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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交换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王 压 王华东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

北京 。。

摘典 在废物交换模式分析的墓础上
,

对交换进行了分类
,

并总结其各自的作用
。

通过对废物交换各环节的阐

述
,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

分析了废物交换管理信息系统的蓦本功能和组成 并且结合计算机技术
,

以现代数据库

为核心
,

通过系统分析
、

系统设计
、

系统实施等步获
,

研制了度物交换管理信息系统
,

根据废物交换的基本功能

要求
,

实现信息的翰入
、

输出
、

传抽
、

检索和统计计算等功能
。

并且在该系统研制的荃础上
,

对系统的智能化作了

理论探讨
。

关 询 废物交换
,

系统分析 管理信息系统

度物交换储介

废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有人将废物描述

为
“

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没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 。

许多在某时某地成为废弃物的物质
,

随着技术

经济条件的变化或者仅仅是转移到另一个生产

过程中去
,

就有可能变成有用的原材料
。

。年代
,

在发达国家
,

由于固体废弃物不

断增加而形成的环境问题
,

使人们对废物概念

的认识有所提高
,

尤其对废物的相对性有了新

的认识
。

在此墓础上
,

 ! 年荷兰首先提出了

废物交换的思想
,

在产废者和潜在的使用者之

间进行物质交换
,

使废物交换成为废物资源化

的一种手段
。

所谓废物交换
,

即是依据废物的相对性而

在产废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的物质传输
,

使某

一种废物成为另一个生产过程的原材料
,

是废

物循环利用的一种手段
。

一般说来
,

固体废弃物

交换有 种类型 信息交换和实物交换
,

其不同

主要是交换对象不同及交换中心 交换经营者

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

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 中
,

在产废者
、

经营者 交换中

心
、

潜在使用者之间传递的是信息
。

在这种交

换模式下
,

固体废弃物交换中心大多是非营利

性的
,

主要起协助作用
,

帮助产废厂家公布产

废情况和潜在价值 帮助使用者寻找所需的废

旧物资
,

在产废者和使用者之间起媒介的作用
。

信息交换工作主要 由固体废弃物信息的收集
、

整理
、

发布以及废物交换的协调和咨询等组成

图 表示信息交换模式
。

废物信息

图 信息交换模式

实物交换

在产废者
、

潜在使用者
、

经营者之间直接传

递废物的交换模式
,

属实物交换
。

实物交换中

心往往是营利性的
,

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更主

动一些
。

和信息交换相比
,

实物交换的组织结

构和经济关系更为复杂
。

它除了需掌握有关信

息以外
,

有时侯须承担更深入的工作
。

例如
,

使

用者需要知道某种废物的化学
、

物理性质是否

符合要求
,

如果产废者自己不 了解这些特性
,

或者这种废物是由不同废物混杂而成的
,

实物

交换中心必须对废物进行分析
。

若废物不完全

符合使用者的要求
,

交换中心必须对废物进行

一定的处理
。

而交换双方并不直接接触
。

图 表

示实物交换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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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

