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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合金车身覆盖件》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产销量和社会保有量持续提高，每年汽车报废量也不断

增加。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发改委、科技部和环保总

局等三部委于 2006 年联合推动汽车产品报废回收工作。 

为了加强车辆回收利用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更好地完成车辆回收利用方面标准的起草

任务，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全国汽标委于 2008 年 4 月筹备成立了“道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

组” ，工作组下设“车辆回收与再利用研究” 、“禁限用物质控制”和“零部件再制造”三个标

准及技术研究小组。其中，《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属于推荐性行业

标准制定项目。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

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0） 263 号]正式批复了本标准的立项申请，项目计划号： 

2020-1729T-QC，项目名称：《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板金》，由上海车功坊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负责起草和编制。  

2  标准主要编制过程 

2.1 起草阶段 

2.1.1 汽车再制造标准预研项目组启动会议 

2018 年 6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江苏张家港组织召开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预

研项目组启动会。会议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板金》进行了研讨。重点讨论

了标准文本表述和技术细节，经讨论后，与会专家就技术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提出了一些宝贵

意见和建议，具体如下： 

标准框架主体统一修改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工艺要求；4.1 一

般要求；4.2 拆解要求；4.3 检测与分类要求；4.4 清洗要求；4.5 修复要求；5 性能要求；6 试

验方法；7 检验规则；7.1 出厂检验；7.2 型式检验；8 标识、包装、仓储及运输；8.1 标识；8.2 

包装；8.3 仓储及运输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钣金》标准中维修术语需要进一步规范，会议建议

参照标准 GB/T 15743《轿车侧门强度》及其他标准进行修改。车功坊建议参考车身铝钣金的新品

标准对再制造产品强度要求进行限定。 

2.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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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0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江苏张家港

召开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对工信部节能司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课

题工作进展进行了说明，同时，安排了工作组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会议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板金》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各位专家充分发

表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一、标准化文本格式规范 

序号 格式规范 

1 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应由下述导语引出：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字体为 5号宋体） 

2 第一层次的条（例如 5.1,5.2）及第二层次的条（例如 5.1.1,5.1.2）宜给出条标题，并应置于编号之后。 

3 第 2章，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内有关文件、国际标准等。国家标准按标准顺序号排列，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4 对图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中 7.3条 

5 对表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中 7.4条 

6 标准条文编排示例，参考 GB/T1.1-2009中附录 H。 

二、针对车身铝板金的修改要求如下表所示：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第 2章 
全面调整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正文中引用的标准应在本章中列出，标准正文中没有

引用的标准，不应体现在本章中。 

2 第 3章 增加对 GB/T 15089的引用 

3 第 3章 删去 3.2 垫铁 

4 第 4章 统一格式 

5 4.3条 增加 4.3.1条和 4.3.2条，分别将 a)破损和 b)变形的内容填入 4.3.1 和 4.3.2. 

6 4.3条 “缺损面积大于 9cm2”改为“缺损口最大直径不超过 8cm” 

7 4.4条 改为“按照 GB/T 28677-2012《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进行清洗。” 

8 4.5条 修复要求仅提出工艺要求，不罗列工艺过程及方法，根据要进行修改。 

9 5.4条 增加 5.4.1条和 5.4.2条，分别将 a)焊缝要求和 b)装配要素的内容填入 5.4.1和 5.4.2. 

10 6.1条 删去“手感”，正文中引用的条目编号做相应修改 

11 第 7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12 第 8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2.1.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9 年 2 月 21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上海市召开了

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会议，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标准化研究所、张家

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以及各标准项目的主要起草单位负责人共计 17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

汽标准中心张桐柱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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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铜柱代表起草组秘书处介绍了再制造系列标准的相关背景和近期的工作总结及下一步计划，

表示此次再制造系列标准编制恰逢国家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契机，

标准研制得到了中央财政绿色专项的支持，同时近期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修订审议通过，汽车再

制造产业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标准所许天楚代表道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组介绍了最新的产业政策文件、课题项目立项进展情

况、标准制定时间节点以及课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文件等内容。对于此系列标准，会议要求各起草

单位应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按时完成工作计划，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批稿的编写上报。 

之后，会议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板金》标准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各位

专家充分发表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意见和建议集中在工艺要求和性能指标要求上。

会议要求各起草单位重点完善工艺要求，并参考相关新品的性能指标要求，结合再制造产品的特点，

对再制造产品的性能指标要求进行完善。会议还强调了标准编制说明的重要性和编写要求，会议要

求各起草单位按照编制说明的编写要求正确、完整的编写编制说明，并于规定时间内将编写好的编

制说明递交到秘书处。 

会议要求相关标准起草组会后根据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做进一步的试验验证及标准技术内容

的完善。 

详细内容如下: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第 1章 本标准规定了…(每一章的大标题罗列)等内容。 

2 第 2章 
全面调整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正文中引用的标准应在本章中列出，标准正文中没有

引用的标准，不应体现在本章中。 

3 第 3章 删去 3.2 垫铁 

4 第 4章 
删去“铝合金钣金件的修改再制造工艺过程包括拆解、检测与分类、清洗、修复等，

具体工艺流程参照附录 A” 

