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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 2008.2.25., 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託運人、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 

業及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應依本辦法及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核定採用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以下簡稱技術規範）之 

規定辦理。 

第 3 條    

危險物品之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爆炸物品。 

二、第二類：氣體。 

三、第三類：易燃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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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遇水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 

五、第五類：氧化物、有機過氧化物。 

六、第六類：毒性物質、傳染性物質。 

七、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八、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九、第九類：其他危險物品。 

前項危險物品之分類基準，依技術規範之規定。 

第 4 條    

託運人應確認所託運危險物品之包裝件上及危險物品申報單（以下簡稱申 

報單）所標示之運送專用名稱、聯合國編號或識別編號，符合技術規範之 

識別規定。 

第 5 條 附件檔案  

危險物品不符合本辦法及技術規範之規定者，不得空運。但於緊急情形、 

無其他適合之運送方式或為符合公共利益時，經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檢 

附申請書（如附件一）報請民航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6 條    

託運人應使用良好品質之包裝封裝危險物品，以避免於空運時，因震動或 

溫度、濕度、壓力之變化導致滲漏或與危險物品產生化學或其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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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之材料、結構及其測試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規定。 

第 7 條    

用於盛裝液體之包裝，應能承受技術規範規定之壓力，不得有滲漏之情形 

發生。 

內包裝之封裝方式，應能避免空運時破損、滲漏或於外包裝中移動。封裝 

所使用之襯墊及吸附材料應避免與包裝內之內容物產生危險性之反應。 

包裝應經檢查確認無腐蝕及破損後，始得重複使用；重複使用包裝時，應 

防止再裝之內容物受污染。 

曾裝運危險物品且尚未清潔之空包裝仍具危險性者，應予密封並按其危險 

性處理。 

包裝件外部不得黏附危險物品。 

第 8 條    

託運人於託運危險物品時，應依技術規範之規定於包裝件上黏貼標籤。 

第 9 條    

託運人託運危險物品時，應於包裝件上標示其內容物之運送專用名稱及技 

術規範規定之標記。但技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包裝規格符合技術規範之包裝製造規定者，應依技術規範規定於包裝上標 

示包裝規格標記；不符合包裝製造規定者，不得於包裝上標示包裝規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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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但技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包裝上之標記應加註英文。 

第 10 條    

託運人應正確填寫申報單及簽署其所託運危險物品之運送專用名稱已正確 

與完整記載，並依技術規範之規定予以分類、封裝及標示，且符合航空運 

送條件之聲明。但技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託運人應於危險物品交付空運時，將前項申報單及其他運送文件，交予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第一項文件應加註英文。 

第 11 條    

託運人將危險物品交付空運前，應確認下列事項： 

一、非屬禁止空運者。 

二、已依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十條之規定，予以正確分類、識別 

    、封裝、標示、申報及檢附申報單及其他運送文件。 

第 12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確認危險物品符合下列規定，始得收運： 

一、附有符合技術規範規定之正確申報單及其他運送文件。但技術規範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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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裝件、合成包裝件或裝有危險物品之容器，已依技術規範規定執行 

    收運程序之檢查，完整無滲漏且標籤、標記正確。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建立及使用危險物品收運檢查表並簽署確認其作 

業符合前項規定。 

第 13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航空器上裝載危險物品包裝件或裝有放射性物質 

之貨櫃時，應依技術規範之規定辦理。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檢查及確認危險物品包裝件或裝有放射性物質之 

貨櫃，於裝入航空器或貨運盤櫃前，無滲漏或破損之情形，始得裝載。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發現裝載於航空器上之危險物品包裝件，有破損或 

滲漏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即予卸載，並確認其他運送物品未被 

污染且符合技術規範規定之航空運送條件，始得運送。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航空器或貨運盤櫃卸載危險物品包裝件或裝有 

放射性物質之貨櫃時，檢查是否損壞或滲漏，發現有損壞或滲漏時，應再 

檢查航空器內裝載該危險物品之區域是否損壞或受污染。 

第 14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對航空器所裝載之危險物品，因破損或滲漏導致之 

危害性污染，應即予清除。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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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之航空器，應即停止營運並接受檢查；經檢查符合技術 

規範及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污染限值以下者，始得恢復營運。 

第 15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將危險物品裝載於航空器客艙或駕駛艙。但技 

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6 條    

可能相互反應產生危險之危險物品，其包裝件不得裝載於航空器內相鄰位 

置或滲漏時會產生相互反應之位置。 

放射性物質包裝件裝載於航空器上時，應依技術規範及放射性物質安全運 

送規則之規定隔離。 

第 17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航空器裝載危險物品包裝件時，應保護其不受破 

損並應加以固定。 

第 18 條    

標示限貨機運送之危險物品包裝件，應裝載於組員或其他授權人員可目視 

及處理之位置，並於大小及重量許可狀況下，與航空器上其他貨物隔離。 

但技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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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航空器載運危險物品時，應於起飛前以書面通知 