图 实物交换模式

在 种交换模式中
,

信息交换起主导作用
,

只有及时
、

准确地获得信息
,

传播信息
,

才能促

使交换的进行
。

因此
,

笔者在阐述交换各环节

时
,

将以信息交换为主
。

废物交换可以以交换流程图表示 见图
。

交换协商

意意向性配对对

废物交换管理信息系统的墓本功能和组成

本系统主要用于废物交换
,

和其他环境管

理信息系统一样
,

是以现代数据库为核心
,

把

有关信息存储在计算机内
,

在计算机软硬件支

持下
,

实现对信息的输入
、

输出
、

更新 修改
、

增加
、

删除
、

传输
、

保密
、

检索和统计计算等

各种数据库技术的基本操作
,

完成有关废物交

换的特殊功能
。

废物交换管理信息系统的目标
,

主要是将

实际的废物交换工作和大体流程用计算机实现
,

尤其是实现繁杂的信息收集
、

分类
、

整理
、

统

计
、

汇 总等工作量较大的工作
,

减少人工的劳

动量
,

提高工作效率及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系统流程如图
。

图 废物交换基本流程图

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的方式主要有废

物申报
、

废物供求调查
、

废物供求者登记
。

信息整理
、

汇总 对大量的资料和数

据进行分类
、

登记
、

编号
、

汇总等
。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一般以定期或不

定期的刊物
、

小册子等宣传品形式向潜在的客

户发放
。

发行的刊物或小册子一般包括 废物

提供情况 在各种废物分类下
,

列出具体废物

的名称
、

数量
、

特点
、

企业的名称和所在地区

二者均用代码 废物需求情况 在各种废

物分类下
,

列出对废物的名称
、

数量等要求
。

信息咨询 由潜在的客户向交换中心

提出咨询
,

并索要更详细的信息
。

意向性配对 对有交换意向的供求双

方进行配对
,

并向双方提供彼此更详细材料
。

上述各个环节的工作
,

在交换 中心往往由

计算机完成
。

将所收集的信息如废物名称
、

数

量
、

成分
、

含量
、

物理状态等信息输入计算机
,

由计算机完成信息整理
、

分类
、

发布
、

汇总
、

配

对
、

查询和统计等工作
。

笔者研制了沈阳市废

物交换管理系统
,

以下将介绍该系统的功能及

图 系统流程图

系统总体结构分析

本系统由 大部分构成
,

一是应用系统
,

二

是管理系统
。

应用系统结构

包括 类
,

第一类是以基础数据管理为主

要功能
,

如数据输入
,

数据管理等 第二类是信

息查询
,

如日常信息查询
、

业务查询 第三类是

以实际交换匹配
、

信息分类为主要功能 第四

类是以统计
、

汇总为主要功能
。

这 类应用系统

均为整个交换系统的运作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和



环 境 科 学 卷 期

实际操作
。

管理维护系统

管理维护系统是由 方面的功能构成 一

是用户管理功能 包括修改口令
、

加密等
,

二

是文件的安全维护管理功能 包括文件备份
、

文

件读入
、

文件映象恢复等
,

三是系统资源管理

功能 包括磁盘份额使用状况等
。

系统的总控和功能设计

通过对系统的流程
、

基本功能和结构分析
,

可得总控和功能方案 见图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据拍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度物总计计
文文件备份份份 教据件改改改 背景信息息息 度物 分类类
文文件州除除除 教据川除除除 亚务信息息息

国鳖竺竺
与与与与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据据据据联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数数数数据抽出出

入 和从磁盘录入 废物申报软件 的有关

数据
,

可以单个表格的形式录入
,

或者多个表

格连续录入
。

库管理 用于数据管理
,

包括对库内

数据的添加
、

修改
、

删除和打印输出
,

还可实现

数据浏览
。

查询 用于对信息的查询
。

系统可根

据用户选择的查询内容和条件
,

提供有关的信

息
,

并打印输出
。

统计 用于对现有数据的汇总
,

并输

出报表
,

以及对废物总量
、

分类
、

供求关系
、

交

换次数和交换量的统计
。

匹配 用于对废物供求者的配对
。

打印 用于打印日常事务管理中的报

表和文卷
,

包括各类表格
、

废物供求 目录
、

对客

户的回函等
。

维护 用于修改口令
,

对系统进行加

密
,

以及在本系统环境下进行简单的 操

作
。

文件管理 用于数据文件的备份
,

翻

除和恢复
。

图 总控和功能方案

各编程棋块简介 图

库文件 列出本系统所包含的数据库
,

可选择当前操作库
,

并可在结束工作后
,

退出

系统
。

库录入 用于数据录入
,

包括手工录

‘ 系统的智能化

废物交换管理这一工作涉及面很广
,

除了

可由前述系统完成的信息收集
、

检索
、

匹配
、

统

计等工作
,

作为废物交换管理人员
,

尤其是环

保部门作为管理
、

监控部门介入此项活动时
,

更多的是对循环利用技术的考察
、

对交换工作的

监督等等 涉及的间题常常是 某种废物 交

库文件 目 库录入 曰 库 珠 曰 查询
统计 目 交换匹配 目 打印 目 维护 文件管理

度物茸单位名最

成物交换资协库

度物自用信息库

废物交换实例库

度物提供信息库

废物 , 求信息库

度物信息咨询库

度物俏息反该库

退 出系统

连续录入

单库录入

暇用

单位情况查询

度物来像查询

康钧 自用全询

文傲实例查询

提供度物查询

登记匹配

咨询匹配

信息度布

表格打印

信封标签

信件打印

文件奋份

文件读入

那加 拐

改橄据

川陈记最

打印橄括

扮悦记录

偏求度物查询

反债信息查询

表格汇总

教据统计
密码设

命令

文件 恢复

图 系统棋块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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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可能性怎样 某种循环利用技术有无环境危