5 4.1条 根据铝板金件的具体情况细化拆解步骤 

6 4.3.1条 
改为“a）缺损面最大直径超过 10CM时； 

b）边缘咬边部位存在缺损，单个撕裂口长度超 200mm或撕裂口多于 2 个” 

7 4.3.2条 改为经目视检查后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条则弃用即为无再制造价值。” 

8 4.4.1条 
改为“激光清洗法：宜采用 100 瓦以上的光纤激光清洗器进行清洗激光清洗是一种高

效环保的除漆方法，有条件建议首选激光除漆。” 

9 4.4.2条 减少工艺过程，增加工艺指标要求。4.4.3条，4.4.4条，4.4.5条参照执行。 

10 第 7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11 第 8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2.1.4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2020 年 3.12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组织召开了

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上海车工坊、

上海锦持，常州汉科等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重点讨论了铝制轮毂、保险杠和铝板金三项标准。 

与会专家认为再制造件和新品比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标准中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工艺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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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但应控制篇幅。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4.1.2 精简。 

2 4.4.1 减少过多过细工艺描述，精简为一个层级内容。 

3 4.4.2 减少过多过细工艺描述，精简为一个层级内容。 

4 4.4.3.1 减少过多过细工艺描述，精简为一个层级内容。 

5 4.4.4.1 减少过多过细工艺描述，精简为一个层级内容。 

6 4.4.5.1 减少过多过细工艺描述，精简为一个层级内容。 

7 第 6章 对一些细节内容进行了规范和补充 

8 8.3/8.4 补充相应内容 

2.1.5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五次工作会议 

2021 年 4.2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组织召开了

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各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车轮标委专家、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中铭瓷（苏州）纳米粉体技

术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围绕本标准。专家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前言 按照 GB/T 1.1-2020的要求增加文件版本序号。 

2 第 2章 应将正文中出现的标准和本章引用的标准统一。 

3 第 3章 建议增加再制造铝合金车身覆盖件的术语，删除 3.4，精简其它术语的描述。 

4 第 4章 建议增加 4.1 一般要求和再制造流程图。 

5 4.4 建议将弃用条件合并。 

6 4.5.2/3/4/5 建议分条描述，并且修复工艺在前，修复后要求在后，符合逻辑。 

7 第 7章 建议增加检验项目的内容。 

8 第 8章 建议再制造部件的标识应按 GB/T 39895的要求执行。 

2.1.6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六次工作会议 

2021年 7.27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组织召开了

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六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各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车身和发动机标委专

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上海锦持、张家港宝珀等公司的专业技术

人员参加，围绕本标准。专家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标准名称 建议将“车身铝板金”修改为“铝合金车身覆盖件” 

2 第 3章 建议增加车门壳、弯曲变形和折曲变形的术语，删除铝材脱漆剂。 

3 4.4 建议明确列项 d的要求。 

4 8.1.2 删除。 

5 附录 A 修改为车身铝合金覆盖件的再制造流程图。 

会后，标准编写工作组逐条对照会上专家意见，内部讨论后形成统一修改意见，于 2021 年 7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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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车行业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汽车行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本文件的在编写过程中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标

准》、GB/T 20001.4—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方法标准》等相关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2) 科学性原则。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内相关领域的现行标准，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吸收和听取汽车主机厂、检测机构的意见和建议，标准的技术指标充分调研了国内、国

际标准法规的要求，标准的关键项目和关键指标均有参考来源或经过试验验证及专家论证。 

(3) 协调性原则。本文件的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贯彻《标准化法》、《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和《关于启用并加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管理与保护的通知》等回收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按照《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信部规〔2016〕225 号《工业绿色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信部联节〔2016〕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循环发展引

领计划（征求意见稿）》、国发〔2016〕74 号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办发

〔2016〕99 号国务院办公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等文件精神对汽车行业提出生态设

计无害化方面的要求。 

(4) 广泛性原则。本文件在编写过程广泛考虑了各种类型的材料及行业通用的试验方法，标准

的适用范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在确保满足准确度要求和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产业发

展的现状。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和工艺流程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车身铝钣金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工艺要求、性能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 M1 类汽车车身铝钣金的再制造产品。本标准从拆解、分类、清洗、检测与修复、

装配等步骤详细规定了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再制造的流程和相应的技术要求，规定了铝合金车身覆盖

件再制造产品的技术工艺、性能要求以及使用范围。列出了需要更新及经检查无缺陷后可以直接使

用的零部件清单。说明了检测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零部件及零部件部位，强调了铝合金车身覆盖

件在再制造过程中的工艺要求，明确了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再制造产品在装配后应符合外观、尺寸、

曲面造型、表面涂层质量等性能要求，标准中同时还规定了各性能的试验方法。加强了标准的可操

作性和严谨性。 

2.2 标准中的性能要求 

在与部分行业主机厂充分交流和探讨前提下，从国标编写的专业性、严谨性、基础性、适用性的

角度出发，本标准对当前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再制造提出了以下工艺和性能方面技术要求： 

