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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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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扬、曹静、蔡伟宁、赖国基、何振东、何晓非、刘飞、叶磊、石慧中、李金

政、杨霞、施雷、唐渝新、李丹、元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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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安检人员配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航领域各类安全检查工作分类、安全检查岗位设置和安全检查人员配备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民航安全检查部门的安检岗位设置设计、安全检查人员数量测算和配备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证件检查  document examining 

对进入机场控制区的旅客、机组人员、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进行的有效乘机身份证件、其他证件、

乘机凭证的真伪及有效性检查等工作。 

3.2  

前传引导  pre-check guiding 

维护民航人身安检设备前秩序以及提醒待检人员做好待检准备，包括提示、协助待检人员取出影响

检查效果的物品、正确摆放待检行李物品等工作。 

3.3  

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  civil aviation baggage screening instrument operating 

使用行李安检设备对随身行李物品、托运行李实施的安全检查，包括发现、辨认民航禁限运输物品

或可疑图像等工作。 

3.4  

人身检查  pat-down screening 

使用人身安检设备或手工人身检查的方法对进入控制区的人员实施的安全检查，发现、辨认民航禁

限运输物品等工作。 

3.5  

开箱包检查  baggage inspecting 

根据安检设备操作岗位指令，对行李物品的违禁品、危险品、管制器具和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

制运输物品进行识别并有效处置等工作。 

3.6  

道口车辆检查  gateway vehicle inspecting 

对进入控制区车辆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的有效性以及车辆实施的安全检查等工作。 

3.7  

货物邮件安检设备操作  air cargo and mail screening instrument operating 

对航空货物、航空邮件运输文件和安检申报清单进行审核，并使用合规安检设备对航空货物、邮件

实施安全检查以发现并辨认伪报或夹带的运输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器具等工作。 

3.8  

货物邮件开箱检查  air cargo and mail inspecting 

根据货物邮件安检设备操作岗位指令，对航空货物、航空邮件中的违禁品、危险品、管制器具和其

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运输物品进行识别并有效处置等工作。 

3.9  

维序检查  order maintaining and behavior observing 

在待检区开展安保宣传、异常行为识别和分流疏导工作以及提示待检人员做好检查前准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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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限制物品移交  restricted item transferring 

民航安检工作现场物品暂存手续的办理、安检工作现场发现的违法案（事）件有关人员、物品和证

据资料的移交以及暂存、遗失、自弃物品的处置等工作。 

3.11  

安全检查信息管理系统操作  security inspec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ng 

制定民航安检工作质量监察计划和实施方案，并按规定开展质量控制活动、编制质量监察报告、分

析安检形势等工作。 

3.12  

防爆检查  explosives screening 

根据开箱包检查岗位指令或相关规定，使用防爆检查设备对进入控制区的人员、行李物品、航空货

物、邮件等实施防爆检测以及处置疑似爆炸物、爆炸装置检测报警事件等工作。 

3.13  

安全检查质量监察  aviation security inspection quality inspecting 

制定民航安检工作质量监察计划和实施方案，并按要求开展质量控制活动、编制质量监察报告、分

析安检形势等工作。 

3.14  

安全检查业务培训  aviation security inspection profession training 

编制民航安检工作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培训教案和培训课件，并按要求开展培训及考核等工作。 

3.15  

安全检查设备维修  security inspecting instrument maintaining 

对民航在用安检设备的技术参数进行校准检测和设定以及巡视、维护、保养、以及故障维修等工作。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Alk－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gz－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jy－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ac－安全检查车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dk－道口安全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hj－货物邮件安全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wx－维序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xz－限制物品移交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fb－防爆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Axts－安检信息管理系统操作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 

Dlk－旅客安全检查通道标准通过量（人每小时），由各机场根据本机场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场地条件、

设备配置等具体情况测定，最高值不得高于180人每小时。 

Dpt－一台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设备每小时可判图数量（幅每小时），等于按照15 s每幅图计算，

每小时可判图数量为240幅。 
Glk－高峰时段出港旅客人数（人每小时），等于机场各季度高峰期出港旅客人数的平均值。 

Gpt－高峰时段交运行李判图数量（幅每小时），等于机场各季度高峰期交运行李判图数量的平均值。 

Mjx－交运行李X光机总台数（台）。 

Mac－安全检查车总台数（辆）。 

Mhjx－货检X光机设备总台数（台）。 

Nlk－旅客安全检查通道数（个）。 

Ngz－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数（个）。 

Ndk－道口数（个）。 

Nfb－防爆检查站点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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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ts－安检信息系统控制室数（个）。 

