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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孟子曾经说过: “利人莫大于教”，今天我们可

以再加上一句 “教重莫过于材”。教材对于教学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

好的教材绝不会误人子弟，只会是 “引曙光于世，播佳种在田”，是指导

学生高效学习的利器。

那么，怎样的教材才算好的教材呢? 我们认为，一本上乘的教材至少

要符合三条标准:

第一，编撰者是本学科的领军人物 ( 学科带头人) ，具有权威性;

第二，教材的框架体系要系统完整，有内在逻辑，而且文字表述准

确;

第三，内容相对稳定，即哪些内容进教材、哪些不能进，要有严格甄

别，既博采众说，又不是大杂烩。

编撰者一定要是学科带头人。因为教材是教学双方共同依照的蓝本，

教师要按教材讲，学生也得按教材学，一手托两家，像此等关乎育人、功

在千秋的事，没有高人把关怎么行? 而一般说来，编撰者的学问与教材质

量密切相关，编撰者是权威，则教材就有权威。

参加这套教材编撰的十多位作者分别是唐波、吴小平 ( 主要负责

《民航服务概论》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张玉雯、

罗建伟 ( 主要负责《民航服务心理学》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

书稿的编撰) ，杨军、唐明丽 ( 主要负责 《民航服务礼仪》的选题策划、

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周敏、杨帆 ( 主要负责 《民航安全检查

基础》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徐泽民、唐波 ( 主

要负责《民航客票销售实务》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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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唐明丽、刘天刚 ( 主要负责《民航物流基础概论》选题的策划、编

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罗娅兰、王志鸿 ( 主要负责 《民航实用英

语基础》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杨军、皮春磊、

史玉霞 ( 主要负责《空乘服务与客舱设备》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

定、书稿的编撰) ，邓红军、唐明丽 ( 主要负责 《民航法律法规及航空企

业管理制度选编》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 。邓红军

负责这套教材的编审及统稿工作。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以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反复斟酌、协商、修改，力求以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生动

具体的实例，编撰出能体现我们航院特色的系列教材，为我国民航事业的

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在教材的框架体系上，我们要求编撰者为每本教材整理一个章节体系

大纲导图。这源于托尼·巴赞的“心智图”或“脑图”。这样一个体系导

图架构对师生都有好处———长文变短，厚书化薄，条分缕析，提纲挈领，

生动、直观、形象，便于学习和记忆，可以说是我们的创新之一。此外，

框架设计有个重要原则要遵循，那就是突出主线，章节之间要有内在逻

辑。换句话说，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应紧密围绕主线，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步步深入，逻辑井然。这不仅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规律，也是学

生学习知识的一般路径。想想看，小时候我们学数学，是不是从学加减开

始，然后才学乘除，再后来才学更复杂的混合运算? 如果教材不这样编，

一开头就学微积分，那样学起来岂不是难于登天! 可反观当下，有的教材

仿佛一个拼盘，像本专题文集，章与章不搭界，看不出关联; 有的则分方

面平设篇章，这样貌似有逻辑，但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至于教材要相对稳定，是指对教材的内容要有取舍，要力求正确。不

能把教材当个筐，啥都往里面装。一本好的教材，个别内容可以修订，可

以有增减，但不可颠覆性地被推翻。为此，在主体框架搭建好之后，选择

哪些理论 ( 观点) 和材料编入课本，编撰者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鉴

别力。只有把普遍的原理和主流的观点编入教材，教材才能相对稳定; 否

则，若编入了那些有争议的理论，日后一旦被推翻，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

以挽回。所以编撰教材，要海纳百川，更要精于取舍。历史表明，编撰者

唯有恪守职业道德，以科学的态度传播科学知识，方可赢得师生们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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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

教材项目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定要体现民航学院的特色和成果，

体现民航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专业要求。这套教材的编撰者在

相当紧迫的时间里，参照《“十二五”规划航空服务专业统编教材编撰原

则及体例》的要求，注重实用性和适用性，反映实际的教学设计和教学

活动，将实战、实践、实训融入教材中，书中的例题、案例、互动练习、

思考题、拓展知识窗及配图等都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各位编撰者以海尔

董事长张瑞敏提倡的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完成了东星航院和

四川大学出版社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在这套教材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参阅了一些相关文章和专著，谨向

