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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中毒事件应急预警处置信息平台简介
尹萸 , 蒋绍锋 , 蔡君 , 罗涛 , 孙承业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 北京　100050)

　　中毒事件发生频繁 , 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网资

料显示 , 2007年上半年中毒事件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总

数的 13%, 中毒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 10.4%, 死亡人数占总

死亡人数的 81% [ 1] 。为更有效地预防控制中毒事件 , 2006年

卫生部开始组织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及配套技术

方案的制定工作 [ 1] 。为配合应急预案及技术方案的实施 , 我

们开发了此基于互联网的支持平台 , 将与中毒预防控制相关

的中毒监测 、 突发中毒事件处置 、 应急物资储备等信息整合 ,

以期提升此类事件处理工作水平。

1　系统设计

1.1　监测和预警

以中毒咨询和临床诊治数据为基础 , 使其规范化 、 电子

化 , 动态监测 , 起到早发现及监测其变化趋势的作用。

1.2　突发中毒事件处置

以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及技术方案为依据 ,

以突发中毒事件发生 、 发展和应对的规范流程为主线 , 采用

整体和分步骤导航方式 , 引导和规范事件处置工作。将 《突

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中事件的受累人数 、 中毒人数 、

死亡人数 、 同类事件发生数量 、 同类事件发生时间 、 同类事

件发生地域等字段作为事件分级条件 , 借助数学模型实现计

算机自动判定事件等级 , 并引导到相应的处置流程。

1.3　应急物资储备

将特效解毒药储备计划 、 储备管理 、 轮储计划进行信息

化管理 , 并为防护装备及其他相关物资信息管理预留了接口。

1.4　系统整合

本系统对原有的 《毒物数据库及有毒动植物标本库》 进

行了整合 , 便于用户方便 、 快捷查询毒物相关信息。

1.5　系统开发与部署

采用三层 B/S架构设计 , 用户无须安装客户端应用程序

或插件 , 通过互联网用 IE浏览器访问。 系统采用符合 J2EE

标准架构进行开发 ,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跨平台移植能力。

系统可直接部署在 linux服务器或 Window服务器上运行 , 也

可直接部署到各主流品牌的小型机 UNIX系统平台上。

1.6　系统安全

通过网络环境设置 、 系统结构设计 、 用户认证和信息访

问控制等实现信息安全保障功能。

2　系统内容

2.1　中毒咨询记录信息管理

本系统提供中国 CDC中毒信息咨询应用的 《中毒咨询登

记表》 。能够按时间 、 地域 (行政区划)、 中毒原因 、 毒物接

触途径 、 求助原因 、 求助者类型等进行统计。同时支持数据

Excel导出功能 , 方便用户打印或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2.2　突发中毒事件处理信息管理

本系统提供了 《突发中毒事件登记表》 、 《中毒事件现场

调查 (经口)》 、 《中毒事件现场调查 (经呼吸道)》 、 《中毒事

件相关人员调查》 、 《公共事件流行特征评定 》、 《公共事件个

体表现共性评定 》 等相关表格。系统还可依据毒物种类 、 侵

入途 径 、 各项卫生标 准指标 (IDLH, MAC, TLV-TWA,

STEL)、 现场检测毒物浓度范围等参数快速查询现场救援人

员个体防护参考方案。 用户可按时间顺序 , 浏览事件发生 、

发展和处理的全过程信息。

2.3　特效解毒剂储备信息管理

按年度 、 机构 、 品种 、 储备类型 (国家储备 、 省级储备

及其它储备类型)的储备计划管理及出入库管理。

2.4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包括: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 信息模块管理 、

系统毒物管理 、 系统编码管理 、 系统日志管理 5个功能模块。

3　系统功能

3.1　系统提供编辑 、 修改 、 删除 、 打印 、 查询 、 审核 、 导出

等功能 , 并保留已修改的咨询记录表的既往记录版本功能。

同时支持 WORD、 PDF、 TXT、 BMP、 JPG、 TIF、 GIF、 PNG

及视频录像等格式的资料上传。

3.2　实现了与毒物数据库中的专家库衔接 , 便于快速组建

“现场处置救援专家组” , 并自动为参与事件处理的专家提供

“事件用户” (及口令), 以便现场处置救援专家组成员应用

此信息平台。

3.3　采用 “毒物” 激活相应的技术方案 、 特效解毒药物信

息 , 带出相应技术方案流程 , 并关联查询特效解毒药物储备

信息。

3.4　将毒物种类 、 侵入途径 、 现场检测浓度参数转化为数学

模型 , 自动计算出与之相适应的中毒现场处置人员的个体防

护参考方案。

3.5　将突发中毒事件心因测评的 《公共事件流行特征评定

表》 和 《公共事件个体表现评定表》 在系统中以电子表格方

式进行了表达。

4　小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是收集 、 整理 、 分析上报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资料 , 评估事件发展趋势与危害程度 ,

在事件发生之前或早期发出警报 , 以便相关责任部门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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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目标人群及时做出反应 , 预防或减少事件的危害 [ 2] 。目