Plk—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年平均开放率（％），等于一定时期内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实际开放的总时间

（含班前准备以及交接班时间）与最早航班和最晚航班之间可被开放使用的总时间之比。 

Pgz—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年平均开放率（％），等于一定时期内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实际开放

的总时间（含班前准备以及交接班时间）与最早航班和最晚航班之间可被开放使用的总时间之比。 

Qjx －交运行李X光机年平均开动率（％），等于一定时期内设备实际开动的总台时（含班前准备以

及交接班时间）与最早开放至最晚关闭可能被使用的总台时之比。 

Qac －安全检查车年平均使用率（％），等于一定时期内安全检查车实际使用的总时间（含班前准

备以及交接班时间）与最早航班和最晚航班之间可能被使用的总时间之比。 

Qhjx－货检X光机年平均开动率（％），等于一定时期内设备实际开动的总台时（含班前准备以及交

接班时间）与最早开放至最晚关闭可能被使用的总台时之比。 

S－某类安全检查岗位年平均实际工作日时长(工时每)，等于一定时期内某类安全检查岗位人员每

天实际在岗工作（含班前准备以及交接班时间）的平均工时数。 

T－民航安全检查员人均年度作业时间，为1 645 h。计算依据见附录B。 

R－民航安全检查人员配置系数，等于某类岗位的平均实际工作日时长与全年日历日数的乘积，除

以人均年度作业时间。 

5 民航安全检查工作及岗位资质要求 

5.1 民航安全检查工作 

民航安全检查工作应包含人身安全检查、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安全检查车安全检查、道口安全检查、

货物邮件安全检查、防爆安全检查、综合服务、质量控制、业务培训、设备维修、管理等工作。其中管

理工作指负责现场管理，以及从事行政党群、生产运营、计划统计、人事财务、技术设备、信息处理、

质量安全、业务培训等各类专业性管理活动。 

人身安全检查、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和货物邮件安全检查的工作现场监察要求见附录A。 

5.2 民航安全检查岗位 

民航安全检查需设置验证检查、前传引导等岗位，具体民航安全检查岗位设置及岗位资质要求见表

1。 

表1 民航安全检查岗位设置及资质要求 

序号 岗位设置 岗位资质 

1 验证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2 前传引导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3 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四级以上 

4 人身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5 开箱包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四级以上 

6 道口车辆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7 货物邮件安检设备操作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四级以上 

8 货物邮件开箱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四级以上 

9 维序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10 限制物品移交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11 安全检查信息管理系统操作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12 防爆检查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五级以上 

13 安全检查质量监察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三级以上 

14 安全检查业务培训 国家安检职业资格证书四级以上 

15 安全检查设备维修 具备岗位工作说明书规定的资格要求 

6 年旅客吞吐量 50万人次以上机场安全检查人员配备 

6.1 人身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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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旅客安全检查通道 

配置通过式人身安全检查设备的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包括验证检查、前传引导、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

作、人身检查、开箱包检查5个安全检查工作岗位，每班一条通道配备不少于6人，可采取兼岗轮作的劳

动组织方式。机场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安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1。 

 𝐴𝑙𝑘 = 𝐺𝑙𝑘/𝐷𝑙𝑘 × 𝑃𝑙𝑘 × 6 × 𝑅····························································· (1) 

6.1.2 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 

配置通过式人身安全检查设备的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包括验证检查、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人

身检查、开箱包检查4个安全检查工作岗位，每班一条通道配备不少于4人，可采取兼岗轮作的劳动组织

方式。工作人员安全检查通道安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2。 

 𝐴𝑔𝑧 = 𝑁𝑔𝑧 × 𝑃𝑔𝑧 × 4 × 𝑅 ································································ (2) 
注： 如果工作人员通道同时作为旅客安全检查通道，总人数按公式1核算。 

6.1.3 特殊情况人身安全检查通道 

配置通过式人身安全检查设备，并采用自助闸机设备开展验证检查工作的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包括

前传引导、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人身检查、开箱包检查4个安全检查工作岗位，每班一条通道配备

不少于5人。 

旅客安全检查通道小时通过量低于100人每通道每小时时，每班一条通道配备不少于5人（若采用自

助闸机设备开展验证检查工作，则每班一条通道配备不少于4人）。 

特殊人身安全检查通道（如工作人员通道、重要旅客通道、机场商检通道和中转通道等）小时通过

量低于100人每通道每小时时，每班一条通道配备不少于3人。 

6.2 交运行李安全检查 

6.2.1 非集中判图形式 

非集中判图形式的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包括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开箱包检查2个岗位，可采取兼

