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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催生了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新型城市，但是垃圾处理

问题却成为这些城市的紧迫问题。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垃圾处理现状，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新时代

的发展要求，城市廊道垃圾管理系统结合了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字化技术为我国推行智慧垃圾处理方式开辟了

新的道路。本文对新城市垃圾管理方法进行了研究，结合智能垃圾分拣系统和气动力廊道运输系统提出了一种基

于现有技术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该体系能有效解决当前与城市地区废物分类、运输和回收中的问题，并为摆

脱传统的废物管理模式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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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的综合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

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人类的

生存环境，已经成为各国各政府的关注。虽然中国城

市居民人均年垃圾产生量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其

总量却相当高，目前全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已达到 2

亿吨，每年还以 10％的速度递增，历年垃圾的存量已

达到 66亿吨，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的重重包

围。这些垃圾影响城市景观，污染了大气、水和土壤，

对城镇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垃圾处理已成为城市发

展中的棘手问题。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垃圾分类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经济全

球化脚步加快，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城市已经刻不容缓，推行“垃圾处理 +互联

网”“垃圾处理 +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必

然要求。2022年 3月 1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物集中处

理设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积极稳妥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快补齐城镇污水处理能力缺

口，开展老旧破损和易造成积水内涝问题的污水管网、

雨污合流制管网诊断修复更新。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

动，倡导绿色出行和绿色家庭、绿色社区建设 [1]。基

于我国的环保政策，传统垃圾处理方式不再适用现代

化城市建设，本文提出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

1.2 研究意义

针对城市廊道垃圾处理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能够推进开辟新的市场并且扩大与环保相关行业

的市场需求。本文提出运用管廊处理垃圾方法能为环

保产业提供广阔市场空间，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利

用国家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争取各方

的合作，实现成为该行业的富有竞争实力的领导者的

目标。同时适应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转变垃圾处理

的现状，改善人、地关系，合理调控。发挥廊道垃圾

处理体系的生态服务功能。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在

“既能保证当代人的利益，也不损坏后代人的利益”

的前提下，与城市规划相呼应，成为一个更加环保，

更加绿色的垃圾处理体系 [2]。

2 城市垃圾处理现状分析

2.1 国内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自 1996年以来国内理论界关于垃圾处理研究不断

增加，近 15年的研究多集中在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分析、

垃圾处理制度与管理方法等领域。据估计，中国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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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垃圾数量已经超过了 2亿吨，而这个数字还在

不断增长。但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依旧很传统，在

固定点设立垃圾桶，由垃圾车进行统一混合回收运输

到垃圾场，混合回收垃圾不仅加大人工分类难度，还

降低资源利用率，垃圾车在运输过程中散发的气味污

染空气，有害气体会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垃圾场对

垃圾只是简单的分类，并未达到垃圾分类的标准，忽

视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垃圾处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传统的垃

圾处理方式往往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建立城市廊

道垃圾处理体系逐渐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2.2 国外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已经开

始实施垃圾分类，国外的垃圾处理现状相对成熟，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垃圾处理体

系，且垃圾处理的经验丰富，采用的技术和方式也比

较多样化。德国从 1972年起制定的第一部《废弃物处

理法》之后，就不断完善该体系，垃圾处理方式采用

了垃圾分类制度，注重垃圾的回收利用，同时注重环

保和资源利用，德国采取直接焚烧后发电，这是目前

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垃圾处理方式，气体化合物蒸汽可

以用作涡轮发电机的动力，固体化合物经过压缩成为

熔渣，可用来筑路或作为建筑材料，但缺点是处理成

本高，会产生致癌物并且难以降解；美国由于人口稀少，

其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地填、焚烧、回收和堆肥等多种

方法，但是填埋和焚烧仍然是主要的处理方式，焚烧

处理占 14%，不足之处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对周

围的水体、土壤、大气造成严重污染，达不到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 [4]。通过研究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垃圾分

类处理方式，不难发现尽管垃圾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3 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设计思路

