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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高校食堂具有规模大、种类丰富、营养卫生等优点，

是在校大学生用餐的良好选择。然而，由于高校学生人数

众多，取餐时间相对集中，高峰期食堂往往人满为患。窗

口排长队、座位占满、就餐环境嘈杂等，以上现象均降低

了大学生对食堂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前往食堂用餐的积极

性。同时，“美团”“饿了么”等外卖行业发展迅速，凭

借其“送货上门，无需排队”的便利性，更冲击了高校食

堂的市场，很多同学选择定外卖来节省食堂排队等餐的时

间。因此，为保障大学生用餐卫生状况，提高“食堂餐”

的食用积极性与高效性，建立合理有效的运作机制，实现

用餐分流、取餐快捷，具有重要价值。

2研究内容

2.1 大学生食堂用餐喜好初期调查

基于不同餐厅（A,B,C 餐）的现有菜品，通过线上

问卷调查、统计每天各时段各窗口刷卡次数等方式，大致

分析大学生对各食堂各菜品的喜好，得到每日平均需求规

模。

2.2 平台功能设定

对象：平台的建立需要针对大学生、食堂管理者及

套餐配送人员三方人员。建立合理的机制，使订餐需求第

一时间反映给食堂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到每日不同

时间段配送订餐的最优时间间隔。

监管：设置合理的监管、举报机制等，保障消费者

权益。

反馈：建立合理的意见反馈机制，即时收取三方对

平台的意见，即时优化平台功能。

2.3 项目后期拓展

本项目旨在解决高峰期食堂用餐效率低的问题，倡

导健康饮食的观念，项目建立的平台将全校学生集中在一

起，不仅适用于餐饮业，还可以为其他行业，如二手物品

拍卖、水果配送、快递分流等等，若能有效监管及调配，

可以发展为用途广泛、即时便捷的平台。

3智能取餐平台设计

3.1 系统登录

在桌面上的软件的图标，双击之后会显示界面加载

的弹出框提示，当加载完成后进入到软件的登录界面。在

这个窗口中需要输入用户名与密码，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之后点击登录。必须在用户名与密码正确的情况下才能通

过认证进入系统，使用系统的各种功能。

3.2 店铺查看

在界面上导航栏中找到店铺查看的按钮后，点击按

钮就能进入到对应界面，界面中除了显示出按钮对应的功

能和数据信息以为，还包含有其他功能和按钮，点击其中

任意按钮都能进入对应的界面中，在界面导航栏中找到点

餐的按钮后，点击按钮就能进入到对应界面，界面中显示

出按钮对应的功能和数据信息，点击其中任意按钮都能进

入对应的界面中，开始点餐。

4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4.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高校的扩招，学校食堂所承受的人流量与日剧

增，在就餐高峰时段，食堂排队拥挤问题突出，人流量激

增，降低了就餐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兰州交通大学的杨晨提出了一种基于

STM32 的高校智能取餐系统 [1]，该系统以 STM32 作为系

统微控制器，将前台的点餐数据处理后，通过串行通信方

式传入后厨，并在基于 VB 的上位机软件上显示，厨师可

通过该软件将取餐信息通过 WiFi 的方式发送至顾客的移

动手机终端，提醒顾客取餐。该系统在点餐时消费者与厨

师交互的技术层面上功能较好，但该系统没有给出明确的

取餐方式和进一步的配套设施。

齐鲁工业大学的徐曼提出了一种基于微信小程序的

取餐系统 [2]，通过分析取餐小程序应用的优点并应用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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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开发取餐柜系统。该系统设计的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取