岗轮作的劳动组织方式，每班1个交运行李安全检查点配备不少于2人。机场非集中判图形式的交运行李

安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3。 

 𝐴𝑗𝑦 = 𝑀𝑗𝑥 × 𝑄𝑗𝑥 × 2 × 𝑅 ································································ (3) 
注： 在计算X光机台数时，无论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均按一台双通道X光机进行核算，下同。 

6.2.2 集中判图形式   
集中判图形式的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包括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开箱包检查2个岗位，可采取兼岗

轮作的劳动组织方式。每班一个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岗位配备不少于1名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人员，配

置不少于2名开箱包检查岗位人员。机场集中判图形式的交运行李安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

公式4。 

 𝐴𝑗𝑦 = 𝐺𝑝𝑡/𝐷𝑝𝑡 ×𝑄𝑗𝑥 × 3 × 𝑅 ···························································· (4) 
注： 不能采取兼岗轮作劳动组织方式的，每班一个交运行李安全检查岗位配备不少于2名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人

员，配置不少于2名开箱包检查岗位人员。 

6.3 安全检查车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车安全检查包括民航行李安检设备操作、开箱包检查、前传引导3个岗位，每班配备不少

于3人。安全检查车安全检查基本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5。 

 𝐴𝑎𝑐 = 𝑀𝑎𝑐 × 𝑄𝑎𝑐 × 3 × 𝑅 ······························································· (5) 

6.4 道口安全检查 

道口安全检查包括道口车辆检查、人身检查2个岗位，每班配备不少于2人,可采取兼岗轮作的劳动

组织方式。道口安全检查基本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6。 

 𝐴𝑑𝑘 = 𝑁𝑑𝑘 × 2 × 𝑅····································································· (6) 

6.5 货物邮件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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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邮件安全检查包括货物邮件安检设备操作、货物邮件开箱检查2个岗位，每班1个货物邮件安全

检查点配备不少于2人，可采取兼岗轮作的劳动组织方式。货物邮件安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

见公式7。 

 𝐴ℎ𝑗 = 𝑀ℎ𝑗𝑥 ×𝑄ℎ𝑗𝑥 × 2 × 𝑅 ······························································ (7) 

6.6 防爆安全检查 

防爆安全检查包括防爆检查1个岗位，每班1个防爆检查站点配备1人,可采用兼职工作形式。防爆安

全检查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8。 

 𝐴𝑓𝑏 = 𝑁𝑓𝑏 × 1 × 𝑅 ····································································· (8) 
注： 各机场应根据防爆检查工作以及设备设置的实际需要，具体确定防爆检查站点数。 

6.7 综合服务 

综合服务包括维序检查、限制物品移交、安全检查信息管理系统操作3个岗位。 

维序检查岗位人员配置标准为开放不足10条旅客安全检查通道配置3人，每增加开放10条通道增加

1人。维序检查岗位人员配备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9。 

 𝐴𝑤𝑥 = max(𝑓𝑙𝑜𝑜𝑟 (
𝑁𝑙𝑘

10
, 1) + 2,3) × 𝑅 ······················································ (9) 

限制物品移交岗位人员配置标准为开放不足15个旅客安全检查通道配置1人，开放大于等于15个旅

客安全检查通道配置2人。 

独立安检区域开放不足15个旅客安全检查通道的限制物品移交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

式10。 

 𝐴𝑥𝑧 = 1 × 𝑅 ········································································· (10) 
独立安检区域开放大于等于15个旅客安全检查通道的限制物品移交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

见公式11。 

 𝐴𝑥𝑧 = 2 × 𝑅 ········································································ (11) 
安全检查信息管理系统操作岗位人员配置标准为每个安检信息系统控制室配置不少于1人。安全检

查信息管理系统操作岗位人员配置总人数核定公式见公式12。 

 𝐴𝑥𝑡𝑠 = 𝑁𝑥𝑡𝑠 × 1 × 𝑅 ·································································· (12) 

6.8 质量控制 

民航安检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民用航空安保质量控制计划》文件规定设置安全检查质量监察岗位，