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是对廊道与城市结构的设

计，其中主要包括了城市建筑物的分布数量以及建筑

类型来进行分类。在进行廊道垃圾处理体系布局的时

候，环境保护是第一要义，因为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

系的愿景和标准就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

廊道布置的景观性都能予以融入。在城市的规划中，

廊道垃圾处理体系可分为地上放置和地下填埋。城市

廊道垃圾处理体系不同于以往的垃圾处理体系。在城

市中呈现出线性或者带状空间体系。与整体城市环境

相结合 [5]。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新型城市建设前，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时预埋主

廊道。其主要用于垃圾处理体系主干道，可持续且大

量地进行垃圾处理运输。在主干道上铺设支干道，从

而保证整个体系的灵活性、全面性。依据城市规划示

意图，在预建社区、居民楼、商业街大型商场、旅游

景点等地辅以地上只管廊，用以解决管道灵活度低、

造价大、难以维修等问题 [6]。在片区内建立地下大型

支管道口，用以解决大型垃圾处理问题，确保体系完整。

在城市建立完成以后，在依据实际建设铺设地面

支管道，用以解决施工误差，在所有预留口位置安装

智能分拣垃圾桶，解决垃圾分类难题，垃圾桶下连接

廊道支管，再有支管链接主管最后达到运输目的。在

片区建设大型垃圾处理口与廊道运输动力设备，从而

解决廊道内部动力问题。

廊道出口直接连接终端回收厂，厂方可直接对该

类垃圾回收利用。从而达到项目最终智能、绿色、生态、

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新基建”与“双碳”理念结合进

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中，解决困扰环境发展的世纪难题。

大型垃圾处理点

回收厂

垃圾回收再利用

社区日常处理点

管廊连接

图 1 廊道垃圾处理体系流程图

新型城市的廊道垃圾处理体系主要采用了智能化

管理和分散式处理的方式。它通过在城市建立一系列

廊道垃圾处理站点，将垃圾处理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

落，实现了垃圾的就近处理。同时，利用智能化技术

对垃圾处理站点进行管理，实现垃圾分类、垃圾收集、

垃圾运输等环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垃圾处理

效率，降低了处理成本。新型城市的廊道垃圾处理体

系还具备了很强的可持续性 [7]。

4 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创新点

新型城市的廊道垃圾处理体系是一种基于智能化

管理和多元化处理方式的垃圾处理模式。它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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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传统垃圾处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实现垃圾的就近

处理、自动化管理和循环利用，具备了很强的可持续性。

用户登录单元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中央处理器的

输入端电性连接，称重传感器通过无线与分类处理系

统实现双向连接，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操

作端实现双向连接，且操作端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分

类处理系统的输入端电性连接，称重传感器的型号为

QS-5t。当用户倒垃圾时回收物输入模块的输出端通过

导线与中央处理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智能检测单元通过无线与分类处理系统实现双向

连接，智能检测单元包括垃圾识别模块，垃圾分别模

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分析判断模块的输入端电性连

接，且分析判断模块的输出端分别通过导线与确认模

块和提示模块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用户通过查询模块查询个人积分库内部的个人积

分情况，个人积分库通过无线与中央处理器实现双向

连接，个人积分库通过无线与查询模块实现双向连接，

且查询模块的输入端通过导线与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

电性连接，查询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显示屏的输

入端电线连接，且显示屏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请求发

送模块的输入端电性连接，请求发送模块的输出端通

过导线与中央处理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8]。

综上所述，面对我国的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新型城市垃圾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将“垃圾处理 +互

联网”“垃圾处理 +云计算”“垃圾处理 +人工智能”

结合起来，才能为我国垃圾治理开辟新的道路。城市

廊道垃圾处理体系集绿色、环保、高效、智能一体化，

且符合国家的发展理念，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有助于推动我国从高速度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城市

廊道垃圾处理体系虽有诸多优点，但也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首先，国家对于垃圾的处理提出了十分高的要求，

从设备制造到运行，以及尾气、灰渣排放都有严格要

求。而垃圾处理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过程，目前，

国内大部分技术在分类处理和大体量运输问题上均存

在着问题。其次，由于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庞大且

复杂 ，修建成本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最后，

管廊运输的动力问题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去取代，且

制作管廊的材料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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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廊道垃圾处理体系的结构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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