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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本规范为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从事公共航空货物和邮件

的装卸相关工作提供标准和指导９并为局方履行监管职责提供依

据。各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可根据自身业务实际９在公司相

应管理或操作手册中制定不低于本规范标准的要求。

2.范围

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从事公共航空货物和邮件装卸有关

活动的９适用本规范。各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应根据本规范对辖

区所属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的货物和邮件的装卸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

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

《客舱装载货物运输 （运行安全通告）》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术语》

《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1—



4.术语和定义

4.1装卸服务提供者：具体从事航空货物和邮件装卸相关工

作的单位９可以是承运人、机场管理机构或独立的地面服务代

理人。

4.2集装器识别代码：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定的表示集装

器类型、规格和所属人等信息的一组代码。

4.3集装器及散货拖斗挂牌：固定在集装器或散货拖斗外部

的标牌９具体要求见7.10。

4.4货物装载系统：安装在飞机货舱地板上９用于移动、限

动航空集装器的设备９包括除系留带之外的滚轮、滑轨、边轨、

卡锁等用来固定在飞机结构上的组件。

4.5系留带：在飞机货舱或者集装器内系留货物的９由尼龙

带、锁扣、紧固器等部件组成的系留组合。

4.6交接：指组装、装卸相关岗位与其他岗位进行的货物交

付与接收工作。

4.7特殊装载货物：满足局方批准的航空器型号合格证、补

充型号合格证、飞行手册以及载重平衡手册中的限制要求９但无

法用货物装载系统限动集装器作为首要约束９需进行特殊处理和

限动的货物。

5.承运人要求

5.1承运人应设立专职负责人或部门９并根据安全、服务指

标及运行实际９在相关手册中明确对装卸服务的培训要求、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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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管理程序、工作标准与规范等内容９且应向装卸服务提供

者提供最新手册或手册修订本。

5.2承运人部分或全部外委航空货物和邮件的装卸服务时９

应当向相应的装卸服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９并对其操作的安全

性负责。

5.3承运人的工作手册应涵盖货物组装、机坪装卸、货物支

撑、货物阻挡和支架固定、特种货物运输、中转运输、客舱载货

（如适用）、恶劣天气应对等货物装卸的规定与要求９相关内容参

见附录A至附录E。

5.4承运人应在新开航线前对装卸服务提供者的保障能力纳

入整体评估工作中９并在运行中定期进行评估９以确保所有装卸

相关操作人员遵守承运人的操作规定。

6.装卸服务提供者要求

6.1应对货物和邮件装卸相关活动制定标准操作程序。这些

标准操作程序都应包括在装卸服务提供者的操作手册中９作为承

运人手册上未明确的操作标准程序的补充。

6.2应按需修订操作规范与程序９确保其时效性与可操作性９

并做好员工培训与业务监督。

6.3应对组装与机坪装卸工作中的冒烟、起火、泄漏、逸出、

包装破损、动物逃逸、设施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９制定应急处置

程序。

6.4应做好对装卸工作的视频监控９特别要加强对航班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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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和邮件的组装、称重、存放、交接区等隐载事件易发区域的

监控。

6.5应对称重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９按计量管理部门相

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使用、校准和验证称重设备９确保称重设备

的准确性。

7.组装作业要求

7.1在进行货物和邮件组装作业前９应按承运人要求对集装

器及其附属设备进行可用性检查９确保符合规定且集装器识别代

码能正常识别９否则９集装器及其附属设备不可使用。

7.2应按承运人要求的方法、顺序组装集装器９集装器上的

货物和邮件及支撑材料不能超过承运人给出的载荷限制９组装后

集装器的重心应在限制范围之内９否则集装器不能装机。

7.3使用集装器上的系留带等装置限动时９其数量和限动方

法应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

7.4使用集装板组装时９应将网套 （如适用）正确固定在集

装板上９并按适航要求确认网套与集装板组合、集装板与飞机货

舱等适配性９组装后的集装板轮廓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

求９否则不能装机。

7.5使用集装箱组装时９组装完成后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

要求封闭或锁定集装箱。

7.6特殊装载货物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固定完好。

7.7散货舱货物应按承运人要求分散该货物重量９满足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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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的载荷限制９并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组装散货拖斗。