聘任专、兼职质控人员，组织实施民航安检质量控制工作。 

其中一线生产岗位100人（含）以上的，专职质控人员与一线生产岗位人员的比例不低于1:100，一

线生产岗位18人（含）以上，100人以下的，专职质控人员1人，一线生产岗位18人以下的可由现场勤务

管理人员兼任质控人员。 

6.9 业务培训 

民航安检机构应设置安全检查业务培训岗位，聘任专、兼职业务培训教员，组织实施民航安检员职

业能力和岗位能力业务培训工作。 

其中一线生产岗位100人（含）以上的，专职业务培训教员与一线生产岗位人员的比例不低于1: 100，

一线生产岗位18人（含）以上100人以下的，专职业务培训教员1人，一线生产岗位18人以下的可由现场

勤务管理人员兼任业务培训教员。专、兼职培训教员比例应不低于1:6。 

6.10 设备维修 

设备维修包括安全检查设备维修1个岗位，安全检查设备维修岗位人员配置标准为平均每7台在用X

光机配备至少1名设备维修人员。 

6.11 管理  

管理岗位设置与一线生产岗位设置比例应不低于13:100。 

安检现场监察操作应满足附录A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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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旅客吞吐量 50万人次以下机场安全检查人员配备 

年旅客吞吐量在50万人次以下机场的安检工作包括人身安全检查、交运行李安全检查、货物邮件安

全检查、道口安全检查、管理等，基本安检人员配置要求见表2。 

表2 基本安检人员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类别 

人员配置 

机场旅客年吞吐量15万人

（含)以下 

机场旅客年吞吐量15～50

万人（含） 

1 人身安全检查 

16人 
吞吐量每增加2.5万人次，

新增2名安检员 

2 交运行李安全检查 

3 货物邮件安全检查 

4 道口安全检查 

5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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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安检现场监察指南 

安检现场监察手段是确保安检人员合理配置的有效措施，也是衡量现场工作人员是否超负荷、超强

度工作的重要工具。 

机场各类人身检查通道配置安全检查人员数量在6人的基础上每增加1人，过检人数可增加不超过

30人。差异化安全检查通道、易安检通道等高通量通道每小时通过量不得超过该机场旅客安全检查通道

标准通过量的1.5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上岗人员不足、安检人员及设施设备资源紧张。 

a) 旅检现场通道内可活动区域（指通道内扣除安检设备设施面积后可供安检人员和受检对象活

动的区域）每平方地面站立一到两人、持续时间超过 5 min 未得到缓解或者在 X 射线设备与

通过式人身检查设备之间水平线前端区域排队等候 10人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 5 min未得到缓

解。 

b) 行检现场（暂不考虑采用多级行李检查方式的）设定托运行李自进入 X射线设备至开检动作完

成的时间为 3 min，超过 3 min的定义为超时未处理行李。在任意一小时内，超时未处理行李

占检查行李总数的比例超过 10％的。 

c) 货邮安检现场设定货物（含快件）自进入 X射线设备至开检动作完成的时间为 2 min，超过 2 

min的定义为超时未处理货物。在任意一小时内，超时未处理货物占检查货物总数的比例超过

10％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上岗人员严重不足、安检人员及设施设备资源非常紧张。 

a) 旅检现场通道内可活动区域（指通道内扣除安检设备设施面积后可供安检人员和受检对象活

动的区域）每平方地面站立 2 人以上、持续时间超过 5 min 未得到缓解或者在 X 射线设备与

通过式人身检查设备之间水平线前端区域排队等候 15人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 5 min未得到缓

解。 

b) 行检现场（暂不考虑采用多级行李检查方式的）设定托运行李自进入 X射线设备至开检动作完

成的时间为 3 min，超过 3 min的定义为超时未处理行李。在任意一小时内，超时未处理行李

占检查行李总数的比例超过 20％的。 

c) 货邮安检现场设定货物（含快件）自进入 X射线设备至开检动作完成的时间为 2 min，超过 2 

min的定义为超时未处理货物。在任意一小时内，超时未处理货物占检查货物总数的比例超过

20％的。 

在检查中发现上岗人员不足、安检人员及设施设备资源紧张的，应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规定限期改正；

在检查中发现上岗人员严重不足、安检人员及设施设备资源非常紧张的，应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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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人均年度作业时间 

人均年度作业时间指一年内某类民航安全检查岗位人员年度制度工时数扣除《民用航空安全检查

规则》《国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培训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的民航安全检查员健康保护休假、在岗技能

保持培训用时和其他各类原因（病事假、孕产假等）造成的非生产工时之后的时间，为1 645 h。年制度

工时为2 000 h，即（365-104-11）×8；根据我国民航企业的实际情况，员工的出勤率约为95％，员工

出勤后的作业率约为95％，2 000×95％×95％=1 805 h。《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规定民航安全检查

员在法定假期外，享受每年不少于两周的带薪休假，核定为80 h;《国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培训管理规

定》规定民航安全检查员需接受每年至少80学时的在岗继续教育培训，核定为80 h。因此民航安全检查

员人均年度作业时间为1 805-80-80=1 645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