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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规范文件 CNAS-CI01-A009:2018 与 CNAS-CI01-A009:2023 

修订内容差异对照表 

 

序号 

CNAS-CI01-A009:2018（修订前） CNAS-CI01-A009:2023（修订后） 
备注 

条款号 内容 条款号 内容 

1.  文件名称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货物航空运输条

件鉴定领域的应用说明 
文件名称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

输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修改检验领域。 

2.  
1 目的与范

围 

CNAS 对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领域的检

验机构认可。 1 目的与范

围 

CNAS 对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领域的检

验机构认可,运输方式包括航空、水路（内河/ 海

运）、陆路（公路/铁路）等。物流过程中涉及的

其他检验活动，如适用也可以参考本文件。 

修改目的和范围，扩展了

多种运输方式，拓展到物

流过程涉及的其他检验

活动。 

3.  
3 术语和定

义 

3.1 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 

对需经航空器运输的货物/样品实施检验，

依据相关的国际、国内法规与标准，对其在

运输过程中的危险性进行识别、分类的合格

评定活动。 

3 术语和定

义 

3.1 拟运物品/化学品危险性识别： 

检验机构对拟运输物品或拟运输化学品所固有的

危险性进行识别，通过对危险性相关的参数进行

检验检测或数据查询，按照检验活动预先规定的

判定逻辑，将得到的结果与判定标准进行比较，

从而得到是否属于危险货物或者危险化学品、以

及危险货物或者危险化学品的特定编码，适当时，

还可给出建议的包装等级或包装要求的合格评定

活动。 

3.2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对需经航空、水路（内河

/ 海运）、陆路（公路/铁路）等方式运输的货物，

依据相关的国际、国内法规与标准，对其在运输

过程中的危险性进行识别、分类，根据危险性识

别分类结果确定其包装型式（如有）、包装方法

（如有）、包装标记（如有）、运输工具、运输

警示性标签等的适应性的合格评定活动。 

新增：拟运物品/化学品

危险性识别、货物运输条

件鉴定两项定义，以区分

被检拟运物品/化学品、

实际货物运输，结合附录

C，进一步明确货物运输

条件鉴定检验对象为实

际货物运输，拟运物品/

化学品危险性识别检验

对象为拟运输的物品/化

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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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通用要求 

4.  4.2.1a 
4.2.1a （2）保密范围不包括检验结果的直

接使用者，如：航空运输的承运人 4.2.1a 

4.2.1a （2）保密范围不包括检验结果的直接使用

者，如：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以及物流与货物运输

安全监管机构。 

修改结果的直接使用者

表述。 

 5 结构要求 

5.  5.1.5a 

5.1.5a 检验机构应有文件描述开展货物

航空运输条件鉴定的条件，例如：被检货

物/ 样品与运输安全性相关的背景技术

资料的提交水平。 

 

5.1.5a 

5.1.5a 检验机构应有文件描述开展物流安全与

危险货物运输检验的条件，例如：被检拟运物品/

化学品、货物运输与运输安全性相关的背景技术

资料的提交水平。 

修改：区分被检拟运物品

/化学品、货物运输 

6.  5.2.4a 

5.2.4a 如果检验机构或 其母体组织还从事

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之外，且与航空货运

有关的其他活动，特别 是为航空货运承运

人或航空货运托运人时，这些活动必须与货

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明确区隔。 

5.2.4a 

5.2.4a 如果检验机构或其母体组织还从事物流安

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之外，且与物流运输有关

的其他活动，特别是为货物承运人或货物托运人

时，这些活动必须与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

验明确区隔。 

根据检验领域修改相应

表述。 

 

7.  5.2.5a 

5.2.5a 应有证据表明：技术主管具备货

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 等的知识，并获得与其所供职的检验

机构鉴定范围内相关的专业（如：与危险

品九大 类相关的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

具有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5.2.5a 

5.2.5a 应有证据表明：技术主管具备物流安

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等

的知识，并获得与其所供职的检验机构鉴定范围

内相关的专业（如：与危险品九大 类、货物包装

性能、包装鉴定等相关的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并具有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新增：相关的专业（如：