7.8应逐一对组装后的集装器或散货拖斗进行称重９核对集

装器、货物和邮件及支撑材料的重量９精度和误差要满足相关规

定和承运人要求９不符合要求的不能装机。

7.9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９对组装后的集装器或散货

拖斗的组装质量进行检查９包括集装器轮廓、网套、设备边缘翘

起高度等９确保满足规定和要求。

7.10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９为集装器、散货拖斗制作

并放置挂牌或等效作用的电子标识９反映设备识别代码、航班

号、目的站、特种货物性质、散货拖斗上的装机总重 （包括集装

器、支撑材料、货物和邮件重量）等信息。

7.11可采用信息化技术及可重复使用的环保材料进行组装

作业９以提高工作效率、节能减排。

7.12组装过程发现异常情况 （如液体渗漏）等９应按相关规

定和承运人要求记录、上报、处理。

8.交接作业要求

8.1交接时应观察集装器及散货拖斗上的货物和邮件是否异

常 （如集装板轮廓变形不适航、液体渗漏等）９如有异常应按相

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记录、上报、处理。

8.2交接时应按承运人要求核对集装器及散货拖斗挂牌各项

内容与设备和货物交接文件等是否一致９不一致时不能装机９并

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记录、上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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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开展交接作业时要做好记录并建立台账９支持采用信息

化技术进行电子记录。

9.机坪装卸作业要求

9.1应配备与货邮业务量相适应的装卸人员和设备。

9.2装机前９应对货物和邮件、集装器进行检查、核对信息９

发现异常情况 （如集装板轮廓变形不适航、液体渗漏等）应按相

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记录、上报、处理９不符合装机要求的货物

和邮件或集装器不能装机。

9.3在装机前、卸机后应进行货舱目测损伤检查９并进行清

舱或巡舱９发现异常情况 （如货舱破损、货物装载系统损坏、货

物或物品遗漏等）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记录、上报、

处理。

9.4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使用散货舱防撞隔离网及配

套设备。

9.5应在装卸作业前获得最新版装机单、卸机单或等效文件９

并按照前述文件和承运人要求实施装卸作业；无法实施作业时９

应及时报告监装监卸人员。

9.6对有压舱要求的航班９特别是需要倒舱的过站货机航班９

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进行压舱。

9.7需调整舱位时９应在收到载重平衡部门发布的最新舱位

调整通知后９按通知实施装卸作业。

9.8装卸作业中遇到液体渗漏等异常情况应按相关规定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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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要求处理。

9.9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放置、固定货物和邮件９特

别要做好特殊装载货物在货舱内的系留限动９要遵守特种货物的

隔离等规定。

9.10在主货舱装载需建立通道的危险品、活体动物等货物

时９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操作。

9.11装卸作业期间不得损坏货物装载系统、货舱衬板、烟雾

探测器、照明装置、灭火剂喷嘴、机身蒙皮等飞机内外设备９并

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保持货物及集装器与舱壁、烟雾探测

器等设备的间隔距离。

9.12机坪装卸人员应在出港航班关闭舱门前按最新版装机

单装卸并报告实际装载情况。

9.13装卸完毕后９应清点随身携带物品９目测检查飞机各货

舱门是否处于关闭位置与地面外来物情况９无异常情况后方可确

认完成装卸作业。

9.14出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９应按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实

施装卸作业。

9.15机坪装卸时９可应用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设备９包括使

用图形化的电子装机单９应用信息化技术采集和识别集装器及货

邮装卸信息等。

10.监装监卸作业要求

10.1监装监卸人员应为经承运人或装卸服务提供者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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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装卸现场实施监装监卸的人员９其职责包括对航空器在地面装