害 某种废物交换过程中 如运输 是否会对环

境造成不良影响 这一系列问题涉及法规
、

工

艺
、

经济效益
、

交换行为及其循环利用技术的

环境评估
、

风险评估等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和

丰富的实际经验
。

笔者在研制信息管理系统的

基础上
,

拟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废物交换管理

系统的智能化
,

希望计算机实现具有多学科知

识
,

模拟人脑思维
,

以充当专家角色
,

协助人们

的管理工作
。

系统智能化步骤见图
。

是是否符合合

有有关法规规

图 间题分解

认认识识识
羞瑟裂裂裂

检验知知
问问 苗苗苗

鞠 ………
识及系系

特特征征征征征 统功能能

图 系统智能化步骤

认识阶段 应探讨问题的定义
、

特点

及问题的分解
。

目的是了解表述问题的特征及

其知识结构
,

以便进行知识库的开发工作
。

对

于废物交换管理系统
,

希望解决的间题主要有

类
,

其一 文换行为是否可能发生 其二 交换

行为发生时及发生后对环境的影响如何 对它

们各自定义如图

概念阶段 主要解决问题的层次体系
,

局部和全体的关系
,

边界条件
,

并形成概念
。

形式化阶段 将上一阶段孤立处理的

概念
、

子间题及信息流用某种工具将其形式化

开发者根据所选择的适用工具
,

建立知识表示

方法
,

并根据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
、

时空关系

建立不同的抽象层
,

在此基础 上建立求解问题

模型
。

实现阶段 将建立的求解方法具体实

施成系统
。

测试则是对原型系统及实现系统的

表示形式进行评价
。

选用具体问题让系统运行

以便检查其正误
。

, 考文献

克尼斯
,

傀成尔着
。

环境质 与残余物管理
。

北京 三联书

店
,

一

如 飞介伪耳均  
幻比 ,

史忠植等
。

计算机学报
。 , ,

车宇瑚
。

中国环境科学   
,

‘

‘环境信 岛
·

名蕊
公

由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
、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中国

地理学会及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等联合召开的
“

环境
、

生命元家与健康
一

长寿国际学术讨论会
”

将于 年

月 一 日在北京举行 这是继 年以后的第二次

有关环境
、

健康与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内容有

个方面 医学地理 环境健康 地理医学的荃本间题

生命元素的地理和地球化学特征 , 生命元素的生

物
、

生态和农业间题。 自然环境
、

社会
一

经济发展和

疾病
、

健康
一

长寿 , 环境变化和污染对健康形响的评

价 环境生命元素的过刹和缺乏对疾病
、

健康
一

长寿

讯
的影响 , 地理生态系中生命元素和有害化学物质的

分布
、

迁移和平衡及其对疾病
、

健康
一

长寿的影响 ,

地理生态系中生命元素的形态及其对疾病
、

健康
一

长寿

的影响 , 生命元素资源 包括中草药 的分布
、

开发和

利用 , 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中生命有关元素的侧定

和实脸方法

热忱欢迎参加
,

请与王五一教授联系 地址 北京

市安外大屯路 大楼中科院地理所
,

邮编
,

电话



介
,

叩
,

,

、

盆 吕冲

 

廿
已

翻

叼呻耳冷 吧铭
·

 〔沃’伪业砂
,

咖喻
,

反泣
, , ,

娜   

”

·

, 日 户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60
air quality w as d e

-

follow ed
a
re
:
¹

eq
ual eontributio n

t in dex ; an d º
th e

应 poll
ution beeom esheavierw hen m ultiple

tion faetors existsim ultaneously
.
Finally ,

tio na
li

t y
o

f
t

h
e

m
e t

h 记 1
5 Proven based on

se ssrnent PrototyPe
·

t
h

e

8
n

po
l l

u
-

飞e r s 一

玉n a s 一

K ey
wo

r
d
s : a

i
r

p
o
l l
u t i

o n
,

e n v
ir

o n
m

e n t a
l q

u a
l i

t y

a
ss

e
ss m

e n t
, s

y
n t

h
e t

i
e a

l i
n

d
e x

.

