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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软件界面设计探讨—以“万能垃圾”APP为例

陈盈盈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市面上垃圾分类 APP产品主要存在设计内容单一化、设计结构不严谨、适用群体范围窄、用户数量少、不能满

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等问题。根据以上设计存在的各类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此类 APP的现状，分析了用户的需求，并结合

了原有产品的垃圾识别功能，设计了一套以垃圾循环利用为主要创新点的产品。此产品结合了当下短视频与电商的发展，

提升交互多样性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社交属性，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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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分类现状
1.1  垃圾分类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是应该重视的重要因

素，无论是最早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

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都体现

出了国家乃至世界都在关注和提倡环境保护。垃圾分类

恰恰是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环节，每个人每天大约制造

1.2公斤左右的垃圾，而如何处理垃圾成为了一个头疼

的问题，国外对垃圾的处理有早有一些新的措施与政策，

对垃圾分类的重视成都也高于国内。

国家现阶段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并不大，只是在

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打造垃圾分类试点，从实行的情况

来看，市民是比较愿意配合，但还是有少数市民的自觉

性较差；虽说在垃圾分类的教育上也是从学前班开始抓

起，但垃圾的多样性是无法记住所有的垃圾对应的属性。

1.2现有垃圾分类 APP产品的现状及问题
1.2.1交互方式单一
目前市面的垃圾分类 APP设计比较单一，主要只

有一个功能——识别垃圾的种类，它们的主要创新点就

是在垃圾查询的方式，可以用语音与拍照识别。虽然产

品被设计出来了，但由于单一的页面和繁琐的操作体验，

使用户没有黏性，可能用了几次就会被删掉。

1.2.2受众面窄
目前存在的此类 APP受众过于狭窄，偏向于已经

实行垃圾分类政策地区的中高龄人群，对于广大的年轻

一代和其他未实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吸引

力。

1.2.3宣传力度不足
由于现政策在一些试点区地区，所有产品的宣传

力度都没有衍生到其他地区，市场范围小。主要宣传点

也主要偏向于生活中的公共设施如地铁等。但是面对信

息技术发达的年代这种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也主要是因

为产品本身没有核心竞争力，所面对的受众群体少，而

最终导致宣传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1.2.4不能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
此类产品功能点单一，不能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

生活中，不免有小部分群体对已经过时的和已经用坏的

物件有一定的情感，或者虽然目前觉得没有用处但是以

后会有用的物品都也不舍得扔掉，会导致家里的无用物

品越来越多，但是此类产品并不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

个好的解决方案。

2需求分析
2.1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首要意图是宣传垃圾分类，注重环境保护，

呼吁用户为自己的家园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满足了社

会可行性。同时利用与短视频的结合可以快速有力推

广 APP，加上迎合用户心理，可以使用户把自己不舍的

物品再次“变废为宝”，APP也结合了现代电商模式，

但与之不同的是用户既是购买者，也是商品的提供者，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创意与实践制作出好看且实用的物

品，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物品的拍卖。这一创意点目前在

市面上的该类 APP中没有任何一个实现，万能垃圾是第

一家，占据有利市场，满足了市场可行性。

2.2功能需求
1 识别垃圾，作为垃圾分类的 App，该功能为核心

功能，用户可以搜索查询、扫描识别，最主要是利用拍

照识别垃圾种类；

2 垃圾改造教学视频，让用户在该平台上交流，

如何将垃圾变废为宝，互相培养用户的动手能力；

3 改造物品拍卖，将公创意作品的价值提升，不

仅保护了环境，同时也为利用自己的创意点和动手能力

的用户给予了相应利益；

3“万能垃圾”APP具体设计实现
3.1设计思路
万能垃圾的界面设计主要以绿色 #17923b为主，

以淡绿色 #94c595为辅，绿色类似于春天绿叶和嫩草的

颜色，代表意义为清新、自然、环保；字体颜色以黑色

#202121为主，以灰色 #6f6f6e为辅；中文用 pingfang

字体，36px用于重要级信息文字、32px用于普通重要

级信息文字、28px用于次级信息文字、26px用于再

次级信息文字、20px用于提示信息文字；英文用 San 

Francisco Text字体，20px用于提示性文字；页面主

体与边框的距离是 24px。底部导栏用垃圾桶图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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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用灯泡表示万能垃圾，用相机表示拍照识别垃圾，