前 , 我国有疾病监测系统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报告信息

系统和其他专病报告系统等。现有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信

息系统薄弱 , 信息漏报 、 误报现象时有发生 , 信息不能得到

及时 、 全面的利用 , 严重制约着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预警能

力 [ 3] 。中毒咨询作为一常规监测内容 , 规范咨询记录表信息

的采集 、 记录 , 对可疑事件或重症病人进行追踪回访 , 将所

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 、 分析 、 评价 , 及时发现毒物危害情况 ,

为控制策略制定 、 事件应急处理打下基础 , 如 2008年发生在

山东汶上群发中毒事件处理中此系统就发挥了一定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在各级人民政府或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 、 指挥下 , 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 协调

一致 , 共同应对处理 [ 4] 。 及时 、 准确 、 全面的信息支持 , 在

突发中毒事件处理过程中 , 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保证信息渠

道的畅通 , 及时 、 准确地获取现场信息 , 如何合理组织 、 协

调 、 指导各相关单位及专业人员 , 使之各负其责 , 科学 、 有

序 、 高效地开展工作 , 对各级政府和专业部门有着重要意义。

本系统将预案中的各部门职责 、 各项具体措施规范明确地标

注在突发中毒事件处理工作任务菜单栏中 , 使用者能够方便

地浏览相关政策规定及技术处理要点 , 并及时与事件处理实

践对照 , 指导事件处理工作 , 并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发生。

本平台将与中毒救治基地的远程会诊系统整合 , 扩大应

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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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在健康监护 、职业病管理中的作用
邢补泉 , 李保国 , 李军

(包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公民身份证号码 (简称 ID号码)是特征组合码 , 由 17

位数字本体码和一位校验码组成 [ 1] , 集地区 、 出生 、 性别及

校验四种特征于一体 , 具有便捷 、 含信息多 、 专一性强及相

对稳定的特点 , 在诸多部门 、 行业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一些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简称职卫机构)在健康监护 、 职业

病管理中皆以 “属地号 +厂号 +序号” 的编号方法 , 现已暴

露出很多弊端。把 ID号码运用于职业卫生健康监护 、 职业病

管理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现将其优点介绍如下。

1　受检者易准确说出自己的 ID号码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 、 领取劳动报酬 、 办理医保 、 社

保以及家庭成员办理各种关系证明等都涉及 ID号码 , 由于使

用率高 , 自己易记住本人的 ID号码。而监护编号是职卫机构

自行设定 , 不含有与劳动者密切相关的信息且该编号再次使

用周期长 , 即 1 ～ 2年 /次 , 所以受检者很难说出监护编号。

如 2008年对包头市某矿业公司 92名新工人体检时 , 询问 ID

号码回答正确者 89人 , 占总数的 96.7%, 对其中携带居民身

份证的 74人进行核实 , 准确率 100%。对某化工有限公司的

113名已建编号的在岗职工监护时 , 询问 ID号码答出者 102

人 , 占总数的 90.3%;但无人能答出自己的监护编号。

2　便捷登记和已建监护资料的整理 、 归档 , 为体检各环节的

网络化提供了条件

健康监护采取终生一号制 , 初检工人只需简单新建编号 ,

而对再检工人由于不易记住自己的监护编号 , 须经姓名查编

号 , 即将职工健康监护证按姓氏声母字母 A※Z分组 , 从姓名

得到监护编号。尤其当受检数量大时 , 先按性别分组再依姓

氏分组则组更多;大姓氏各组内人数过多 、 重名 , 特别是同

工种 、 同年龄重名造成体检时监护编号不能快速提出。即便

使用微机按上述方法查找 , 遇到重名特别是同工种 、 同年龄

重名也要询问 、 搜集其他相关信息 , 成为批量体检的瓶颈。

若以 ID号码作为监护编号 , 不仅缩短了登记时间 , 而且会降

低编号失误率及个别准备定职业病或职业禁忌证者在检查 、

化验 、 拍片等阶段造成的人为错误 (发现可疑时 , 各环节部

门能及时与身份证进行核实);并且在检后资料的归档中 , 采

用 ID号码整理将减少验证时间和失误率。对已建局域网或内

部网的单位全过程采用 ID号码编号 、 各环节微机录入受检者

信息 , 将缩短体检 、 资料整理 、 结果报出 、 资料归档等时间 ,

并快速 、 准确为 《职业病管理》 平台提供数据信息。

3　对曾从事过有害作业的临时工或无固定居所的短时工进行

动态观察 、 提供法律援助等

当前 , 一些企业的有害作业岗位采取短时间 、 高薪大量

雇用临时工或无固定居所的短时工 , 以其健康来换取必要的

治污 、 防毒投入并可节省日后由此引发职业病的各种费用 ,

这是 《职业病防治法》 所不允许的。为了曾有短时间接害史

人员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 使用 ID号码可从曾工作企业

的人事劳资 、 社保 、 医保及暂住证发放部门提供的信息进行

动态观察 , 特别是一旦出现相关职业病可提供法律依据 , 同

时也可惩治不法企业 。

4　可对所辖区职业病进行科学管理

在职业病管理中会出现职业病患者所在单位变更 、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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