 分类学院 

通过设立分类课堂、知识库以及垃圾分类知识竞答，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6） 周边服务 

通过定位 APP的地理信息坐标，可查看周边的垃圾投放点、兑换点以及相关垃

圾分类的固定设施进行操作。 

（7） 居民反馈 

居民可对日常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拍照反馈，有效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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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2作业服务 

（1） 设备管理 

对智能设备的进行管理维护，包括保养、垃圾袋的上货等。 

（2） 巡检 

垃圾分类巡检人员可通过此功能对垃圾分类的质量进行扫码识别、巡检、打分

称重，并将结果实时上传。 

（3） 采集服务 

对设备、商家的基础信息进行采集，包括设备名称、位置、经纬度、垃圾类型、

经营类型等现场的数据采集、上传和更新。 

（4） 可回收物管理 

对可回收物的订单进行管理，包括接受订单、分配订单、处理订单、跟踪、统计等

功能。 

5.7.3第三方系统 

本条规定了本系统的功能扩展方式，可通过超链接的方式，在本系统上提供第三方

系统的模块，该模块通过超链接的方式直接跳转至第三方系统，访问第三方系统中

的功能。包括固废系统、医废系统/环卫系统等。 

6 运行环境 

6.1 一般规定 

本条规定了系统运行环境，包括机房的建设要求、网络要求、软硬件支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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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要求、安全措施等要求。 

6.1.1 本条规定了系统运行环境的组成。运行环境应包括:机房、网络、操作系统、

数据库以及信息安全支撑环境等。 

6.1.2 本条规定了系统机房的建设要求。机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

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电

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 和《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 的有关

规定。 

6.1.3 本条规定了系统网络环境要求。系统网络环境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本

规范第 8.2节的要求。 

6.1.4 本条规定了系统基础硬件环境要求。系统应根据实际应用规模配备必要的服

务器、存储设备及计算机等硬件环境，应符合本规范第 8.3节的要求。 

6.1.5 本条规定了系统软件环境要求。系统应构建在主流的商用操作系统平台基础

上，服务器及计算机等应安装有与系统相匹配的操作系统，选用的数据库及地理信

息系统平台软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7.4节的要求。 

6.1.6 本条规定了系统软件支撑环境要求。系统应具有完备的信息安全支撑环境，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

的有关规定。 

 

6.2 网络 

6.2.1 本条规定了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运行要求。运行系统的各机构之间、机构

内各部门之间应实现网络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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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本条规定了系统的网络基础要求。系统至少配置网络防火墙，核心交换机、

路由器等网络通讯设备。 

6.2.3 本条规定了系统的网络的安全性等标准。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充性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6.2.4 本条规定了网络管理制度。应配备网络运行维护人员，保障系统网络的稳定

运行。 

6.3 服务器与终端 

6.3.1 本条规定了系统服务器的选型要求。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的型号和数量应根据

系统并发访问数量及预期数据量等因素选择配备。 

6.3.2 本条规定了系统服务器的数量、类型要求。服务器应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应

用服务器及相应的备份服务器。 

6.3.3 本条规定了系统终端的选型需求。用户终端计算机设备应满足各类地理信息

数据浏览和访问功能的需要。 

6.4 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 

6.4.1 本条规定了系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型要求。数据库需要有海量的数据存

储能力、多类型文件支持能力和备份恢复能力。 

6.4.2 本条规定了地理信息系统的选型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