餐柜程序设计层面功能较好，但该系统没有给出具体的取

餐柜最小单元数量设计、食品投放分拣方式设计、食品保

鲜设计、过期未取设计与投放时间段设计。

4.2 国外研究现状：

在经济发达国家如德国的一些大学普遍采用名为

Speiseplan 的 APP 进行大学食堂的每日菜单公布，该

APP 较好的展示了每日菜单及每道菜的食材组成和营养

价值，有着较好的设计借鉴意义。

4.3 发展动态：

厦门的点餐平台“地膳”在福州布局了 3 台自助取

餐机，其中 2 台位于软件园、1 台位于金山工业园。白

领群体成了自助取餐机 [3] 的目标消费群。只要下载地膳

APP，进入点餐页面就可以点次日的餐食，下单后会获得

一个二维码，还会注明取餐机和取餐口号码，凭取餐二维

码去取餐机处即可取餐。虽然菜品品类较少，不过取餐很

方便。自助取餐机外观类似储物柜，其背后有一套智能系

统支撑。业内人士表示，自助取餐机模式要在更多层面的

拓展。

5创新点与平台特色

5.1 创新点：

（1）根据大学生偏好分配每个食堂窗口的菜品数量。

以学校食堂每个窗口的人流量为观察对象，利用食堂摄像

头记录下每个窗口的买饭人数，按照所占比例对每个窗口

的菜品数量进行合理分配。

（2）手机预订食堂饭菜。大学生利用手机线上平台

提前预定好饭菜，食堂工作人员根据订单提前打包好，备

注好班级姓名，让学生自行取走，极大地缩短了大学生的

排队时间。

5.2 平台特色：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大学食堂和在校大学生，是针

对大学校园的一个平台。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大多数高校普

遍存在但是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因为下课时间集中

所导致的大学生食堂排队买饭拥挤问题。我们提出的方案

具有实用性，针对性，更能有效节约大学生的时间。

6拟解决的问题、技术路线及预期成果

6.1 拟解决的问题

（1）窗口排队长，占用食堂空间和学生就餐时间。

（2）就餐高峰期座位占满，用餐拥挤。

（3）就餐环境喧闹嘈杂，导致学生对食堂满意度低

的问题。

6.2 技术路线

针对高校食堂用餐问题做深度分析 → 参考国内外研

究现状并结合实际问题进一步分析 →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基于现有的物联网技术和服务平台 → 有效方案与解决

措施

6.3 预期成果

（1）学生食堂就餐率提高 50%

（2）食堂就餐环境达到理想效果，学生对食堂就餐

满意度达到良好。

（3）座位占用率降低 80%，排队队伍长度减少一半。

7已有基础

7.1 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1）依托于已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减少用户注册、

登录、付款等一系列繁琐的流程，微信提供了内置功能，

页面流畅度高，不需强制关注，即扫即取，简单方便。

（2）大数据分析精准对接送餐环节：利用微信小程

序成功植入了学生在取餐终端的环节，照顾到学生的不同

需求，实现学生的较快取餐。

（3）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得取餐信息，小程序

调用 wx.login() 获取临时登录凭证 code，并回传到服务

器。服务器以 code 换取用户唯一标识 openid 和会话密钥

session_ key。服务器根据用户标识来生成自定义登录态，

用于后续业务逻辑中前后端交互时识别用户身份。

7.2 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方法

（1）本模式依托网络交互与信息处理运行，一旦出

现网络中断乃至服务器瘫痪等各类系统故障，其正常运转

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甚至完全失效，从而对全

校师生带来巨大的不便。因此，后期需出台关于针对这种

极端情况并完善的应急预案是必需的，应在后期逐步探索

形成。

（2）仍需要人工参与的部分，当出现一些饭盒卡住

等问题时，需要人为进行。一方面，这增加了系统的运营

成本，提高了复杂度。另一方面，由于人工的加入，系统

在某些时候的行为可能表现出不统一性。在下阶段的完善

中，应当设法使更多这样的人工部分被程序所替代。

（3）鼓励学生对智能取餐平台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同时在节假日应增大优惠力度，提高用户的消费体验。保

证食品的品质与创新，不断学习引用其他高校的热销菜品，

也有利于解决学生“吃饭选择困难症”的问题，让食堂成

为学生们就餐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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