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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立志用自己的作品为环卫工排忧解难。 受访者供图

准备好方向后，王岩和小伙伴们
先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怎么让垃圾桶
智能起来。半自动遥控、感应掀盖可
以让垃圾桶“走”起来，并在雨天“自
我保护”，防止雨水进入。18人团体
中专门设立了“会议记录组”，将学生
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意见记录下来，
准备后续的详细设计。

制作带车轮的架子，把垃圾桶架
起，配上半自控的系统，实现垃圾桶

“走路”。再配上红外探测，遇到前面
有人便即刻停下。设计方案中，学生
还给垃圾桶加上红外超声波传感器，
让其做到感应即可开合盖子。

学生们先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
一个环卫工常用的高1米垃圾桶。设
计组的学生则利用三维绘图软件，在
7月底画出了支撑垃圾桶的架子草

图。开工！7月25日，实际操作组的
6名学生开始在实验室操作了起来。

开工后，王岩同学却发现：“上课
教的都是理论，实际做起来可不是那
么回事。”

第一个问题随之便来了——缺材
料。王岩介绍，实验室材料虽多，但体
形大且功率高，真正能用在智能垃圾
车上的却寥寥。为此，小组学生列出
了材料清单，并分出“采购组”和“砍价
小组”，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性价比
高的大减速比电机、红外超声波传感
器、人体红外检测器，买不到的物品再
去联系厂家购置。准备工作就绪时已
到暑假中期，6位操作组的学生为了做
出成品，放弃暑假回老家休息。在
38℃高温天，他们把实验室当做家，

“泡”在设备里做调试和改进。

环卫工的艰苦工作他们看在眼里 为了帮助这一行从业者

二工大学生研发智能环卫垃圾桶
链条传动、差速

转弯、自主绘图、3D
打印、8位 AVR单片
机控制……这些文科
学生看得一头雾水的

专业术语，都汇集在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大二18位学生的暑期
社会实践成品上——智能环卫垃圾桶。“观
察到环卫工人工作量大，想给他们做个电
动智能垃圾桶，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项
目小组组长、大二学生王岩如是介绍道。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9 月 18 日开学后，我们打算把

智能垃圾车带给环卫工人实际操作

一番。”王岩同学期待实验后，再通过

一线环卫工人实用反馈做出适宜调

整，有朝一日能为他们工作省力。这

次学生们一共花费了两千多元的成

本费。李涛同学希望后面改进的版

本可以做到低成本、高效能，以实现

今后大范围推广。

“智能环卫车的设计就是学生结

合自身专业创意设计的典型案例。”对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学生们做的暑期社

会实践，共青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团

委老师给学生在实践中磨练培养专业技

能的表现“点赞”。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一

直是共青团分管指导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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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二工大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专业的九位同学一同到浦东新
区曹路环卫所，打算在实行暑期项目
前，先实地看看环卫工人在工作上到
底是怎样的情况。

“环卫工人真的很累，大热天还
要穿着制服上班。不好铲的用手刨，
再难闻的也坚持清除干净。”王岩回
忆，烈日炎炎，环卫工人在太阳下分
拣垃圾的场景让成员记忆犹新。环
卫工人在工作时需要拿钳子夹取街
边的垃圾，再一一放入1米高的随行
垃圾桶内。天蓝色的长袖工作服在
汗水的浸湿下，变了颜色。

王岩同学还观察到，下过雨后，
路面上积满了厚厚的树叶、断落的树
枝，垃圾又湿又重。装满湿淋淋落叶
的垃圾桶，重得推都推不动。学生调
研后估算，浦东新区曹路环卫所的一
线环卫工人平均年龄在50岁上下，
有的环卫工人头发已花白。他们工

作时行动并不如年轻人快且持久，往
往一天超过十次来回清扫后，已身疲
力竭。加之，每位员工的身高不一，
在弯腰用钳子拾捡垃圾时，环卫工人
并不能将夹钳高效利用起来。