機長技術規範規定之相關資訊。 

第 20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相關手冊中提供飛航組員執行空運危險物品所 

需資訊及緊急應變程序。 

第 21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對乘客提示禁止託運或攜帶進入航空器之危險物 

品資訊，並應請乘客確認未託運或攜帶禁止之危險物品進入航空器。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於收運貨物時，應對託運人提示 

空運危險物品之資訊；發現收運貨物之識別、封裝、標示或運送文件之資 

訊，有涉及危險物品之虞時，應請託運人確認未含危險物品後，始得收運 

。 

第 22 條    

託運人、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空廚業，應提供其所屬人員執行空運危險物品所需資 

訊及緊急應變程序。 

第 23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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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經營業及空廚業執行危險物品存儲作業，應依技術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 24 條    

託運人、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 

）於執行空運危險物品及安全檢查作業時，應建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並依計畫對所屬人員實施訓練及考驗，且應每二年實施複訓及考驗 

。 

前項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計畫應適時更新。 

未依第一項規定完成訓練及考驗及格者，不得從事空運危險物品作業及簽 

署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規定之文件。 

第一項訓練紀錄應保存二年以上，以備查核。 

第 25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及空廚業，應檢送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計畫及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始得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變更時，亦同。 

前項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計畫，應包括訓練目標、受訓人員類別、訓 

練課程、時數、考驗基準、教師資格、訓練紀錄之保存、初訓及複訓期間 

；危險物品作業手冊，應包括危險物品之分類、識別、空運限制、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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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文件與資訊提供、空運作業、監督、查核機制、收運程序及緊急應 

變程序。 

第 26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及空廚業，對空運危險物品作業使用之文件，應自航空器起飛之 

日起保存六個月以上，以備查核。 

前項文件包括貨物提單、託運單、貨物艙單、危險物品收運檢查表、申報 

單、其他運送文件及第十九條之書面文件。 

第 27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負有安全運送危險物品之責任，並應建立監督及查 

核機制，以確保所屬人員及業務代理人依其危險物品作業手冊執行。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及空廚業，應於收運危險物品前，檢視該危險物品包裝件、申報 

單及其他運送文件，並確認該危險物品已依本辦法及技術規範之規定予以 

識別、封裝、標示及填寫有關資訊，始得收運。 

第 28 條    

民航局得派員檢查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空廚業之空運危險物品作業、各項文件及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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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第 29 條    

危險物品不得以航空郵件交運或於航空郵件內夾帶危險物品。但依技術規 

範及郵件處理規則之規定交運者，不在此限。 

第 30 條    

航空器於飛航中發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機長於狀況許可下，應儘速將所裝 

載危險物品之資訊通報飛航管制單位轉知降落地航空站。 

第 31 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得知裝載危險物品之航空器發生航空器失事、重 

大意外事件時，應立即將第十九條之書面文件中有關危險物品資訊，提供 

予緊急應變處理單位；發生航空器意外事件，必要時應提供危險物品資訊 

予緊急應變處理單位。 

第 32 條 附件檔案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空廚業 

，於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發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應即依其緊急應變程序 

處理。 

因前項致人死傷、毀損財物或嚴重危及航空器或人員時，應即通知當地航 

空站及民航局，並於七十二小時內填具危險物品事件報告（如附件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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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民航局於必要時得派員對飛航事故以外之危險物品事件進行調查 

。 

航空貨運承攬業對其收運之危險物品於進入航空站後，所發生之危險物品 

事件，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33 條    

依其他法令或技術規範之規定，應配置於航空器上之危險物品，不受本辦 

法之限制。 

供維修替換或已換下之前項危險物品須以航空器載運者，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運送。 

乘客或組員攜帶及託運符合民航局公告之危險物品，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裝載供航空器上使用、出售之消耗性物品或於航空 

器上供食物、飲料冷藏用之乾冰，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因特殊任務需要，經航警局核准，並經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同意之彈藥 

，得攜帶進入航空器，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航空器停放於地面時，因維修或清潔工作需要，經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同意之危險物品，得攜帶進入航空器。工作結束後，應將所攜之危險物品 

攜出航空器。 

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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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運人、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空廚業，應採取保安措施，以降低危險物品失竊或被 

第三人誤用之風險，並避免危害人員、財產或環境。 

第 35 條    

外籍航空器裝載危險物品進入、飛離國境者，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3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