这些著作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教材编审组以下面两段话与师生们共勉———

把看来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把看来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凡。

认真做事，只是把事情做对;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邓红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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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航飞机客舱设备 ( 上)

学习目标

空乘人员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客舱，对客舱服务设备与应急设备的熟练

程度，直接影响飞行安全与服务质量。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将了解民

航客机 737系列的客舱设备与应急设备。

第一节 客舱设备简介

一、飞机动力

( 一) 辅助动力系统 ( APU)

辅助动力系统的主要部件是一个涡轮喷气发动机，在地面和空中都可

以使用，在地面如果没有外接电源，APU 可以提供电力和引气，安装在

飞机尾部。在空中，飞机在 17000 英尺 ( 约 5181. 6 米) 高度，APU 可以

作为后备设备提供引气。

( 二)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为飞机提供 28 伏直流电 ( DE) 和 115 伏交流电 ( AC) 的

电力。在地面时，也可由辅助动力系统或外动力车提供动力。如果电力系

统的一个或多个发电机不能工作，厨房电力会自动切断。

( 三) 空调和气压

正常情况下，用于空调和密封的引气由发动机提供。辅助动力系统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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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来提供引气。驾驶舱和客舱的温度是分开控制的，客舱温度由驾驶舱

控制。

二、客舱布局

图 1－1 B737－800示意图

( 一) 客舱舱门

B737型客机属中型飞机，客舱分为头等舱、经济舱两部分 ( 如图

1－1) 。

客舱共有四个机门，左、右侧各两个，代号为 L1、L2、R1、R2。正

常情况下，左侧门为登机门，右侧门为供应物品门，亦称服务门。登机门

是向内 /向外开启的插入式舱门，向内开门，向外摇门，其中 L1门为了开

启方便带有弹力。紧急情况下四个门均为紧急出口，供乘客和机组人员撤

离飞机时使用。

( 二) 机窗

在飞机的客舱两侧每隔 20 英寸设置一个机窗，以方便乘客观察机外

景色。机窗上备有遮阳板，向上推动，遮阳板打开; 向下拉动，遮阳板关

上。但是紧急出口处的遮阳板开关方向与之相反。

( 三) 卫生间

一般客舱内设有三个卫生间，L1门处一个，L2门处一个，R2门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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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也有的客舱内设有四个卫生间，L1门处一个，L2门处一个，R2门处

两个。

( 四) 厨房

飞机上设有两个厨房，前厨房位于前服务间内，后厨房位于后服务间

内。

( 五) 乘务员座椅

飞机上共有六个乘务员座椅，L1门处两个，L2门处两个，R2门处两

个。

三、客舱储藏空间

( 一) 行李架

行李架位于客舱内乘客座椅上方的天花板上，可储存毛毯、枕头、乘

客的随身物品及部分应急设备。每个行李架上有一个标牌，注明了行李架

的最大承受重量。

( 二) 衣帽间和隔板

衣帽间位于飞机的前半部，以备乘客挂衣物。一般分为两类: 有门的

衣帽间和无门的衣帽间。每个衣帽间里有灯，当客舱灯光提供的照明不足

时，乘务员可以打开衣帽间的灯。

隔板是用于分隔客舱内的各个空间的，公务舱和经济舱之间、前服务

间和公务舱之间都是用隔板分隔的。有些隔板上配有装印刷品的书包袋，

可装报纸、杂志等物品。

四、乘客座椅

B737客机乘客座位的具体数量根据航空公司的需要可作适当调整，

根据不同机型、不同的客舱布局和航空公司的不同需求，乘客座位数一般

为 126到 189个。以客舱通道为界，经济舱中通道左右各有 3 个乘客座

椅，头等舱中通道左右各有 2个乘客座椅 ( 如图 1－2) 。

乘客座椅上装有安全带，座椅扶手上装有调节座椅靠背角度的按钮。

座椅背后均装有供全排乘客使用的椅背网袋 ( 除最后一排外) 和可折叠

的小桌板。紧急出口处的座椅靠背固定，不能调节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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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是安装在座椅上的一套安全设备。在飞机滑行、起飞、颠簸、

