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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road garbage bins have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appearance construction, and also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trash bin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in the built-up area of Chuxiong City, and uses the average center, median center, center 
elements, and direction distribution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rash bin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sanitation trash bin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 road are less distributed, 
there are not enough garbage bins on both sides of the eastern fringe road, the overall number 
and direction of trash bin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the number of garbage transfer boxes and 
sanitation garbage bins is small and they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mad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hree types of trash bins should be set in 
areas where residents live, the number of garbage bins should refer to the density of residents, 
garbage transfer box and sanitation garbage box should be plac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the 
trash bins should be set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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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垃圾桶的数量及其分布位置与城市市容市貌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也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着

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的垃圾桶类型、分布现状进行调查，使用平均中心、中位数

中心、中心要素、方向分布等方法及与实地对应关系对市区道路垃圾桶的分布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分布存在着主干道两侧环卫用垃圾桶分布较少、东部边缘道路两侧设置垃

圾桶数量不足、垃圾桶总体数量和方向分布不均匀、垃圾中转箱和环卫用垃圾桶数量少且分布不均匀，

不方便垃圾的收集和转运，增加了环卫人员的工作量等问题。根据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了要在有居民

居住的区域按标准设置三类垃圾桶，设置垃圾桶要参考居民居住的密集程度，按标准设置垃圾中转箱和

环卫用垃圾箱，垃圾桶应设置在显眼的位置，便于人们寻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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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垃圾桶对于维护城市环境卫生和塑造城市形象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城市道路垃圾桶

布局主要依据现有的城市规划标准和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存在标准单一、操作上较为笼统的问题，

对于不同城市功能区未制订出差异化的标准。根据我国现有城市规划的法规和标准，道路垃圾桶的布

设既没有被纳入公共设施规划范围中，也未明确纳入市政设施规划范畴；又因处于环境卫生工程的末

端而被简单处理，明确提出“废物箱”的只有《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规划规范》[1]，学术界对于垃圾桶的研究也并不多，且多数研究方向为垃圾桶的优化设计、垃圾的分

类回收等方面。对于垃圾桶的分布对城市道路环境影响的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在 2019 年的两会中，

李克强总理强调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垃圾桶在城市道路的分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分类垃圾的

行为从而对城市环境造成影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的分布、使用等方面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但许多地区垃圾桶设施分布仍存在着诸如数量分布较少、分布密度不均匀、分布范围不合理等问题。为

了使垃圾桶设施的分布更适宜人们使用，人们开始借助大数据、云数据、GIS 等技术对垃圾桶的分布以

及优化进行研究。 
国内对于垃圾桶设施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对校园垃圾桶分布的研究与对城市建设区及住宅区垃圾桶

分布的研究两种。利用的技术手段多是基于 GIS 技术的基础之上，也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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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建辉等利用 GIS 中的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距离栅格分析等原理，通过距离栅格分析、重分级、

栅格代数运算对黄河水院校园垃圾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重点区域和现有垃圾桶的位置数据，在现有位

置数据的基础之上对黄河水院校园垃圾桶进行优化配置，使其布置更加高效和科学[2]。同样是对校园垃

圾桶分布的研究，黄周满等对校园垃圾桶进行了分布调查与分析，提出了优化分布的建议[3]。卢绪凯以

山东科技大学为例，对校内垃圾桶分布展开调查，并分析其对垃圾回收的影响[4]。徐玉莹等利用建立数

学模型的方法对校园内垃圾桶的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5]。对于垃圾桶设施分布的研究除了校园之外，被

最为广泛提及的便是城市功能区以及住宅区中垃圾桶设施的分布。例如宗会明等对城市功能区的道路垃

圾桶布局进行了研究[6]。刘波对垃圾桶等设施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6]。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的分布研

究除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有关政府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陈姗姗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对垃圾回

收等问题提出了建议[7]。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 GIS 对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的分布进行

研究分析，提出不合理的部分同时提出优化的建议。 

2. 研究区概况 

楚雄市占地 4433 平方公里，截止 2018 年末，全市总人口 535,986 人，楚雄建成区面积 18.3 平方公

里，建成区城镇人口为 258,504 人。本研究区包括楚雄建成区北至 G56 杭瑞高速，南至雁塔路，西至 214
省道，东至 007 乡道。该区域内有永安路、威楚大道、紫溪大道、青龙路、北浦路、鹿城路六条主要道

