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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资源、能源短缺的国家，目前又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汽车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正是基于当代的实际情况，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应运而生的。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2009年产量超过1 300万辆，汽车保有量也在迅猛地增长。
发展新型废旧汽车回收再利用示范工程能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节约能源，形成节约型生产的良性循
环，因此可以说汽车的保有量增长将推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利用。
目前，我国汽车回收再利用状况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基本上是以原材料回收为主的回收方式，
这种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收与利用。
组成汽车的零部件主要是钢铁、橡胶、石油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及电子电器产品。
随着计算机和微处理器在汽车上的广泛应用，以往废旧汽车回收采用的切割、砸碎、分拣的粗放型工
艺已不适用，应有一套现代化的高技术清洗、科学检测拆解、零部件再制造与精品材料回收相结合的
工艺来保证。
《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工程》一书，以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为着眼点，涵盖了目前汽车生命周期利用
领域的最新进展，汇集了该领域大量国外先进的经验以及有价值的数据资料，为我国循环经济在汽车
领域的具体实施提出了方法。
同时，该书结合我国汽车行业现有的产业结构，介绍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汽车回收利用的技术，对实施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书中理论阐述清楚，叙述简洁，提供了较丰富的实用技术知识，对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再利用的
理论及技术发展具有实用价值，将会推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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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工程》介绍了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工程的理论及在循环经济中汽车产品全
生命周期利用技术实现的原理。
专门针对废旧汽车产品的回收、拆解、再制造零部件检测和再制造工程的实施方法，以及废旧汽车材
料的回收利用方法，结合国外技术和我国的国情作了具体介绍。
对我国废旧汽车产品再利用的理论及技术发展具有实用价值。
　　《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工程》可作为高校汽车工程和环境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汽车产品回
收利用的人员、汽车维修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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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3 绿色设计的步骤与方法1.机械产品绿色设计的基本步骤（1）对用户的要求进行分析，确定
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
（2）分析满足主要功能的技术可行性。
对满足主要功能的技术进行调研、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可行性的技术，设计出相应的产品方案。
在这个阶段会有若干个能够满足主要功能要求，并具有一定技术可行性的产品方案。
（3）分析和研究产品方案的潜在环境影响。
对各个产品方案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确定环境影响因素。
（4）开发“绿色产品”。
把上述环境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面向设计的环境影响指标要求，如最小化使用过程中的水
耗、最小化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物料消耗、最小化使用过程的水污染、延长生命周期、面向再制造的
理想结构设计、面向回收的理想结构设计、面向废物处理的理想结构设计，等等。
（5）检查“绿色产品”是否满足功能要求。
设计过程根据辅助功能要求对各“极端产品”的方案进行评估和改进。
综合各“绿色产品”的设计优势以及其他因素（如市场可行性、成本、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设计出理
想的机械产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机械产品绿色设计涉及机械制造、材料、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诸多
学科，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
为此，机械产品绿色设计是设计方法和设计过程的集成，是一种系统设计方法。
2.常用的设计方法（1）生命周期设计法机械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市场分析、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销售
、使用及废弃后的回收处理等环节。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方案的选择是根据某种评价函数来进行的，这种评价函数包括产品基本属性、环
境属性、劳动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可制造性、企业策略和生命周期成本等因素。
以此进行机械产品绿色设计的方法称为生命周期设计法。
产品基本属性是指产品应具有的功能、质量、寿命、成本和服务等；环境属性是指产品在其生命周期
内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劳动保护是指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设计中，分析评价各阶段的
工作条件对劳动安全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少这种影响；资源有效利用是指必
须节约材料和能源，实现材料和能源的有效利用；可制造性是指产品的制造、装配、拆卸等工艺性能
的好坏；企业策略是指企业为适应市场及用户需求而制定的若干特殊政策，如绿色设计准则、绿色产
品战略、企业绿色形象等；生命周期成本是指包括设计成本、生产成本、使用成本、拆卸成本及处理
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
生命周期设计方法解决了机械产品的生产制造是企业的事，使用是用户的事，报废后的处理和回收是
社会的事的矛盾，变机械产品的设计只有生产厂家一家关心为生产厂家、用户和社会共同关心，从而
来实现机械产品的绿色设计。
生命周期法设计的任务是谋求绿色机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资源优化利用，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
其设计包括：①面向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机械产品绿色设计。
即机械产品绿色设计考虑从原材料采集到机械产品废弃后的处理全过程的所有环节。
②在机械产品绿色设计的初级阶段就进行环境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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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工程》：“十二五”地方工科院校汽车工程专业实用型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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