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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禁忌证是《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以下简称 “规范” ） 中规定的职业健康监护目标疾病之一，
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可以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保护劳动者的

健康。 而目前针对职业禁忌证的明确和职业禁忌证者的管理

存在误区和质疑。 长久以来， 在职业卫生管理和防治工作中

更多的是对职业病的关注。 ２００６ 年全国启用的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信息系统中的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将尘肺病、
其他职业病、 职业中毒和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

监护纳入网络报告管理。 多省市也根据各自的工作特点和实

际情况自主开发相关软件， 主要是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化管理

系统， 而缺少对职业禁忌证这样一个目标疾病的信息化管理

软件系统的开发。 为此， 我们设计建立了职业禁忌证者的网

络管理平台， 将职业禁忌证和企业管理联系起来， 整合资源，
促成职业卫生和用人单位之间良好的联动机制。
１　 背景

职业禁忌证作为职业健康监护的目标疾病之一， 其发现

主要是通过职业健康检查， 针对某些具有 “特定体质” 对象

加以筛选， 使其远离对健康威胁较大的潜在因素， 远离存在

这些因素的环境和岗位， 从而减少职业危害、 避免职业病的

发生或自身原有疾病的加重。 《规范》 指出： 用人单位应当对

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新录用人员包括转岗到该

种作业岗位的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安排职业健康体

检。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或应

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也就是说企业作为主体单位有

责任更有义务组织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体检工作及对职业禁

忌证者的管理。 然而现实情况中， 职业健康检查的覆盖率低，
职业禁忌证者告知后被解聘等现象与 《规范》 相背离。 如何

让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重视职业禁忌证的危害， 加强管理和

自我防护， 有效降低潜在职业病的发生， 减少因此带来的经

济负担和社会负担是促成我们构建职业禁忌证者网络管理平

台的初衷。
２　 使用对象与方法

２ １　 使用对象

包括用人单位、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区 （县） 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和区 （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其中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负责上报检出的职业禁忌证者信息。 用人单位对检出

的职业禁忌证者的岗位调整和安置进行随访添加或上报至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添加。 区 （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辖区内

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业务管理和上报资料的审核。 区

（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用人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２ ２　 方法

利用微软的 ＳＱＬ 数据库存和 ＡＳＰ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ｅｒ Ｐａｇｅｓ）
动态网站技术， 采用 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Ｓｅｒｖｅｒ （浏览器 ／服务器） 结构，
运用 ＡＳＰ 应用程序的系统架构模式， 实现从数据库到数据库

访问层到业务逻辑层， 最后到页面表示层。
３　 软件系统的设计及主要的功能模块

系统按功能分为四大模块， 分别是系统管理模块、 系统

维护模块、 数据统计模块和数据查询模块。 分别执行相应的

功能 （如图 １）。

图 １　 职业禁忌证网络管理系统总框架

３ １　 系统管理模块框架与功能

包括用户权限管理设置、 日志管理、 数据库备份和信息

交流咨询服务 （见图 ２）。

图 ２　 系统管理模块功能

３ １ １　 用户权限管理模块　 负责对使用用户的添加、 删除、
查询和修改用户密码。 为每个用户分配一个或多个工作组，
根据授权后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内进行相关功能操作的

入口， 用户登录后根据身份和作用的不同使用系统提供的与

其身份相匹配的可视页面。
本级用户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可以查询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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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修改、 删除、 增加所有单位、 企业信息。 区县级 （各区

县疾控制中心） 可以查询、 浏览本区县范围内所有单位、 企

业信息。 安监局 （主要管理各区域企业） 可以查询浏览、 修

改、 删除本区县范围内企业类型的信息。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只能添加、 查询浏览、 修改、 删除本机构上报的职业禁忌证

者信息和企业信息。 企业只能添加、 查询浏览、 修改、 删除

本企业信息 （见图 ３）。
上述职业禁忌证者信息一旦录入即形成惟一标识码， 不

可再次录入， 只能进行添加和 ／或修改的操作。 对于自身疾病

痊愈， 抑或是妇女度过了怀孕和哺乳期后， 通过职业健康检

查能够在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岗位工作者由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针对此人添加随访信息， 标注最终体检结论。

