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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是强制性的& 主要目的是发现有无
职业禁忌证& 建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的基础健康档
案)$* ' 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 企业对
劳动者上岗前职业性体检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上岗前体检
是用人单位筛选高危人群& 保护劳动健康( 规避企业风险的
有效手段' 然而& 有少数劳动者为得到上岗机会& 不顾工作
场所潜在的职业病危害& 在上岗体检中采用冒名顶替手段以
得到合格的体检结果' 尽管这一现象在体检中时有发生& 但
目前对其发生率( 潜在危害和防范措施都还缺乏相应的研究'
我院在开展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 每年均发现一定数
量的冒名顶替者& 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存在一定隐忧' 现
将此问题调查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上岗体检人数来源于十堰市职业病防治院 "##)$"#$% 年
期间每年的工作量报表' 冒名顶替人数来源于该院 "##) 年使
用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系统/ 以来& 工作中发现体检者与
体检系统中的相貌不相符& 并且在该院信息化办公平台公示
和提醒的数据统计'

冒名顶替的界定! 体检医生在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中发
现的体检者与求职者身份证信息不相符者' 主要通过核对体
检者相貌和身份证& 并经现场询问核实'
!#$"方法

通过历年体检数和冒名顶替例数计算冒名顶替的发生率

及其 )'Z可信区间 #)'Z*5%' 冒名顶替例数( 发生率与体检
年份之间的关系采用线性相关和线性回归分析' 相关( 回归
分析利用 @O@@$)=#软件& )'Z*5的计算利用+d/W.0;"###'
$"结果
$#!"发生率及其与体检年份的关系

"##)$"#$%年累计体检"9 <''人& 其中冒名顶替 $$( 例&
发生率为 #=%"Z' 历年上岗体检总人数和发现的冒名顶替人
数见表 $' 冒名顶替的例数和发生率均与体检年份呈正相关关
系 #相关系数分别为 #=)<< 和 #=)9*& !值均小于 #=#$%' 其
中冒名顶替人数 #0% 与体检年份 ##% 的线性回归方程! 0[

'=*'< $ #&$$ <9(& 其决定系数为 3" [#=)'%<& 见图 $' 冒名
顶替发生率 #0% 与体检年份 ##% 的线性回归方程! 0[
#=#%*%#&)9=)"%& 3" [#=)(9%'

表!!"##)$"#$%年上岗体检中冒名顶替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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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冒名顶替人数与体检年份的关系

$#$"冒名顶替的高发环节及人群特征
在上岗体检的各个环节中& 以采血窗口 #血常规( 肝功

等项目% 发现冒名顶替人数最多& 占总人数的 <)=9Z #)#
例%" 其余环节占 "#=%Z #"(例%& 分别为心电图 #9 例%( I
超 #9例%( 肺功能 #%例%( 听力 #%例%( 视力 #(例%' 不
同体检项目冒名顶替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G#=##$%'
冒名顶替者性别构成男性占 )$=$'Z #$#( 例%& 女性占

*=*'Z #$# 例%& 与正常体检者 #男性占 )$='#Z& 女性占
*='#Z% 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讨论
%#!"冒名顶替现象的原因分析

本次分析显示&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冒名顶替发生率达
#=%"Z& 超过了文献报道的出境体检冒名顶替的发生率
##=()Z% )"* ' 分析其原因& 绝大多数冒名顶替者是为了掩盖
不良的健康状况& 即已知自己健康状况不佳& 可能因体检不
合格而失去工作岗位& 为了避免所担心的结果而采取的行为"
少数情况为本人惧怕抽血等原因不愿意体检& 则家人(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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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为检查& 或由于时间空间等其他特殊因素的限制不能及
时体检而请人代检等' 与文献报道的出入境体检人员冒名顶
替原因基本一致)(* '
%#$"冒名顶替潜在危害
%#$#!"对用人单位造成的危害!劳动者患有职业禁忌证通过
冒名顶替的手段上岗& 在作业过程中诱发疾病& 可能导致对
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 ' 劳动者已经患有疑似职业病通过
冒名顶替手段上岗& 如果从事的工作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与已经患有的疑似职业病相关& 一旦劳动者申请职业病
诊断并获得通过& 用人单位无法举证劳动者在进入本单位之
前患病& 将被迫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造成的危害!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与用人单位签订委托服务合同& 未发现冒名顶替而导致不良
后果发生& 存在信誉危机和法律风险& 包括违规风险和违约
风险)%* & 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生存危机'
%#$#%"对个人造成危害!劳动者患有职业禁忌证上岗比一般
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 或者可能导
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 劳动者已经患有疑似职业病通过
冒名顶替手段上岗可能会加重劳动者所患疾病的程度'
%#%"防范措施