卸货物和邮件时的相关人员、设备安排、操作流程、安全措施等

进行现场监控、检查９督促现场操作人员严格按要求实施作业。

10.2监装监卸人员应按相关规定或承运人要求做好机坪装

卸情况的信息传递９在出港航班关闭舱门前按最新版装机单进行

核对９对进港航班按照最新版卸机相关文件进行核对９并按规定

程序报告实际装卸情况。

10.3监装监卸人员的数量应根据实际业务量、机型等情况配

备９并确保装卸机全过程有监装监卸人员负责监控、检查９能够

安全、有序、高效地实施装卸作业。

10.4监装监卸人员可利用记录仪等视频记录设备对装卸作

业进行记录。

11.信息传递及保存要求

11.1信息传递

11.1.1应建立顺畅、高效的信息传递制度９确保货物和邮件

的组装信息、机坪装卸信息传递及时准确；

11.1.2如遇装卸计划临时调整、中转备降航班等特殊情况９

应将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相关部门；

11.1.3提供给载重平衡部门的信息应至少包括航班号、日

期、目的站、集装器识别代码、集装器轮廓信息、特种货物代码

及重量 （散装货物和邮件重量９装有货物和邮件、支撑材料的集

装器总重量）９运输特种货物时需提供货物品名、体积、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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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散货拖斗编号等信息。

11.2信息报告

因装卸差错有可能造成不安全事件的９应按 《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管理规定》中的要求上报９如涉及危险品９还应按照 《民用

航空危险品运输事件报送管理办法》上报。

11.3建立台账

货运单和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应至少保存36个月；货邮舱

单、装机单、卸机单或等效文件、现场操作日志或记录应至少保

存3个月；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９从其规定。可建立电子管理

台账。

12.人员培训要求

12.1装卸服务提供者应履行人员培训与管理的职责９定期向

装卸相关人员提供与其安全履行职责相称的培训。

12.2装卸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本单位货物装卸相关人员的培

训大纲９包括培训课程、培训教材或资料、培训方式、培训教员

及考核要求等。

12.3培训大纲应制定程序确保货物和邮件装卸相关人员符

合岗位能力要求９并强化跟岗实习。

12.4通过培训、实习、考核合格的人员方可上岗作业９未经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９不得上岗作业。

12.5培训课程

12.5.1初训课程应包含安全教育、部门职责与工作流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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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下的职责与义务、承运人差异化运行标准、集中配载管理

（如适用）、信息传递与上报、特殊情况处置、具体业务操作等内

容。具体业务操作的培训参见附录Q；

12.5.2复训课程应结合培训特定主题和承运人的具体要求９

强化初训重点内容９并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和专业技能。

12.6培训有效期为初训或上一次复训完成之月起的36个

月９超期应重新参加初训９合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12.7培训方式包括理论培训、跟岗实习、计算机辅助培训

等９跟岗实习应按照装卸服务提供者的运行保障实际情况确定。

12.8培训教员应具备培训技能９在符合本单位对教员资质管

理要求的前提下９方可开展一系列培训工作。培训教员可由企业

内部产生或第三方机构提供。

12.9装卸服务提供者每36个月对培训大纲进行一次审查、

评估。

12.10受训人员的培训记录应至少包括受训人员的姓名、部

门、最近一次复训的日期、此次培训使用的教材或资料、教员的

姓名和单位等信息。

12.11受训人员的培训记录应至少保存36个月９可采用纸

质或电子等形式做到及时查询。

13.安全管理要求

13.1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装卸服务的安全管

理９应针对货物和邮件装卸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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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９并定期进行隐患排查９特别要注

意装卸计划临时调整、中转备降航班及承运人实施集中配载等情

况下的隐患。

13.2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装卸工作相关外包单

位的安全管理９确保外包人员的能力符合安全管理要求９并纳入

本企业统一的安全管理中。

13.3装卸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与机场安全管理体系的协调工

作程序９便于机场全面统筹管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3.3.1安全事件的处理与分享；