用指南针表示宝物，用人物表示个人界面，当前界面用

绿色跟其他未显示界面的灰色区别开来。主要页面图 1

所示。

图 1：万能垃圾 APP首页界面

3.2具体设计
3.2.1logo与 IP形象呈现
Logo主要以绿色为背景，白色为主色设计的垃圾

桶形象。垃圾桶上有可循环的标志，垃圾桶以半开的形

式冒出一个带绿叶的灯泡，垃圾盖和垃圾桶的形状整体

形成一个“万”字，灯泡主要体现一个能源的“能”，

整体的思想就能囊括为“万能垃圾，变废为宝”。

IP形象中，外围代表环保，灯泡代表万能的智慧

与创意，用小小的智慧与创意创出一片绿叶来保护环境。

3.2.2首页
首页主要以绿色为主，从上到下颜色由深到浅，

呈现渐变的效果。搜索框可以搜索垃圾的属性；轮播图

有三张，第一张是轮播最近的重点环境新闻，第二张是

推荐最热门的垃圾改造教学视频，第三张是推荐最受欢

迎的拍卖作品；再下面是四种垃圾属性，每种垃圾属性

都选取了一个代表元素放在里面，点开就是垃圾属性的

相关介绍及记忆口诀；最后的动态资讯主要反映行业与

企业最近的相关动态新闻，从思想上出发，让读者了解

到并引起反思最终反馈到行动上进行环境保护。

3.2.3宝物与指南
万能垃圾这个模块主要是结合短视频技术，由于

短视频的热度持续上升，我们利用好这个热度将能做到

更好的推广，将改造旧物的教学视频从大众短视频中分

离出来，这个版面设计主要是推荐与关注这两个角度进

行分类。

宝物是结合现在电商的发展，但是与传统电商有

一定的区别，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消费者的同时，每个

人也可以成为拍卖者，宝物专区用了实用与装饰进行分

类的同时还配合金刚区进行分类，四个金刚区代表四种

垃圾属性，每个金刚区的颜色与图案对应垃圾属性的颜

色与图案。 

两个版面左上角的加号表示自己可以发布教学视

频与改造好的拍卖作品，标题为白色表示当前页面在该

个分类上，每个教学视频与宝物的界面上都显示出该物

品的垃圾属性，可以让人们在观看和学习的同时，记住

这些属性，进行准确的垃圾分类。模块与模块的中间与

上下隔离 20px，每个模块的头像用剪切蒙版剪进去。

3.2.4拍照识别
拍照识别垃圾是本 APP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核心

功能，拍照识别后从下方弹出窗口，首先直接点名垃圾

的属性，详细查看是该垃圾属性的相关介绍，下面的推

荐是相关垃圾的改造视频。照片可以现拍也可以从相册

里选，点击页面右上角有个图片的标志即可。

3.2.5个人界面
个人界面是体现用户信息的界面，包括用户名，

星座，性别，粉丝数量，获赞数量等主要用户数据，以

及点击我的宝物后能在页面中找到该用户制作的所有物

品，点击我的分享还可以看见该用户分享的视频。如果

用户有喜欢的物品可以收藏后在主页的收藏栏中找到，

有喜欢别人分享的视频也可以在点赞后在主页的赞过栏

中寻找，十分便利，当前显示的页面以绿色来与其他页

面进行区分。点击右上角的齿轮按钮可以具体编辑用户

信息。

3.2.6登录页
登录页面以白色字体为主，以蓝色字体为辅，改

页面的状态为初次登陆，登陆时头像是 APP的 logo，

再次登陆时，头像则会是用户头像，背景是一幅山水图，

主要用了高斯模糊处理。风格主要以简约为主，主要功

能分为三类——登录，注册，找回。用户可以直接根据

账户密码登录，也可绑定第三方软件后进行授权登录，

若没有账户密码可以点击立即注册进行创建账户，假如

用户忘记了密码点击忘记密码进行信息审核后便可找回

密码或者修改成新的密码。

3.2.7其他二级页面
二级页面指的是在一级页面上的链接所代表的界

面，即从该链接点击进入的界面为一级页面的二级页面。

例如在个人界面点击右上角的齿轮按钮便可进入二级页

面，二级页面多以简约风为主，字体适中，方便用户操作。

4结语
综上所述，实现“万能垃圾”APP的 UI设计主要

有两个意义，第一，通过这次设计体会 UI设计的流程

和设计思路，对于 UI设计的核心其实是了解用户，在

设计前先确认目标用户，再采集用户习惯设计出对应的

UI设计，最后设计提示和引导用户；第二，呼吁人们

尽快熟垃圾分类，为环境保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开拓人们的创新精神，转换思维，将垃圾当成资源进

行创意改造，在提升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能够达到沉心静

气的效果，最终完成的作品也能有其相应的价值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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