虽然上岗前体检已受到国内外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重

视)'* & 但迄今对上岗前体检中冒名顶替现象的研究却较为缺
乏' 英国学者在消防员岗位求职者体检不合格原因的文献中
报道& 健康检查机构为防止冒名顶替对某些检查项目采取重
复检查的方法)9* ' 由于我国的文化( 法律制度( 用工情况均
与国外有较大的差异& 现根据如下实际情况提出防范措施'
%#%#!"用人单位慎重选择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上岗体检是用
人单位预防职业病的重要环节)<* & 只要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
健康检查机构& 用人单位可自主选择' 建议选择信誉好( 技
术强( 服务佳( 规模大的检查机构& 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和较强的责任心& 不受威胁和利诱& 才能保证客观( 公正&
为用人单位把好关' 必要时用人单位可派人带领劳动者体检'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将体检者身份识别纳入质量管理体
系!冒名顶替导致不良后果& 用人单位可能会追究职业健康
检查机构的责任& 也就是存在法律风险& 所以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把识别体检者作为体检过程的重
要质量工作& 修改 ,作业指导书-& 将识别体检者作为每一个
工作岗位不可缺少的工作程序& 加强人员( 技术( 设备投入&
让冒名顶替和弄虚作假者无法蒙混过关& 防范人员违规风险
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违约风险'
%#%#%"体检系统信息化& 加强身份识别并实时通报信息!采
用信息化体检系统& 采集体检者即时影像信息& 可以固定体
检者相貌& 方便医护人员识别& 尽到注意义务& 产生法律纠
纷时& 可以作为有力证据& 防范法律风险& 保护自身权益'

我院 "##*年开始使用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系统/ )** & 体检
者在窗口挂号时& 要核对身份信息并即时照相存档))* & 体检
者进行以后任一体检项目& 使用扫码器扫描导诊单条形码&
信息化系统中就会出现体检者相关信息& 包括照片& 可以简
单识别是否冒名顶替' 发现冒名顶替者& 拒绝为其服务并在
办公平台向其他体检窗口实时通报'

信息化体检系统与传统纸质体检表相比明显提高了质量

和效率)$#* & 采用了实时照相手段& 与纸质体检表贴照片相
比& 过滤了衣着( 发型和时间间隔因素& 基本上可以做到一
眼识别真假& 应用以来& 发现大量冒名顶替者& 起到了一定
的防范风险作用& 建议推广使用'
%#%#&"体检机构作出免责声明!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不是公安
机关& 不具备识别核对体检者身份信息的专业能力和强制手
段' 建议在全面履行注意义务的前提下& 在体检报告中进行
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指出体检结果仅对当日体检者负责' 这
一声明向招工单位告知了体检中存在的漏洞& 可提醒其派员
陪同体检& 减少冒名顶替的发生'

实践中发生过医护人员发现疑似冒名顶替者& 但是体检
者拒不承认& 甚至出言不逊& 威胁工作人员或扰乱工作秩序
的情况& 即使迫于压力不作为冒名顶替处理& 由于有实时照
相为证& 一旦发生纠纷时& 专业机构可以做出权威甄别& 法
律将严惩提供虚假信息者&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免于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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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L& "#$%& ' #(%! $9',$9<:

)9 * a?4W U:H4.̀65`k6\\4K4;e/65! h3Md46d04k./0e6m1.0/kM.̀

k/\4k/73e4\̀ )V*:A;;1d C4? #X65?%& $))9& %9 #9%! %"$,%"<:

)<* 李梅生& 贾允山:从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谈上岗前体检的重要性

)V*: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 #'%! ('9:

)** 姚惠琳& 叶玲& 曾玉宇& 等: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应用初探 )V*: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 "$ # $%!

$"",$"(:

))* 马晓钟& 张耕:职业健康监护BgR体检信息系统检验模块的开发

与应用 )V*: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姚道华& 曾玉宇& 姚惠琳& 等: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管理系

统/ 的应用效果评价 )V*: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9 #$%!

<<,<*:

+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9月第 "*卷第 (期!!W3/54̀4Va5? C4?!V154"#$'& b6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