P re l i面
nary Study on the Pollution A裂蛇SS m en t

of 01 in 50 1】b y th e C o n ce n tra tio
n o f

Cd in P la n t

跳目ljng
.
Y an g L inshu et al

.
(R eso urees an d E n

-

vi ron
.
C ol lege

,

Be
i i i

n g A g
r

i
e u

l
t u r e

U
n

i
v

.
,

Be
i

-

j
i

n
g 1 0 0 0 9 4 )

:

Ch

in

.

J

.

E
n

一
.Sci.,

1 6 ( 3 )

,

1 9 9 5
,

P P

.

6 1 一 63

Po
t ex perim ents w ere eon dueted to study the fe

a-

sib ility
for

the Pol lution a
sse
ssme

n t of Cd
in 骊l

by the eonce ntra tion of Cd
J
in Se ed lings of

了碗如m ae st勿
u m L

.
,

G I , ri 肥 勿召工 L
.
a n d B 八”

~

s
如
~
s
加
st冶 L T he re

s过ts show t卿
,

Cd

c

on

-

e

en

t
r a

t
i

ons

i
n t

h

e
t

h

r e e
p

la
n t

se
ed

li

ng

s

w

ere

h i
g

h

-

er th

a
n t

h

ose

of

t
h

eir

la 华r gro明比h st
a g e s or

卜妙郎玄叫 叫
ts.
Th
e
see d cd

e
onc
entrations of

宁垃众‘观
口留“

~

L
. an d G I加沁

~
L
.
w ere

highly pos itively eorrelated to Cd eoneentrations

in their see dlings,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Cd

e o n e e n t r a t
io

n

i
n

h
a v e s t e

d B

ras

s

“
cam sPe st沱 L

.
w as also high-

ly eor related to its seedling Cd
eoneentration

.
A e-

eordlng to the N ational C riterion fo r P ublie

H ea lth ,
t

h
e e r

i
t

i
e a

l C d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s

f
o r t

h
r

ee

-

le
a v e

T 滚咖m aes
tivum L

.
, s e

ed
l i

n
g

s

of G I夕cine

max

L
. an d B

ras
s女a cam s加

Stris L
.
w ere 0

.
72

m g/kg
,

0

.

5 m g
/ k g

a n
d 0

.

1 6 m g
/ ( k g

·

f w )
r e -

s
p 笙tiv ely

.

Ke
y 切o rds

:
C d eo n ee n tra tio n in seed li n g s

,

501
1

Cd
po

ll
u t

i
on

,

T 沱忿
u , ae

st动um L
. ,

G I 少c
ine

~L
.

,
刀朋

,女口

~

加“廊 L 二

on th e h f
or 幻. a tio n sy

s te m fo
r
M
a n a g e-

成 S如lid W as te Ex 比an g
e. W

ang Jue et al
·

of
E

n
vi

ro

n

.

Sc
i

.
,

Be iji

n g N

~

al

耘j B d j in g
10 08 75 )

:

Ch
认
.
J
.
E 邓成六加

.

污拓(3 ) 1995
,

P P

.

6 4 一 6 7

拖运如如曲t咖哪
t
em h
a:
城
ndevefo

Ped for
the

m anagementofso lid waste exehange whieh isa
m ea nsof wasteree界li ng an d reeovery and a k ind
of exc h

ang e be tw ee n w
ast e gen era tors an d 卯t

en-

tia lw aste use rs ,

b
a s

ed on

t
h

e

re la
t

i
v

i
t y

of w
a

st
e

.

Ba

s e
d

on

t
h

e a n a
l y

s
is

o
f so li d w

a
st

e e x e
h

a n
g

e
p

a t
-

t e r n s ,
t

h
e e

xc
h

a
g

e t y p
e s

w

ere

e
la

SSi
f i

ed

a n
d

t
h

e
ir

e
f

fec

t s
w

e r e s u
m

ma

r
i 双沼

.

