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性物品航空运输管理程序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放射性物品航空运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９依

据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民用

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以下简称 《技术细则》）的相关规定９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适用于放射性物品的航空运输。

二、管理职责

第三条 依据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许可管理办法》９国务

院核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其他依法履行放射性物品安全监管职责的

部门对各种运输方式运输的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射安全实施审批

和监督管理。放射性物品航空运输的管理由民航局危险品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９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对放射性物品在本

辖区内的航空运输进行监管。

三、放射性物品运输操作

第四条 《条例》将放射性物品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９详

细分类内容见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等单位联合编制的 《放射性

物品分类和名录》。

需要说明的是９《条例》规定的分类办法是为了对种类繁多

的放射性物品和放射性物品包装件实施科学、有效的监管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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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细则》对放射性物品包装件I级、II级和III级的级别划分

没有对应关系９因此９民航运输单位应当按照 《技术细则》对放

射性物品的运输专用名称、联合国编号和放射性级别进行确定。

四、托运人责任

第五条 托运人对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和应急工

作负责９对拟托运物品的合法性负责９并依法履行各项行政审批

手续。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将放射性物品交付航空运输时９除应遵

守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部）规定的托

运人责任和 《技术细则》规定的技术标准外９还应履行 《条例》

规定的下述责任:

（一）资质证明

1.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向国务院核安

全监管部门依法获取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的批复９以及持有所

使用容器的设计、制造和运输批准书。

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的批复应当载明下

列主要内容：

a.托运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b.运输放射性物品的品名、数量；

c.运输容器设计批准编号、运输方式和运输方案；

d.操作管理附加措施和规定；

e.有效期限；

f.批准日期和批准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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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运二、三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应持有向国

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放射性物品运输的辐射监测报告和所使

用容器的设计、制造的证明。

3.一类放射性物品从境外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９或者途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输的９托运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应当编

制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书９报国务院核安全

监管部门审查批准托运人获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颁发的核与

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后９方可将一类放射性物品运抵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或者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输。

4.二类、三类放射性物品从境外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９

或者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输的９托运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

单位监测９编制放射性物品运输的辐射监测报告９报国务院核安

全监管部门备案。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出具相应的放射性

物品运输的辐射监测报告备案证明。对于运输容器相同９放射性

内容物相同９且半衰期小于60天的放射性物品９进口单位可以

每半年办理一次辐射监测报告备案手续。

(二)需提交的文件

1.运输说明书。应当包括特殊的装卸作业要求、安全防护指

南、放射性物品的品名、数量、物理化学形态、危害风险等

2.放射性物品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监测报告。《条例》规定９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９监测报告应由具备资质的辐射监测机构出

具。托运二类和三类放射性物品９由托运人出具辐射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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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负责辐射监测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对外

公布。航空公司及其地面代理人可委托有资质的辐射监测机构对

托运人自行出具的辐射监测报告进行抽检复核。

3．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计批准书、一类放射性物

品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

散放射性物品的批准书。

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准书指 《技术细则》中要求的装运

批准书。需要说明的是９《条例》规定的需要提交核与辐射安全

分析报告批准书的包括所有一类放射性物品９范围大于 《技术细

则》规定的内容。

4.应急响应方案。该方案是对所托运的放射性物品在运输过

程中发生核与辐射事故时的应急响应指导材料９既可以是一份单

独的文件９也可以是运输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承运人责任

第六条 承运人接收放射性物品进行航空运输９应持有民航

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９遵守CCAR-276部和
《技术细则》规定的承运人责任９并履行 《条例》规定的下述

责任：

1.对直接从事放射性物品运输的工作人员进行运输安全和应

急响应知识的培训９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９不得从事相关

工作。对直接从事放射性物品运输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

测９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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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细则》和国家标准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11806-2004）明确是否需要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的标准９即

通过对工作场所有效剂量的评估值来确定。

2.运输中发生核与辐射事故的９应按照托运人提供的应急响

应方案的要求９做好事故应急工作９并立即报告事故发生地的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９同时报告属地民航安全监管部门。

如载于航空器上的放射性物品发生核与辐射事故９除报告民

航危险品主管部门外９还应立即报告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和地

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９以便提供核与辐射事故专业技术支持。

3．承运人收运放射性物品时９应依据 《技术细则》和 《条

例》严格检查托运人提交的各类证明、文件和批准证书９文件不

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９承运人不得收运。

4.如托运人所交运的放射性物品依据 《技术细则》的相关要

求需经国家当局批准和豁免９则承运人应向民航地区管理局取得

相应批准或豁免后方可运输。

六、附则

第七条 本程序中的放射性物品指放射性物质或物品。

第八条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联系电话：010-66556378９

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联系电话：010-64091928。

第九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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