观察一番环卫工人的日常设备
后，项目组的同学发现1米高的随行
垃圾桶最为费力。“平时环卫工人会
用到垃圾三轮车、簸箕、随行直立垃
圾桶工作。其中，随行的垃圾桶只能
靠人力手拉。如果雨天装满湿垃圾，
垃圾桶可能会有四五十斤重。对环
卫工来说工作压力很大。”制作组的
李涛同学与设计组小伙伴商量下来，
决定做一个智能半自动垃圾桶，方便
环卫工日常工作。

“挺惊讶，还有大学生关心我们
用工具是不是便利。”浦东新区曹路
环卫所的环卫工人捧着学生们带来
的饮料，向前来调查他们工作情况的
学生有问必答着。

大减速比电机负载大，可以保证
垃圾车平稳缓慢运动。不过，怎么把
只有三个螺栓的电机搭在架子上？学
生脑子里飞快地回顾起上课遇到的案
例。钣金固定！王岩同学和小伙伴一
拍即合，在金属板上打孔，把电机用螺
栓拧在了上面。要精准！王岩给青年
报记者看图解释，钣金上如果一个孔
有偏差，电机就无法稳定安装。

对6位大二的学生来说，让垃圾
桶“走路”也是个大难题。轮子怎么
固定在架子上？怎么让轮子跟着轴
一起转？手中只有轮子、金属杠的成
员们用焊接实践，却发现打滑不平
稳。3D打印这时帮了大忙。成员用
起了时下流行的3D打印机，自己画图
转成stl.格式，经过不下十次的调整，
终于给轮子“打”出了匹配轴套。“轴套
和轮子再用螺栓紧固，才能跑起来，并
且不打滑。”王岩同学说，缺匹配的材
料是实际动手时遇到的最大问题。能
购买到的原料不是过大就是无法安
装。为此，他们只能“自主研发”或者
二次改造。为让轮子和架子有效配
合，他们把实验课上的轴承座内部空
间里焊接上了金属片，使得轮子成功
被一体带动地转了起来。

马达、轮子、垃圾桶，这三者的配
合设计，花了他们17天的时间，前后
失败了 8 次，再加上给垃圾桶安电
池、做模拟、装LED灯等环节，这个夏
天，成员们“挺难熬”。“夏天挺热的。
实验室虽然有两个空调，但是吹不到

屋子中间做实验的地方。”李涛同学
回忆，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都湿哒
哒地贴在皮肤上。

实验中期，垃圾车可以移动时，
成员们兴奋地邀请指导老师到校区，
展示他们的初步成果。通过遥控器，
这个智能垃圾桶可以操控它快速、慢
速走、停车。红外感应不仅可以满足
停车功能，还可开盖合盖。充满电的
智能垃圾车可保持两天的续航能力。

指导老师刘亚琦看到学生暑假
不回家，在实验室里还忙着突破难
题，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却来不及擦
的场景，心疼之余，为他们也感到骄
傲。“这些孩子全凭兴趣，自己找热
点、做产品。遇到了瓶颈也先自己上
网看帖子，找经验，试图自己解决。”
刘亚琦介绍，这几位学生都不简单，
2015年暑期社会实践中，他们制作
的消防机器人获得了市级优秀奖。
学生凭兴趣组织的机电小组，曾靠研
发的机器人获得过全国机器人大赛
创新组亚军。

据介绍，王岩同学所在的机械制
造及自动化专业一共有190位同学。
大二下学期，十几位同学自发组织了
科创平台小组，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常
见问题设计动手科技制作。今年他们
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了环卫工人身上，
希望以一己之力为环卫工人带来便捷
的工作器具。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项
目组的两名学生还每天去实验室对智
能垃圾车做更为精细的打磨。

实地调研
环卫垃圾车负重难行动

专业落地
暑期高温下实验室当家

研发工作
遇到困难全靠自我探究

开学后试操作 希望改进后利于推广[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