路，同时主要道路又与若干小路连接。北浦路毗邻北浦商业区，是楚雄市区第二大的商业聚集地，鹿城

路分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分布着学校、客运站等人流集中的设施，同时鹿城路四路分支也是全市

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将市区不同功能区连接在一起。 

3. 研究方法 

对楚雄城区道路垃圾桶分布进行实地调查，利用地图和 GPS 定位进行标注。实地调查后利用 Arc 
Map 软件与卫星图制作出垃圾桶分布图。将垃圾桶根据其使用功能分为三类，采用平均中心、中位数

中心、中心要素、方向分布四种方法分析楚雄城区垃圾桶的空间分布状况并根据现状提出优化方案。

平均中心(地理中心)用于识别一组要素的地理中心(或密度中心)。平均中心是研究区域中所有要素的平

均 x 坐标和 y 坐标。平均中心对于分析设施分布的变化，以及比较不同类型要素的分布非常有用。计

算公式为： 

1 1= ,

n n

i i
Xi Yi

X Y
n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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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中心是用于识别使数据集中要素之间的总欧氏距离达到最小的位置点。中位数中心工具是一

种对异常值反应较为稳健的中心趋势的量度。该工具可标识数据集中到其他所有要素的行程最小的位置

点。计算公式为： 

( ) ( )2 2t t t
i i id X X Y Y= − + −  

中心要素是用于识别点、线或面要素类中位于最中央的要素。与数据集中所有其他要素的距离累积

最小的要素是位于最中心的要素。 
方向分布是通过创建标准差椭圆以概括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分布。测量一

组点或区域的趋势的一种常用方法便是分别计算 x 和 y 方向上的标准距离。这两个测量值可用于定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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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含所有要素分布的椭圆的轴线。由于该方法是由平均中心作为起点对 x 坐标和 y 坐标的标准差进行

计算，从而定义椭圆的轴，因此该椭圆被称为标准差椭圆。利用该椭圆，可以查看要素的分布是否是狭

长形的，并因此具有特定方向。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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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楚雄市建成区垃圾桶分布与楚雄市卫星图结合做出 A 类——垃圾车专用大型垃圾箱、

B 类——塑料环卫用垃圾桶、C 类——最常见的铁皮垃圾桶(图 1)分别的分布图。以及 ABC 三类垃圾桶

合并的分布图。 
 

 
Figure 1. Three kinds of garbage can 
图 1. 三类垃圾桶图 

 
1) A 类垃圾桶分布情况 
A 类垃圾桶总体数量较少，空间分布稀疏，多是沿街分布，楚雄市建成区西南和西北方向因商铺

小区分布较为密集，A 类垃圾桶错落分布在其中间，但楚雄市建成区中部区域分布数量较少且分布密

度低(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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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lass A garbage cans 
图 2. A 类垃圾桶分布图 

 
2) B 类垃圾桶分布情况 
B 类垃圾桶总体数量不多，多数是以一定间隔沿道路分布在两侧，小区及商业街内部分布较少，但

总体位置分布较全面，但数量不足(图 3)。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ype B garbage cans 
图 3. B 类垃圾桶分布图 

 
3) C 类垃圾桶分布情况 
C 类垃圾桶沿道路两侧分布，数量众多，空间分布密度大，多数 C 类垃圾桶分布在道路两侧，小区

内部数量较少(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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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C type garbage cans 
图 4. C 类垃圾桶分布图 

 
4) ABC 三类垃圾桶分布汇总情况(图 5) 

 

 
Figure 5. Classification of three types of garbage cans 
图 5. 三类垃圾桶合并分类图 
 

5) 平均中心分布情况 
平均中心可以分析出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的分布情况，楚雄市建成区垃圾桶分布的平均中

心在团结路北部，团结路是楚雄市建成区人流车流量较大的一条主干路，以平均中心为起始点向不同方

向分散分布(图 6)。平均中心周围小区密集，ABC 三类垃圾桶均有分布。C 类垃圾桶在其四周的道路密集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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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verage center distribution of garbage cans 
图 6. 垃圾桶平均中心分布图 

 
6) 中位数中心分布 
中位数中心则位于中大街和团结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西南位置，周围小区密集于其南部与东北方向，

