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体检数据，而历史数据保存于另一个数据库中，在查询

检索时可以调用。
4. 2 不同类别体检模块相互调用问题

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工厂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

职业健康体检外，需要同时进行保健体检、妇科体检等，于

是开发出综合体检模块，可以同时进行各类体检，但在数据

的隔离和调用上，还需要更加灵活的管理模式。
4. 3 职业卫生现场监测信息系统设计问题

以后将研制出相应的职业卫生现场监测信息系统，与职

业健康监护信息系统做到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共享，使职业卫

生现场检测数据为健康监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4. 4 与健康危害监测信息系统不兼容

现阶段的信息系统部分数据格式不能与健康危害监测信

息系统直接对接，必须人工整理数据、填写上报健康危害监

测相关数据易出差错。
4. 5 短信发送平台问题

将来可以开发短信发送平台，将体检结果及处理意见直

接发送至体检者本人的手机上。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系统维护工作是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

行的重中之重，通过日常运行的管理、维护以及定期检查系

统运行状况，评价系统能否达到工作目标及操作是否方便合

理，不断提出改进意见。既可以保证系统运行的流畅及不间

断性，又可以保障数据的完整性，还能在工作中发现新问题、
新需求，不断对信息系统进行完善，促进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得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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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健 康 监 护 (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简 称

OHS) 是职业病防治的重要工作之一，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法律性、专业性，OHS 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管理等内容［1］，随着《职业病防治法》的贯彻落实，

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法律维权意识增强，OHS 越来越被企业

与劳动者所重视，职业病防治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性

强、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传统的手工操作和纸质档案模

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工作需要。我们研发了这套把档案管理

与各种检查数据的全面网络化连接传输的 OHS 信息化管理系

统，经过 4 年的运行，现对其应用效果进行总结评价。
1 OHS 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的效果评价

1. 1 提高了职业健康检查实施的质量与效率

OHS 信息化系统实现了职业健康检查中所有检查项目的

数据采集和同步传输，制定健康检查方案、登记挂号、摄像、
打印条码导检单、各专科医师接诊、各医技科室的检验或检

查、主检医师发报体检报告等体检全过程均在系统的终端工

作站进行，各科室相关的信息资料即时传输至服务器保存及

共享，这样就节省了手工重复开具多种检查申请单，持条码

导检单即可分散到各科室检查，因检查项目不必按一定先后

顺序进行，极大地减少了候检时间，体检流程得到明显优化。

各科体检结果直接传输到服务器供主检医师发报告，免去到

各科室收集检验、检查报告单，整理、粘贴、录入、核对等

大量繁琐、枯燥、易出错的工作，节省了人力物力，加快了

发放体检报告的周期。同时，即时摄像同步显示、条形码识

别、仪器接口串口传输、系统时间自动生成、操作权限界定

等设计，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了差错、篡改、冒名顶替，既

提高效率，又保证了质量。
1. 2 满足了 OHS 的专业性要求

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对 OHS 做出明确的要求，用人单位、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分别在 OHS 中承担着不同的法律责任与义务，职业健康

检查机构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在劳资双方维权纠纷、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中是重要的举证依据之一，负有法律责任。

该系统由职业病防治专业人员与计算机程序工程师合作设计

研发，严格按照卫生部印制的《职业健康检查表》及《放射

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的格式与内容来设计，职业健康

检查个人报告记录着劳动者一般情况、职业史、职业病危害

因素接触及防护情况、既往史、家族史、职业病诊断与观察

史、各科检查结果、体检结论与处理意见，经授权签字人终

审、签字、盖公章生效。主检医师在系统中完成一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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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结果报告后，以 Excel 格式导出群体报告，经报告医师、
审核医师、授权签字人三级审核签字、盖公章生效。