By
e x p o u n d in g th e

li n k s o f w aste ex eh a n g e a nd
u sin g th e m eth斑 of

system analy
sis

,
t

h
e

b
a s

i
e

f
u n e t

i
on

s a n
d

e o
m , }

n e n t s
of

s u e h a n in fo

rma

t io n
sy st e m w e

re
a n a -

l y z
ed

.
C冶m P u ter tec h n

o lo gy
sy ste m d es ig n a

nd
sy ste m im P le

me
n t aeti o n w ere u s

ed
to se t u P th e

in lo
rm
a ti o n 即stem

‘

for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o

li d

w

a s
t

e e x

ch

a
n 罗 by us in g

a nl
od
ern databa

se as its
syst em eo re

.
A eeor din g to th e basie dema

n ds of

w ast e exc h
an ge ,

t
h is 盯stem rea lizes fu neti

ons
su eh as data in Put

,

ou

t P
u t

,

tra

n

sP

o
rt

,

re
t r

i
e

va l

a n
d

s t a t
i

s t
i

e s
.

A
t

h

eor

e t
i

e a
l d i sc

u
ss i

on

o n s 邓tem
in tellec tu aliza tion w as ma

de ba se d on th
e devefo P

-

m en t of the system
.

K ey w ords : w aste exehan ge
,

s
y

s t e
m

a n a
l

y s
i

s
,

i
n

-

f
o

rm

a t
i

on

s
y

s t e
m

·

C ri
t
e

ri
a o

f C
e

n
t
r a

l i
za

t
i
o n

or
D

e
c e

n
t

r a

l 七皿tio n

f or U se in
a R eg 加。al P lan 川ng

of W as tewa
ter

T n , 。. en t sy
stem

.
W
an g Y o n g h an g a n d F u

G u

owel

(块p
t. of Environ

.
Eng
. ,

T
s

i
n

g h
u a

U ni
v

.
,

Be
i j i

n g 1 0 0 0 8 4 )
:

C 五动
.
J
.
E

~

·

5 以
.

,

t 6 ( 3 )

,

1 9 百5
,

P P

.

6 8 一 71

A si帅le
and effieient method ol吃y w as deve-

loped fo
r use in a regio nalpla nning of w astew ater

treat
me
nt syst em s

.
T he eriterion fo r elim inating

non
op tim

al treatm en t Pl
ant sites for eve叮

w ast ew ater so urc e in a region too k i
n to ac eou

nt

the eritica l d istan ee Param eter d
env
ed f

rom
the

interrelation be tw een th e fo w er lim it of tran s-

por tation eos t an d th e up伴
r lim it of reg ion

aliza
-

tion effieieney
.
T he d eve fo Ped m ethod w as able to

sign ifieantly red
uee th e n um be

r of eand id ate loc
a-

tion s of share
d fa eilities fo r reg io nalize d w ast ew a

-

ter tre at
me
n t. In add i

tion
,

a e a

se

s t u
d y w

a s

g i
v e n

.

E
n

h
a n e e

me

n t o
f

r e
g i

o n a
l

s

yst

e
m

s
m

a n a
g

e
-

m

e n t
w

o u
ld b

e a
p

r
i

n e
i p

a
l b

e n e
f i t o

f
t

h
e s u

g g
e s t

ed

me

t
h

od
ol

og
y

·

K 叮 w ords: w astew ater treatm ent
,

e r
i t

i
e a

l d i
s

-

t a

nc

e , e e n t r a
l i

z a t
i

o n
,

d
e e e n t r a

li
z a t

in
n

.

I
n

ves

t i g
a

t i
on on

t h
e

C
u r

ren

t S ta t
us

o
f Se

W 昭e

D isC har g
e fro m Be i葬

ng and the R es P0
nse
Stra te

-

gy
.
W
ang Y an et al

.
(Be iji

ng M u nieipal R
esea
rc h

A eadem y of E n vi ro n in en t P rot ec tio n
,

Be
i j i

ng

1 0 0 0 3 7 )

:

C 失in
.
J
.
E 那时六劝

.
5 以

. ,

1 6 ( 3 )

,

1 9 9 5
,

P P

.

7 2 一7 4

stuay附
,

伽腼舔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