着陆的过程中、“系好安全带”信号灯亮及紧急撞击时，所有人员都应将

安全带系好，特殊乘客需在安全带与腹部之间垫上枕头或毛毯。

成年人安全带供正常的成年人使用，未成年人安全带供两岁以内婴幼

儿使用。未成年人安全带是将未成年人的安全带穿过成年人安全带上的环

内并系好。加长座椅安全带为延长安全带长度不够的乘客使用。

图 1－2 乘客座椅

五、乘客服务单元和应急氧气

乘客服务单元 ( PSU) 位于客舱乘客头顶上方行李架的底部。每个乘

客服务单元都配备了呼叫铃灯、阅读灯和开关、“系好安全带”和 “禁止

吸烟”信号牌以及座椅定位标志。

乘客氧气面罩位于每个座椅上方标准尺寸的行李架处，在经济舱中，

客舱左侧有四个氧气面罩，客舱右侧有三个氧气面罩。在客舱和每个乘客

服务单元的氧气面罩储藏箱内装有一个化学氧气发生器，可提供大约 12

分钟的氧气。部分机型的应急氧气是由货舱内大的固定氧气瓶提供的。当

客舱高度升高，空气中氧气含量不能供乘客正常呼吸时，氧气面罩会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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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用于乘客吸氧。

以下简述为乘客供氧的三种方式。

( 一) 自动方式

如果客舱高度超过 14000英尺 ( 约 4267. 2米) ，客舱失压后，氧气面

罩储藏箱的门自动打开，氧气面罩自动脱落。

( 二) 电动方式

当自动方式失效或在任何高度层，由机组操纵驾驶舱内的乘客供氧电

门，氧气面罩储藏箱的门也能打开，氧气面罩自动脱落。

( 三) 人工方式

当自动和电动方式都无法打开氧气面罩储藏箱时，可由人工方式使用尖

细物品，如笔尖、别针、发卡等打开氧气面罩储藏箱的门，使氧气面罩脱落。

使用时应注意:

( 1) 化学氧气发生器只有拉动面罩后才开始工作，而且拉动一个面

罩可使该氧气储藏箱内所有的面罩都有氧气流出。乘客将面罩罩在口鼻处

就可以正常呼吸。

( 2) 在化学氧气发生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不要用手触摸，以免

烫伤。另外，在机上发生火灾时，氧气面罩不能做防烟面罩使用。

( 3) 用氧开始后，客舱内严禁吸烟和一切明火。

( 4) 氧气面罩使用完后，要在客舱记录本上填写使用记录。

六、乘务员工作岗位

乘务员工作岗位位于前、后乘客入口处，包括乘务员控制面板、乘务

员工作灯、耳机 ( 话筒) 和座椅。每个工作岗位有明显标记的应急设备

和氧气面罩。

座椅配有安全带 /肩带和一个柔软的头垫。肩带是一个惯性设备，座

椅不用时肩带缩回原位。座椅的肩带 /安全带可调，锁口中有一释放扳手，

必须旋转 90度才能放开 ( 如图 1－3) 。乘务员座椅是可弹跳的，无人坐时

会自动返回原位。

手电筒储藏在每个乘务员座椅下面或行李架上。这些高强度手电筒从

储存位置上取下时会自动亮起，不可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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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乘务员座椅

七、飞机服务系统

飞机服务系统包括为飞机服务的廊桥、客梯车、拖车、污水车、食品

车、行李车、加油车、净水车等 ( 如图 1－4) 。

图 1－4 飞机服务系统



7

第
一
章

民
航
飞
机
客
舱
设
备
︵上
︶

( 一) 前乘务员控制面板

前乘务员控制面板位于飞机前舱入口处的壁板上，包括前自备梯控制

开关、内话机 ( 广播器) 、入口灯开关、顶灯开关、窗灯开关、工作灯开

关和地面服务灯开关等设备 ( 如图 1－5) 。

图 1－5 前乘务员控制面板

( 二) 后乘务员控制面板

后乘务员控制面板位于飞机后舱入口处的壁板上，包括饮用水标志、

垃圾系统标志、内话机、广播器、入口灯开关、应急灯开关等设备 ( 如

图 1－6) 。

图 1－6 后乘务员控制面板

资料来源: 赵影． 民航乘务服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二节 客舱灯光及通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