13.3.2启动或演练应急预案；

13.3.3针对不安全事件组织开展联合调查；

13.3.4与机场管理方协同决策９包括恶劣天气、重大保障任

务等情况下保障资源的统一调配等。

本规范所列组装作业、交接作业、机坪装卸、监装监卸等要

求为通常做法９承运人、装卸服务提供者在经过风险评估保持安

全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９可结合本单位的特殊情况９建立本单位

的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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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货物组装

承运人的货物组装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A.1集装器重心限制
保持组装后集装器的重心在相应的纵向、横向、立向限制范

围之内。承运人在制定这些内容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A.1.1将更坚固、更重、更大的货物放在底部９并沿底板的
长、宽方向均匀摆放；

A.1.2将更小、更轻、易碎的货件放在顶部９并从中心开始
沿集装器的长、宽方向均匀摆放；

A.1.3当已装载的货物不能填满集装器时９应把货物摆放
平整；

A.1.4在可行的情况下９将小货件交错叠压摆放。

A.2集装器内的空隙
为了将集装器内货物之间的空隙尽量减小９承运人应根据具

体情况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A.2.1当集装器未装满时将集装器内货物固定；

A.2.2使用垫料填充空隙。

A.3组装货物轮廓
承运人在使用集装板与网套组合、集装板与系留带组或其他

限动方法与装置时９应解决集装器轮廓与飞机货舱内部空间的匹

配问题。承运人还应考虑可能影响集装器轮廓具体匹配形式的一

些运行条件。例如为了接近某种特种货物装载位置９需要在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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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留出一条通道。

A.4集装器挂牌

承运人应规定挂牌的制作与使用９以便识别承运人航空器上

装载的集装器９特别是要考虑使用集装板与网套或集装板与系留

带组合的情况９并注意不能遮挡挂牌。如使用电子挂牌９承运人

应提出相应的电子挂牌的要求。

A.5集装器重量限制

承运人应规定相应的内容９以确保货物重量不会超过集装器

制造商给出的最大毛重和单位面积载荷限制。

A.6可用性检查

承运人手册应包括在使用前如何对集装器和其他固定设备的

破损情况进行检查９以及如何实施操作检查以确保设备没有超过

破损限制的损坏情况９和使用中发现固定装置失效的处理方法。

A.7集装箱部件的紧固

承运人手册应说明９在组装完货物后９完全封闭集装箱和锁

定集装箱网具、帘、硬质门、软质门的正确方法。

A.8网套在集装板的固定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９在组装完货物后９如何将网套正确地固

定在集装板上的方法。

A.9散货拖斗的组装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组装散货拖斗的标准。例如组装的高度、

铺设防雨塑料布的条件、制作和放置挂牌的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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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集装器上防水材料的使用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防水材料 （如塑料布）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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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机坪装卸

承运人的机坪装卸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B.1尾撑 （如适用）

如果承运人需要使用尾撑装置以防止飞机在装卸货物作业过

程中向尾部倾覆９则手册中应包括使用尾撑时的作业标准。

B.2防止机尾倾覆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在装卸期间确保飞机不会向尾部倾覆的方

法 （例如９装机和卸机的顺序、或将前起落架系留等）。对于全

货机９特别是需要倒舱的过站航班９应给出压舱的方法。

B.3货舱门、防撞隔离网和烟雾隔离障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使用各种货舱门、防撞隔离网和烟雾隔离

障的正确使用方法。

B.4飞机地板和集装器底板的载荷限制
如果承运人将货物直接放在飞机的地板上９则手册应给出飞

机地板的载荷限制９这些限制为面积载荷或线性载荷限制。如果

集装器制造商提供了集装器底板的载荷限制９则手册中也应考虑

这一限制。此外９手册中还应考虑在货物产生的载荷超过限制情

况下９分散该货物重量的方法。

B.5飞机的重量限制
承运人手册应考虑飞机的货位、地板、分区和货舱的重量限

制９以及确保操作人员不会突破这些限制的措施。

B.6飞机重心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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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手册应考虑飞机重心范围的限制９以及货位的纵向、