周围 A 类垃圾桶在中位数中心南部集中而东北方向小区密集的地区却没有相应的设置，B 类垃圾桶的分

布于 A类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中位数中心附近的 C类垃圾桶普遍沿中大街、团结路等主要交通道路设置，

小区密集处也均有设置，较为合理(图 7)。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median center of garbage cans 
图 7. 垃圾桶中位数中心分布图 

 
7) 中心要素分布情况 
中心要素点位于中大街与团结路交叉十字路口向西方向。中心要素附近小区分布较为均匀，东西南

北均有不同人口等级的居民点，ABC 三类垃圾桶的分布与中心要素之间的关系与中位数中心与 ABC 三

类垃圾桶的关系相类似(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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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garbage bin center elements 
图 8. 垃圾桶中心要素分布图 
 

8) 方向分布情况 
方向分布可以看出三类垃圾桶分布是一个狭长的椭圆形，呈现西北–东南向(图 9)。 

 

 
Figure 9. Distribution of garbage cans 
图 9. 垃圾桶方向分布图 

5. 结论与建议 

5.1. 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分布现状合理性分析 

主干道的两侧 C 类垃圾桶分布较为匀称，布局对称且分布密度大于城市的次干道和城郊道路两侧的

C 类垃圾桶数量。在人流量较大的几条商业街与干道两侧相邻的两个 C 类垃圾桶之间的距离大概为 200
米，《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中有关于垃圾桶之间距离设置的要求：商业、金融

业街道间隔 50~100 m，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间隔 100~200 m，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 200~400 
m，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也较为符合设置的要求。垃圾桶类型的配置符合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丢垃圾

的习惯，人口步行通行流量大的道路两侧配置的 C 类垃圾桶分布密集对称，符合人口流动中随手丢弃垃

圾的情况。在楚雄市南北方向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团结路，是贯穿楚雄城市中心部分且是与城郊的结合部

分，是老城区的主要道路、商业步行街，道路两侧的 C 类垃圾桶尤为密集，布局排列对称。沿楚雄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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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路两侧的垃圾桶配置合理，垃圾桶都分布在沿河道休闲步行小路的两侧或一侧，不妨碍道路的通畅，

以及考虑人们丢垃圾的方便度在小路边设置垃圾桶，提高了方便度的同时又能减少乱丢垃圾的情况。充

分考虑到机动车道两侧没有设置人行道时，丢弃垃圾的需求稀少，不予在此类道路设置垃圾桶，节约了

社会资源。 

5.2. 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分布现状不足之处 

主干道的两侧 B 类垃圾桶的分布数量很少，A 类没有分布。城市东部边缘的道路两侧 C 类垃圾桶的

数量稀少，多为 B 类垃圾桶。西部居住组团内的垃圾桶分布多为 A 类垃圾桶，用于人们的日常垃圾收集，

没有设置 C 类垃圾桶，B 类数量极少；垃圾桶的设置总体分布不均衡，有的地方过于密集但有的地方却

缺少垃圾桶的配置，西北方向也有小区分布，但周围设置的垃圾桶数量很少。垃圾桶分布不均衡，很容

易造成居民生活的不便。A 类与 B 类垃圾桶的分布不均匀，他们都是垃圾中转的重要组成部分，楚雄市

的这两类垃圾桶数量少且分布不均，城市中 C 类垃圾桶密集区域只设置了一个 B 类垃圾桶，不方便垃圾

的收集转运，增加了环卫人员的工作量。 

5.3. 对楚雄市建成区道路两侧垃圾桶分布的改进建议 

在有居民居住的范围内，按照一定的比例设置垃圾桶。在居民集聚密度较低的区域适当减少 C 类垃

圾桶的投放比例，增加 A、B 两类垃圾桶的设置，便于垃圾集中回收。西部小区组团密集的区域按一定

距离标准设置 A、B 类垃圾桶，从而达到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以及增加可利用资源的回收，避免了资

源浪费等方面的影响。按照不同居住人口规模设置 C 类垃圾桶，人多则多设置，人少则少设置，按 C 类

垃圾桶分布密度设置 A 类垃圾桶或小型垃圾房。垃圾桶设置在显眼位置，便于人们寻找，减少因为不耐

烦寻找而造成的随意丢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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