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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制 造  术 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产品再制造生产、科研及管理等,其他相关工作也可参考使用。

2 术语和定义

2.1
再制造毛坯 core
蕴涵使用价值,由于功能性损坏或技术性淘汰等原因不再使用的产品。

2.2
再制造 remanufacturing
对再制造毛坯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其质量特性不低于原型新品水平的过程。
注1:其中质量特性包括产品功能、技术性能、绿色性、经济性等。

注2:再制造过程一般包括再制造毛坯的回收、检测、拆解、清洗、分类、评估、修复加工、再装配、检测、标识及包

装等。

2.3
再制造产品 remanufacturedproduct
经过再制造过程并达到再制造要求,重新上市销售的产品。

2.4
恢复性再制造 resumedremanufacturing
恢复再制造毛坯质量特性的再制造模式。

2.5
升级性再制造 upgraderemanufacturing
对再制造毛坯进行技术改造、局部更新,改善或提升其质量特性的再制造模式。

2.6
再制造性 remanufacturability
再制造毛坯可以进行再制造的属性和能力。

2.7
固有再制造性 intrinsicremanufacturability
设计过程中赋予产品的再制造性。

2.8
实际再制造性 actualremanufacturability
产品再制造过程中实际具有的再制造性。

2.9
再制造性评估 remanufacturabilityassessment
综合技术、经济、环境、安全、服务等因素对再制造毛坯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再制造要求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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