横向和立向的重心限制９还应考虑确保操作人员不会突破这些限

制的措施。

B.7货物接近通道

承运人手册应规定建立货机主货舱货物接近通道的方法９以

便机组人员在飞行中能够接近需要接近的货物９例如某种危险品

或活体动物。

B.8防止飞机损坏

承运人手册应提供相应的措施９飞机货舱应设定货物装载高

度９以确保在货物装卸期间９不会损坏货物装载系统、货舱衬

板、烟雾探测器、照明装置、灭火剂喷嘴和其他类似设备。

B.9飞机受损情况的通报

承运人手册应提供一定的方法９以便能够向飞行机组成员或

具有授权的维修人员通报货舱、货物装载系统、防撞隔离网或烟

雾隔离障及有关部件的缺失、破损或失效的情况。手册中应包含

一般性指南或清单９清单中指明货物装卸人员应向飞行机组成员

或具有授权的维修人员报告的项目明细９例如货舱液体渗漏９货

舱衬板上的洞９以及破损或丢失的货物装载系统固定装置、滚

轮、防撞隔离网和烟雾隔离障等。

B.10货物的间隙

承运人手册应规定货物和飞机系统与结构 （例如货舱衬板、

照明装置、灭火系统和烟雾探测器）之间的最小间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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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货物装载系统

承运人手册应给出正确使用货物装载系统来限动集装器的

方法。

B.12货物装载系统之外的限动装置

这类设备通常包括限动散装货物、集装器或特殊装载货物的

系留带、网套和绳索等。承运人应提供这类设备的使用、存储和

状态可用性评估的内容９包括但不限于：

B.12.1应确保这类设备符合相关规定要求９并说明限动方

法和设备使用数量。

B.12.2应确认常规的可用性检查９并识别和拆除任何不可

用或过期的限动装置。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失效的限动装

置９手册还应提供处理流程。

B.13散装货物

手册应考虑有关措施９以确保承运人将散货正确地装入飞机

散货舱。鼓励支持使用射频识别或视觉识别等技术手段对散装货

物进行有效识别９以便实现散装货物装卸过程的全流程跟踪。

B.14特种货物

有些货物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或独特的程序９以在装卸期间

或在飞行中保护货物或飞机。承运人的程序应包括的特种货物可

能有以下情况：

B.14.1 重心偏移货物；

B.14.2 超重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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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3 探板货物；

B.14.4 超大货物；

B.14.5 尖锐或锋利的货物；

B.14.6 用板条箱包装的重型机械；

B.14.7 卷筒或线轴；

B.14.8 机动车辆和其他带轮子的货物；

B.14.9 高刚性货物 (TRC)；

B.14.10没有完全受到货物装载系统限动的货物；

B.14.11人类遗体；

B.14.12食品、饲料；

B.14.13危险品；

B.14.14活体动物；

B.14.15水产品；

B.14.16其他特殊装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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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货物支撑

对重量超过飞机地板或集装器底板承重限制的货物需要使用

支撑技术９例如在货物和飞机地板之间加一层质地较硬的垫板９

用以分散货物对飞机地板的作用力。承运人手册应说明的内容

包括：

C.1可用于支撑的材料 （如厚木板或胶合板）；

C.2支撑重量 （必须包括在总重中）；

C.3用于确定支撑材料面积及厚度的办法或计算方法；

C.4将支撑材料运用到货物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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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货物阻挡和支架固定

某些货物可能需要在使用限动装置 （网套、系留带和其他固

定设备）之前将其稳定住 （例如９大型电缆卷轴、机动车及其他

装有轮子的货物等）９应使用阻挡和支架固定技术使这类货件稳

定下来。承运人手册应说明的内容包括：

D.1可用于阻挡和支架固定的材料 （例如厚木板或胶合

板）；

D.2支撑重量 （必须包括在毛重中）；

D.3用于确定阻挡和支架固定材料的数量及厚度的办法或计

算方法；

D.4将阻挡和支架固定材料运用到货物上的方法。

—20—



附录E中转运输

有联程业务的承运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规定建立中转货物的接

收标准９或者声明不接收中转货物。承运人手册至少应当包括：

E.1货物检查 （现场检查）９包括集装器的可用性检查；

E.2确定集装器和机型的适配性；

E.3如果有条件９进行特殊装载货物的检验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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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Q装卸业务操作科目的培训内容