与危险品九大类、货物包

装性能、包装鉴定等相关

的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6 资源要求 

8.  6.1.3a 

6.1.3a 检验员应具备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

输检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的知识，获

得 与其从事的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

验领域具体类别相关的专业领域本科以上

学历，并具 有三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

如果不具备上述学历条件，应具有至少五年

的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经历。 

6.1.3a 

6.1.3a 检验员应具备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

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的知识，获得 与其从

事的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领域具体类别

相关的专业领域本科以上学历，并具 有三年以上

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如果不具备上述学历条件，

应具有至少五年的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经历。从事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的检验员应具备对实际货物运

新增：从事货物运输条件

鉴定的检验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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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真实信息的鉴别、货物危险性识别、货物包装

使用鉴定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及技术工作经历。 

9.  6.1.6a 

6.1.6a 培训内容应包括有关航空安全运输相

关法规的变化。 6.1.6a 

6.1.6a 培训内容应包括有关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

输相关法规的变化。 

根据检验领域修改相应

表述。 

10.  6.2.1a 

6.2.1a 当需要以试验确定货物/样品的危险

性时，检验机构必须获得相应的试验设备。 

（参见附录 A：《1-9 类航空运输危险品试

验一览表》）  

 

6.2.1a 

6.2.1a 当需要以试验确定待运物品/化学品的危险

性或者确定货物的运输条件时，检验机构必须获

得相应的试验设备（参见附录 A：《物流安全与

危险货物运输检验涉及试验项目一览表》） 

修改：《物流安全与危险

货物运输检验涉及试验

项目一览表》，新增货物

包装涉及试验项目相关

内容。 

 7 过程要求 

11.  7.1.1a 

7.1.1a 检验机构应选用基于国际或国家

的法规或标准的方法与程序；检验机构应

有 验证客户所提供的待鉴定货物/样品

的信息真实性的方法与程序。 

 
7.1.1a 

7.1.1a 检验机构应选用基于国际或国家的法

规或标准的方法与程序；检验机构应有验证客户

所提供的拟运物品/化学品、货物运输的信息真

实性的方法与程序。 

 

修改：区分为被检验的拟

运物品/化学品、和从事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时的

实际货物运输。 

 

 

 

12.  7.1.3a 

7.1.3a 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的方法，必须

遵守国际民航组织的《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 

输技术细则》；同时需考虑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的《危险品规则》。 

 

7.1.3a 

7.1.3a 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的方法，必须

遵守联合国运输专家委员会发布的的《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的技术规定；同时

需考虑其他国际组织使用的危险货物运输技术法

规，如国际民航组织发布的《危险物品安全航空

运输技术细则》、国际民航协会发布的《危险品

规则》、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等（参加附录 B：《各种运输方式的危险

货物运输相关国际法律法规》。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检验除遵守上述检验方法外，

还应遵守我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新增：物流安全与危险货

物运输检验的方法； 

新增：货物运输条件鉴定

检验除遵守上述检验方

法外，还应遵守我国的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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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2.4a 

7.2.4a 检验机构应具有文件化的程序描述

被检验货物/样品的运输、接收、保护、存 储、

保留/处置，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检验机构应根据保留货物/样品的危险性配

置适当的设施，以满足保留样品的存 储要

求，必要时监控与记录。 

7.2.4a 

7.2.4a 检验机构应具有文件化的程序描述被检验

拟运物品/化学品、运输货物的运输、接收、保护、

存 储、保留/处置，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检验机构应根据保留拟运物品/化学品、运输货物

