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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WILL PUT EMPHASIS ON MODIFICATION DESIGN RESEARCH. IT DESIGN ITSELF WILL START RESEARCH

FROM THE ABILITY TO ASSEMBLE AND DISASSEMBLE OF THE PRODUCT TO FIND A PRACTICAL DESIGNING

WAY. THEN COMBINE THE CONCEPT TO WORK ON SINGLE CASES TO BUILD AN ASSEMBLE AND

DISASSEMBLE SYSTEM.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WE CAN DESIGN THE BEST SOLUTION FOR ECO

MODIFICATION DESIGN. "GREEN PRODUCT" IS A ONE KIND OF CONCEPT. SOME HUMAN PRODUCTS

ACTUALLY USE NATURAL RESOURCES, THEREFORE, EFFEC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F THE

PRODUCT ITSELF AND IT SERVICE IS DESIGNED BASED ON AN ECO WAY TO HAVE LESS IMPACT ON THE

AFFECTIONS TO THE ENVIRONMENT THAN THE TRADITIONAL WAY, USUALLY IT CAN BE CALLED "GREEN

PRODUCT". AMONG THE GREEN PRODUCT DESIGNING, THE MODIFICATION DESIG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NES. IT HELPS THE PARTS LAST LONGER. IF THE PARTS LAST LONGER, OTHER PARTS OF

THE PRODUCT CAN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IR AVERAGE USAGE TIME AND TO MAKE ALL PARTS OF

THE PRODUCT MORE USEFUL. IF ONE PART OF THE PRODUCT IS WORN OUT, IT COULD BE REPLACED BY

THE OTHER ONE SO THAT REDUCES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THE COST TO THE LEAST. POWER

BICYCLES IS ONE RISING ECO PRODUCT. WE WILL PUT THE RESEARCH OF POWER ASSIST BICYCLE INTO A

SPECIAL CASE TO STUDY ITS PARTS AND ITS ASSEMBLING WAYS. THE EMPHASIS WILL BE PUT ON

MODIFICATION DESIGN RESEARCH. IT DESIGN ITSELF WILL START RESEARCH FROM THE ABILITY TO

ASSEMBLE AND DISASSEMBLE OF THE PRODUCT TO FIND A PRACTICAL DESIGNING WAY. THEN COMBINE

THE CONCEPT TO WORK ON SINGLE CASES TO BUILD AN ASSEMBLE AND DISAS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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