Q.1货物装载系统
应向工作职能涉及安装在飞机货舱地板上用于限动集装器的

设备的人员提供货物装载系统培训。货物装载系统通常由滚轮、

滑轨、边轨和卡锁等组成９用于将集装器固定到飞机结构上。应

根据培训大纲对人员进行培训９其中包括以下适用的程序：

Q.1.1可用性检查９包括对损坏或丢失的限动装置的上报、

记录；

Q.1.2装载程序及其对飞机性能的影响；

Q.1.3限动要求；

Q.1.4承运人各种机型的限动系统。

Q.2货物组装
所有参与货物组装的人员都应接受适合其职能的货物组装培

训９货物装载上飞机前应由培训合格的人员进行检查。培训要素

包括：

Q.2.1集中载荷；

Q.2.2集装板载荷限制；

Q.2.3限动；

Q.2.4集装器和限动装置的损坏限制；

Q.2.5飞机与集装板和网套与集装板的适配性；

Q.2.6危险品的组装；

Q.2.7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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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正确的集装器布局；

Q.2.9在特定飞机上使用的重心偏移、分析和授权；

Q.2.10如何组装一个符合重心控制要求的集装器；

Q.2.11组装使用的文件。

Q.3集装器

工作职能包括确定集装板和网套组合的适配性 （根据承运人

手册）、集装板和机身适配性以及货物限动装置 （例如９系留带）

的人员应接受这些领域的培训。培训要素包括：

Q.3.1集装器识别 (这应包括对特有的集装器的审查９并识

别未经授权装载到飞机上的集装器的风险)；

Q.3.2集装器中的空隙；

Q.3.3货物轮廓；

Q.3.4集装器挂牌；

Q.3.5集装器重量限制；

Q.3.6可用性检查；

Q.3.7集装箱紧固组件；

Q.3.8网套在集装板上的紧固；

Q.3.9塑料布等防水材料的铺设要求。

Q.4.特殊装载货物分析职能 （SCAQ）培训要素 （如适用）

Q.4.1超长刚性货物 （TRC）：确定超长刚性货物 （TRC）、

装载程序和限动方法；

Q.4.2易碎/可压缩货物：确定易碎/可压缩货物的要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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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和程序９并提供培训说明；

Q.4.3特殊装载货物运输程序；

Q.4.4熟练掌握承运人重量与平衡手册的适用内容；

Q.4.5熟悉承运人手册中的各项要求。

Q.5.装卸

所有参与货物装卸的人员都应接受适合其职能的培训。这包

括有货物操作职能的人员９该职能包括货物地面运输、货物上下

飞机的移动、或使用适当的装置和设备移动或固定飞机上的货

物。如果适用９装卸培训的要素可能包括：

Q.5.1门槛护板；

Q.5.2尾撑；

Q.5.3防止机尾倾覆；

Q.5.4飞机舱门、防撞隔离网和烟雾隔离障；

Q.5.5飞机地板和集装器底板的载荷限制；

Q.5.6飞机的重量限制；

Q.5.7飞机重心范围的限制；

Q.5.8货物接近通道；

Q.5.9防止飞机损坏；

Q.5.10飞机受损情况的通报；

Q.5.11货物间隙；

Q.5.12货物装载系统;

Q.5.13散装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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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4特种货物；

Q.5.15垫板的使用；

Q.5.16阻塞和支撑；

Q.5.17危险品；

Q.5.18易碎货物；

Q.5.19材料处理设备；

Q.5.20装卸机应急处置。

Q.6.监装监卸

培训要素如下９如适用：

Q.6.1附录Q.1-5部分；

Q.6.2中转；

Q.6.3航空货物操作；

Q.6.4货物装卸文件；

Q.6.5装载计划；

Q.6.6公司物资 （如航材等）；

Q.6.7监装监卸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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