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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货运航空公司总裁  朱益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国内外贸易迅猛发展，航空货运业务蒸蒸日上。
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在其《全球市场报告》中指出：2006～2025年的20年里，中国的
航空货运将增长6倍，共需要近400架货机，中国的航空货运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中国内货运的
年均增幅将达到10.9%，国际货运的年均增幅将达到8.9%。
波音公司则在其《全球航空货运市场预测》中指出：“中国国内航空货运市场的运输量将增长7倍以
上，中国市场占世界航空货运总量的份额将增长1倍以上。
”截至2012年4月，中国境内共有已颁发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的航空公司46家，其中全货运航
空公司10家。
2011年，共有106家外国航空公司执飞中国内地，其中全货运航空公司18家。
这其中包括了以高端快件业务为主的货运航企，如联邦快递、UPS和EMS等；以普货运输为主的传统
货运航企，如国泰货运、汉莎货运和国内三大航旗下的货运公司等。
国内外企业摩拳擦掌，皆欲在中国航空货运这一蓬勃发展的市场上取得骄人业绩。
中国国内各家航空公司对航空货运业务，也经历了从以往的“轻货重客”向“客货并举”的战略转型
，国内主要航空公司在运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了对货运的投入力度，引进大型全货机投入国内、
国际货运航线的运营，欲与国际同行一比高下。
中国航空货运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扎实的人才匮乏这一短板，极大地
制约了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使得国内许多航空货运企业在向专业化、规模化和高端集约化企业转型
之路中进展缓慢，无法与国际上的同行进行竞争。
现代航空货运人才所要掌握的技能，不再是单纯的运输和调度，而是要本着“以客为尊、倾心服务、
延伸服务、全方位服务、增加航空运输的附加值”的理念，熟悉航空货运各环节业务流程与规则，能
够熟练地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优化航空货运各环节等。
目前，很多高职高专学校开设了航空货运、物流的课程，旨在培养航空货运领域的专门人才。
为此我们组织了我公司一批在航空货运领域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专家，编写了这套航空货运的核心教
材。
从内容体系上看，这套教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航空货运领域各项基础业务、主要业务的操作环节，
语言浅显易懂，便于理解。
从编者的编写意图上看，该套教材着眼于应用人才的培养，在介绍基本原理、规则方法的同时，通过
案例分析清楚说明了重点业务的操作规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应用性。
纵观全书，该套教材力求结构严谨、内容翔实、操作性强、语言浅白，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非常适合高职高专院校中航空货运、航空物流专业、航空货运代理专业、空乘专业、地面服
务专业的学生学习。
最后，希望该教材的出版和发行，成为我国航空货运专业人才培养的良师益友，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
的航空货运学科的体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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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危险品运输》是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有关危险品培训要求编写的，系统地介绍了航空危险品
运输的相关知识及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具体内容包括：总则、危险品运输限制、危险品分类、危险品识别、危险品包装、危险品标记和标签
、危险品运输文件的制作、航空运输危险品的操作、放射性物质、危险品紧急情况处理程序。
内容翔实丰富，十分贴近危险品运输的工作实际，对各类航空危险品货主、国际国内货运代理公司、
快递公司、航空危险品鉴定企业、航空公司危险品接收、制单、保管等部门有较权威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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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正常运输条件F，气体呈现不同的物理状态。
 （1）压缩气体温度—50℃（—58°F），包装在高压容器内运输时，完全呈现气态的气体。
包装温度低于或等于—50℃（—58°F）的所有气体。
 （2）液化气体加压包装运输时，当温度高于—50％（—58°F）时部分呈现液态的气体。
 （3）深冷液化气体在运输包装时，由于自身的低温而部分呈现液态的气体。
 （4）溶解液体加压包装运输时，溶解于某种溶剂中的气体。
 2.气体的项别 根据气体在运输中的主要危险性，将第2类危险品分为以下3项。
 （1）2.1项易燃气体温度为20℃（68°F），压力为标准大气压101.3kPa情况下，与空气混合含量不超
过13％时可燃烧的气体；或与空气混合燃烧的上限与下限之差不小于12％（无论下限是多少）的气体
。
气体的易燃性必须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以下简称ISO）采用的试验方法或计算方法来确定（见ISO标
准10156：1996）。
如果缺少这些方法的有关资料，必须采用国家主管当局所承认的等效方法进行试验并加以确定。
 （2）2.2项非易燃无毒气体温度为20℃以下，压力不低于280kPa运输的气体或深冷液化气体。
该气体具有窒息性，稀释或取代空气中正常含量的氧气；或有氧化性，一般能够提供氧，助燃能力高
于空气；或不符合本类其他项定义的气体。
 （3）2.3项毒性气体毒性气体包括已知的其毒性或腐蚀性危害人类健康的气体；或根据试验LC50的数
值小于或等于5000mL／m3（ppm），其毒性或腐蚀性可能危害人类的气体。
 例外如下。
 （1）运输时温度为20℃，压力小于200kPa，非液化或深冷液化的2.2项气体不受规则的限制。
 （2）当包含在以下物品当中的2.2项气体不受DGR规则限制： ①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除UN1950—
气溶胶）； ②体育用球； ③符合特殊规定A59的轮胎； ④灯泡，破裂后的喷射物被限制在包装件内。
 气溶胶制品：第2类危险品包括气溶胶制品，气溶胶制品是指装有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加压溶解气
体的一次性使用的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的容器。
无论里面是否装入液体、粉末或糊状物，这样的容器都有严密的闸阀，当闸阀开启时可以喷出悬浮着
固体或液体小颗粒的气体，或喷出泡沫、糊状物、粉末、液体或气体。
对于气溶胶，第2类的项别和次要危险陛取决于气溶胶容器中内装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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