该系统在制定体检计划方面也满足了 OHS 的专业要求。
对于用人单位委托的批量体检，可根据用人单位存在的不同

职业危害因素及特殊作业情况，按照 OHS 技术规范要求制定

相应的检查项目分组，导入不同职业接触人员的体检名单即

与不同体检项目计划对应，提前在系统中生成每个人的体检

项目。对于日常非批量体检，系统中已根据 OHS 技术规范制

定了各类体检项目计划，劳动者持用人单位介绍信 ( 或个人

职业体检申请表) 与身份证即能快速挂号分类领取导检单进

行体检。
该系统的应用为主检和职业病诊断工作提供更翔实、更

快捷的参考依据。主检医师在做出体检结论时，对某些异常

结果的判断，不仅需要参考劳动者职业史与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情况，还要参考既往历次体检的相关检查结果的演变来

综合分析，在本系统应用之前，只能依靠查阅以前的纸质体检

档案，耗时耗力，工作效率低。该系统应用后，只需点击鼠标

即可查阅劳动者完整的监护档案，参考历次体检各项资料，正

确报告本次体检结论。同理，由于该系统资料由各检查项目的

工作人员录入或仪器传输到服务器保存，有效地保证了资料的

动态时效、客观真实，为职业病诊断提供有力证据。
1. 3 全面实现了 OHS 档案无纸化管理

OHS 档案管理是 OHS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OHS 档

案是 OHS 全过程的客观记录资料，是系统地观察劳动者健康

状况的变化，评价个体和群体健康损害的依据，其特征是资

料的完整性、连续性。在该信息化系统应用之前，我职防中

心的 OHS 档案采用 Fox Pro 数据库单机管理，数据库包含各

用人单位的体检人员一般身份识别信息，如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单位、车间部门、岗位工种等，主要起到档案索引、
挂号登记、工作量统计等作用，详细的职业暴露和体检资料

要根据索引到的档案号去调阅纸质档案。信息化系统应用之

后实现了全面完整的 OHS 档案无纸化管理，档案室和各检查

室的工作均录入或传输到信息化系统服务器里，受检者的一

般信息和历次的体检结果完整保存并动态追加新内容，使系

统数据库完整保存了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工作人员在被

允许的权限范围内利用系统的查询功能，一次简单的电脑操

作即可完成个体或群体各种条件资料的资料查询、统计报表

工作，能快捷地为各种专业、管理及科研工作服务。
2 不足与后期开发设想

该系统自 2008 年 9 月开始应用，至今已运行 3 年半时间，

完成 7. 5 万余人次的职业健康检查，经过不断完善，基本上

达到具有 OHS 专业特色、系统运行稳定、人机友好的成熟状

态，但从长计议，需改进和升级开发有以下几点: ( 1) 随着

体检资料的不断增加，主检界面运行较前有所变慢，拟将资

料按时间段分库储存，提高索引运行速度。 ( 2) 目前该系统

专用于机构内局域网内运行，有待解决单机应用的信息化程

序设计，以适应到企业现场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 3 )

完善该系统在互联网上的共享和安全应用，界定权限地为体

检者个人、企业、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查阅资料。 ( 4) 增设职

业卫生模块，动态导入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查

与检测等资料，以更好地分析职业暴露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为研究职业危害的预防控制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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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东风职业病防治中心自 2008 年成功开发并应用符

合职业健康监护标准化的体检软件“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管

理系统”以来，结合本中心其他工作，如预防保健性体检、
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体检等，陆续增加保健性体检、从业办

证等体检模块，并投入日常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1 应用方法

1. 1 体检计划

1. 1. 1 团体体检 不论是从业体检办健康证还是预防保健性

体检，经常是一个单位或团体共同来进行体检工作，我们称

这样的体检为团体体检或批量体检。团体体检可以是数人、

数十人或数百人，档案室 ( 或挂号室) 在拟定团检计划时从

团检界面进入，由于团体人员体检项目可能会不同，在做团

检计划时，可分为若干组，即把体检项目完全相同的划为一

组，分组一、组二、组三等。
1. 1. 2 个人体检 个人体检即来即做，档案室 ( 或挂号室)

可能根据体检者的体检项目要求拟定体检计划或利用相近模

版计划进行填加、删减 ( 见图 1) 。
1. 2 数据导入

体检者基本信息数据的录入，一般用于团体体检。系统

设定的导入项目很多，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车间、工

种等，根据企业或团体提供的体检人员的基本信息资料制成

Excel 表格，一次导入体检信息系统。
1. 3 体检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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