1、由于是再制造产品，产品标准有其特殊性，本文件对再制造各工艺流程的技术要求做了明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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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范，便于标准实操和使用。特别是对检测和修复方面做了详尽要求。重点对脱漆、打磨、整形、

焊补和喷涂等修复工艺做了规定。 

2、结合行业现状，提出了外观、尺寸、曲面造型、表面涂层质量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相应的

检验方法。 

由于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尚无新品相关的标准，再制造过程中，主要参考原件新品或原产品设计

要求。本标准是再制造类的标准，故制定本标准时充分考虑了行业实际情况，兼顾新品和再制造产

品的特点，对部分性能指标做了优化处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鉴于再制造铝制覆盖件的技术指标主要是：外廓尺寸、造型曲面恢复程度、涂层附着力、涂层耐

候性、补焊强度，所以我们对铝制覆盖件再制造过程中的各项工艺技术的效果做了相应的测试和试

验，经验证都能符合技术要求。具体测试和试验的情况见下表： 

 

项目 测试、试验及验证 

外廓尺寸与曲面

造型 

采用常规量具与

三维检测结合检

测再制造件的外

廓尺寸与曲面造

型并与原件比较，

可以精确判断整

形恢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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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质量与补焊

强度 

通过样件送第三

方检测机构检测

对修复工艺的质

量特性进行验证，

能够达到技术指

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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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合金车身覆盖件》是新制定的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于规

范国内汽车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再制造产品具有重要作用。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铝合金车身覆

盖件产品再制造方面的空白，为配合《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规范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将起到重要作

用，为汽车产品提高回收利用率奠定了基础。作为汽车上的主要部件及资源消耗大的部件，铝合金

车身覆盖件的再制造产品规范对于再制造产业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能够推进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

展。 

再制造与制造新品相比，除了性能上不输外，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

80%以上。有调查显示，一件再制造产品的能耗是新品的 1/7。因此，再制造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经

济效益，也能同时获得不可估量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回收利用的角度来看，再制造产品是对资源再利用率最高的再处理手段之一，修复成可再使

用产品需要的能源也最少，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和资源。根据报废数量来看，我国每年报废汽

车 800 万辆，就按回收 20%计算，铝合金车身覆盖件再制造市场规模庞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

著。通过再制造这种再利用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和环境资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

资源集约型社会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和方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中，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 

序号 分领域 

标准编号/项目计划

号 

标准名称 

1 

绿色制造 

生态设计 

新产品 3R 

GB/T 26989-2011 汽车回收利用  术语 

2 GB/T 26988-2011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3 GB/T19515-2015 道路车辆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 计算方法 

4 / 道路车辆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要求 

5 GB/T 33460-2016 报废汽车拆解指导手册编制规范 

6 / 汽车产品生态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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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汽车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8 / 汽车产品单位产量水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9 / 汽车整车制造业（乘用车）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10 / 汽车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通则 

11 /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12 

禁用物质 

限值要求 

检测方法 

GB/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13 QC/T 943-2013 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14 QC/T 941-2013 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15 QC/T 942-2013 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16 QC/T 944-2013 

汽车材料中多溴联苯（PBBs）和多溴二苯醚（PBDEs）的检

测方法 

17 QC/T 1131-202020 汽车材料中多环芳烃的检测方法 

18 GB/T 39897-2021 车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检测方法 

19 / 车内非金属部件气味评价方法 

20 / 车内非金属部件雾化特性检测方法 

21 

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 

材料回收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企业生产条件 

22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23 GB/T 34015.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梯次利用—第 2 部分：拆卸要求 

24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放电技术规范 

25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分类技术规范 

26 GBT 38698.1-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管理规范 第 1部分:包装运输 

27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存储规范 

28 GB/T 33598-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29 GB/T 34015-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30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再生利用 

31 20150671-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要求 

32 GB/T 33598.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 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33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梯次利用设计指南 

34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拆解性设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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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回收性设计准则 

35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拆解指导手册编制规范 

36 

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 

GB/T 3460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规范点燃式、压燃式发动机 

37 GB/T39895-2021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标识规范 

38 GB/T 28672-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交流发电机 

39 GB/T 28673-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起动机 

40 GB/T 28674-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转向器 

41 GB/T 28675-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拆解 

42 GB/T 28676-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分类 

43 GB/T 28677-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 

44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出厂验收 

45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46 QC/T 1139-2020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连杆 

47 QC/T 1140-2020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 

48 QC/T 107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体总成 

49 QC/T 1074-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盖 

50 GB/T 34596-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机油泵 

51 GB/T 34595-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水泵 

52 / 汽车发动机凸轮轴再制造技术规范 

53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技术条件 

54 2020-1728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制轮毂 

55 2020-1733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保险杠 

56 2020-1729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钣金 

57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火花塞 

58 2020-1732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发动机机体喷涂修复 

59 2020-1726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涡轮增压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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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以汽车行业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2021年 7.27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组织召开了

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六次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车身铝板金应和《GB/T 4780-2020 汽车车身

术语》的规定保持统一，故决定将本标准名称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板金》

修改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合金车身覆盖件》。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身分技术委员会 

                                         2021年 7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