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了一个结果处理窗口，主检医师双击某一体检人员时，

系统会自动弹出“当前处理”窗口 ( 图 3 ) ，显示通知状态，

主检医师通知本人后，单击“确定”按钮，被通知人的信息

将自动从该汇总表中删除。同时，该界面还支持时间查找锁

定功能。

图 3 报警结果处理

2 应用体会

2. 1 提高了主检工作效率与质量

该系统使职业健康检查全过程实现了信息化，各种检查

结果资料即时上传共享后，直接进入主检工作环节，节省了

收集、整理、录入检查结果的繁琐过程，极大地缩短了报告

周期，对于上岗、转岗、离岗等个人体检，当天即可取报告;

对于单位组织的大批量在岗体检，体检和主检工作可同步进

行，体检全部结束后导出群体报告，进行审核、统计、写体

检总结分析评价报告。
主检工作模块的结果汇总简明扼要地显示正常体检项目、

具体异常结果、漏检项目，主检医师可快速判断发报体检结

论与处理意见，如根据结果汇总摘要不足以判断结论的，系

统提供了查看受检者本次及以前多次各检查项目结果的便捷

方式，使主检医师综合分析得出正确体检结论和处理意见。
2. 2 有利于主检医师对受检者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观察

本系统对体检者的信息可随时更新、补充、添加，在主

检医师发报告过程中均能调阅前几次的检查结果，便于分析、
比较，有利于体检机构对受检者健康状况进行动态观察。
2. 3 自动报警及处理功能

项目报警时可自动记录与提示，方便主检医师在第一时

间告知体检人员，使之能尽快就医，达到挽救生命、保障健

康和减少医患纠纷的目的，更好地维护了受检者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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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健康检查中，辅助诊断项目繁多、数据内容复杂，

为解决这一难题，“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管理系统”研发人员

根据各项目的特点与要求，反复修改，最终开发出简洁、方

便的模块，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就该系统在辅助诊断

项目中的应用加以介绍，供职业健康监护人员参考。
1 操作方法

检查者输入“登录名”与“口令”进入操作界面，依据

本人被授权的体检项目选择相应按钮进入具体操作界面，体检

人员则根据导检单找到相应科室进行体检。以下分“单项目

数据录入”与“数据自动采集”两大类进行介绍。
1. 1 “单项目数据录入”的辅助诊断项目

B 超、胸透等辅助项目能实时得出检查结论，系统根据

这一特点，可即时保存并传输结果。
1. 1. 1 B 超 检查者点击“单项目数据录入”进入 B 超操

作初始界面 ( 图 1) ，扫码器扫描获取并核对体检者信息，然

后进行相应 B 超检查。体检人员信息包括: 数码相片、姓名、
性别、年龄、单位、工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及体检状态。
检查者通过点击下拉菜单中的常见结论 ( 图 2) ，填写体检结

果，最后保存信息，数据即存储在网络数据库。

图 1 B 超操作初始界面

1. 1. 2 胸透 检查者点击“单项目数据录入”进入胸透操作 界面 ( 图 3) ，选择导诊单上的物价项目，扫描条码，获取并

核对体检人员信息，进行检查，然后填写体检结果并保存信

息，数据即存储在网络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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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数据自动采集”的辅助诊断项目

针对心电图、肺功能、胸片等均不能实时填写体检结果

的项目，系统采用“排队”模式，先检查再一一导入结果。

如图 4 所示，界面显示的“当前体检者基本信息”与“单项

目数据采集”项目相比略有不同，界面左上角显示“排队起

始日期”，在“体检类型”下方显示排队日期与排队号 ( 如系

统生成排队号 070015，07 表示排队起始日期中的日，0015 表

示当日的第 15 个受检者) 。
1. 2. 1 心电图 检查者点击 “数 据 自 动 采 集”按 钮 进 入

“心电图数据采集”界面，扫描条码，获取、核对体检人员信

息，系统自动生成排队号。检查者依据体检者“档案号”进

行心电图检查，将检查后存储在心电图机上的数据及图形传

输到检查者计算机中，检查者点击“获取数据”按钮，弹出

数据模块 ( 图 5) ，显示当前检查者计算机中存储的心电图数

据，通过鼠标双击对应人员调取心电图图形，经审核后点击

“提取数据”按钮，完成数据的传输，最后点击“保存数据”
按钮，最终数据存储在网络数据库。
1. 2. 2 肺功能 检查者点击 “数 据 自 动 采 集”按 钮 进 入

“肺功能数据采集”界面，扫描条码获取、核对体检人员信

息，系统自动排队，当日体检完成后，检查者通过肺功能仪

的数据传输功能将数据传入系统，选定“自动刷新”，系统自

动更新对应人员结果，待对所有数据审核后，检查者点击图 6
“保存结果”按钮，完成信息的存储与传输。

图 4 “心电图数据采集”界面

图 5 心电图数据模块

2 分析讨论

在信息录入方面，辅助诊断项目的医师凭借扫描条形码，

去除了手工抄录体检者个人信息的过程。B 超、胸透项目检查

者仅需点击下拉式菜单即可完成常见结果的录入，并实时传

输数据至服务器，实现结果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对于

心电图、肺功能、胸片等不能实时录入结果的项目，信息化

系统将其初始界面默认为“排队”模式，扫描体检人员信息

时既完成体检人员留档，去除了手工操作时抄录体检者信息

的时间，又实现了排队候检，有效避免了体检现场混乱拥挤，

维持了体检秩序。

图 6 肺功能数据采集界面

手工操作时，各辅助诊断医生无从核实体检者身份，冒

名顶替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心电图、肺功能等纸质图形结果

不能长期保存。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则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

有效保证了职业健康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连续性、
完整性、永久性。

信息化系统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了多种颜色提示，以区

分受检者的结果处理状态。在没有录入检查结果时，“检索结

果”框中背景呈系统默认颜色，在录入结果并保存后本底变

为绿色。对于需提前出体检报告的人员，名字呈醒目的红色，

以提醒操作者优先录入结果。不同状态使用不同的颜色提示，

有效地避免了漏发、迟发检查报告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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