的危险性配置适当的设施，以满足保留样品的存 

储要求，必要时监控与记录。 

修改：检验项目和样品区

分为被检验的拟运物品/

化学品、和从事货物运输

条件鉴定时的实际货物

运输。 

14 7.3.1a 

7.3.1a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检验机构应

确保检验的全部细节，包括那些由客户提

供 的货物/样品信息与分包方开展的工

作，确保能够追溯，并符合法规要求。 

7.3.1a 

7.3.1a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检验机构应确保检

验的全部细节，包括那些由客户提供的拟运物品

/化学品、货物运输信息与分包方开展的工作，

确保能够追溯，并符合法规要求。 

修改：区分为被检验的拟

运物品/化学品、和从事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时的

实际货物运输。 

 8 管理体系要求 

15 附录 

16 附录 A 

《1-9 类航空运输危险品试验一览表》 

附录 A 

《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涉及试验项目

（危险识别）一览表（一）》 

《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涉及试验项目

（包装性能）一览表（一）》 

备注： 

1 带“*”项目表示：检验机构进行该类别或项别危

险性识别检验时，须具备附录 A 所列明的试验项

目的设备条件和检测能力，并关注

CNAS-GI007:2021《检验过程中包含的测量指南》

相关说明。 

2 检验机构采用任何其他方提供的信息作为检验

机构做出符合性决定的一部分时：机构应有形成

文件的程序以验证其他方提供信息的完整性，并

确保检验员能正确理解、使用上述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方面： 

2.1 检验机构能够验证检验样品的真实信息与任何

其他方提供的信息的一致性。 

2.2 检验机构采用任何其他方提供的试验数据信

新增：货物包装相关试验

要求 

新增：备注栏内容 

检验机构进行某些类别或

项别的危险性识别检验

时，须具备的检测能力和

设备条件要求。新增检验

机构采用任何其他方提供

的信息作为检验机构做出

符合性决定的一部分时的

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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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作为检验机构做出符合性决定的一部分时，应

对该试验数据信息提供方的资质和能力以及试验

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评估。检验机构应确保从事上

述评估工作的人员具备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

检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等的知识，并满足评

估工作涉及的检验项目所要求的专业背景及工作

经历要求，保存相关证据和记录。试验数据信息

提供方的检测能力需获得 ISO/IEC 17025 认可，并

注意其测试方法是否使用了联合国《关于危险货

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

册》/其他国际公认的方法（如 OECD《化学品测

试指南》），是否遵循了良好实验室工作规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等，对于我国实验室出

具的数据，注意实验室是否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

资质，试验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国际公认方

法。 

2.3 检验机构采用任何其他方提供的数据库数据

信息作为检验机构做出符合性决定的一部分时，

检验机构应有程序对该数据库的数据源机构/组织

的权威性、数据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进行评估，

并尽可能追溯查阅其原始文献以验证数据信息的

可靠性。如果有多种不同数据库的数据信息，检

验机构应对数据的选择和使用有相应的方法和程

序。 

2.4 检验机构采用任何其他方提供的锂电池测试

试验数据信息作为检验机构做出符合性决定的一

部分时，锂电池测试试验数据的全部信息应为获

得 ISO/IEC 17025 认可的同一实验室发布，且该实

验室的检测能力须覆盖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

UN 38.3 试验（T.1-T.8）全部试验项目和 1.2m 跌

落试验的检测能力、堆码试验的检测能力。检验

机构应有方法和程序对任何其他方提供的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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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试验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验证，

并保存相应记录。 

3、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检验试验不限于表中

所列内容，例如化学品的某些健康危险和环境危

险识别检验试验没有列入该表中，但检验机构从

事这些危险种类识别时仍需具备 ISO/IEC 17025 

认可的检测能力，或者满足条款 2 的相关要求。

表中部分健康危险和环境危险识别试验的试验设

备栏没有具体列出相应试验设备，以 NA 标识，但

检验机构从事这些试验项目检测时仍需满足相应

检测标准的设备要求。 

17 附录 C 

 

附录 C 

《物流安全与危险货物运输常见检验能力一览

表》 

 
 

按照物流安全与危险货

物检验工作内容，检验对

象区分为货物运输、锂电

池与含锂电池的特殊货

物、拟运物品（不含化学

品）、（拟运）化学品、

货物包装。 

明确货物运输条件鉴定

检验对象为实际货物运

输，拟运物品/化学品危

险性识别检验对象为拟

运输的物品/化学品。 

新增加危险货物包装使

用鉴定检验、运输标记／

标志检验、仓储条件鉴定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