图 ３　 各级用户权限管理示例

３ １ ２　 日志管理模块　 对上报的每一份信息资料进行添加、
删除、 修改、 查询审核等的日志维护。
３ １ ３　 数据库备份　 设定定时任务定期或自主定期对数据库

进行备份。
３ １ ４　 信息交流咨询服务　 具体工作在系统管理模块中得到

体现和执行。 主要是负责对平台的全面的后台管理， 包括留

言回复、 信息管理 （发布、 必要时更新职业病相关法律、 法

规、 规范、 标准）、 咨询管理 （设立咨询窗口， 答疑企业提出

的问题， 为各职防机构和用人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不确定性

结果提供交流、 讨论的平台）。
３ ２　 业务管理模块框架与功能

此模块包括基本信息管理、 档案建立、 信息查询、 追踪

随访 （图 ４）。

图 ４　 业务管理模块功能

３ ２ １　 基本信息管理 　 包括对用人单位 （企业） 信息和职

业禁忌证者信息的管理。
３ ２ １ １　 企业信息的收集 　 包括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行

业类别， 职工总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职工人数及上岗

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应体检人数、 实际体检人数。
３ ２ １ ２　 职业禁忌证者信息的收集　 包括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既往病史、 既往工作情况 （工作单位、 是否接触

有毒有害物、 工作年限、 工作性质）、 即将工作单位名称、 职

业禁忌证类别、 检出单位、 检出日期、 联系电话和职业健康检

查项目及异常指标。 对上述信息进行添加、 修改， 查看、 保

存， 并可通过 Ｅｘｃｅｌ 的形式下载、 导出、 保存和打印。
３ ２ ２　 档案建立　 所有收集上报的信息根据用人单位和职业

健康检查机构的所属辖区进行归档管理， 不同辖区行政、 卫

生部门可以浏览到管辖区域内的相关信息。
３ ２ ３　 信息查询 　 进入 “档案查询” 页面， 可以根据查询

条件 （包括浏览类型、 姓名、 报告单位、 报告日期、 职业禁

忌名称等） 和 ／或筛选方式交互查询获得所需要的数据， 甚至

可以浏览授权内的全部信息。
３ ２ ４　 追踪随访　 用人单位对职业禁忌证者的妥善安置情况

进行随访上报。 首先通过查询功能找到相应的职业禁忌证者，
然后进行随访信息的添加。 若用人单位无法完成随访信息的

添加， 可将安置情况回馈至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代理完成。 为

确保职业禁忌证者的随访信息真实、 准确， 对随访期限进行

设定， 如设定警醒服务， 职防机构可以通过警醒标识及时添

加和追踪观察随访信息。
３ ２ ５　 审核管理 　 单位、 企业信息录入后需审核后才能调

用。 审核状态包括通过、 不通过。 审核不通过必须填写审核

意见， 返回填报人重新修改提交。
３ ３　 统计管理模块框架与功能

统计报表包括用人单位汇总统计、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汇

总统计、 职业禁忌证者人群特征分析、 职业禁忌种类、 按月

份 ／季度 ／年度的统计。 统计后即可以直接打印相应的统计表

格。 此外， 还可以将平台上统计出来的数据导出后在其他统

计软件， 如 ＳＰＳＳ、 ＳＡＳ 上进行分析描述。
３ ４　 系统维护模块框架与功能

包括职能部门维护、 用人单位维护和基本信息维护。 对

职能部门的增加、 合并或归属的变更随时进行调整， 对用人

单位的不断增加和上报信息的合理性进行调整设定。
４　 讨论

职业禁忌证者的及早检出是使其远离职业禁忌的环境和

岗位、 减少职业危害、 避免职业病发生和自身原有疾病加重

的重要举措； 但同时也需要用人单位正确认识对职业禁忌证

者的管理。 现实情况是某些用人单位将上岗前的职业健康监

护结果作为招工、 就业的标准， 一旦劳动者被确定有某岗位

的职业禁忌证便不予录用或辞退， 损害了劳动者的就业权。
郝佐红等提出应形成网络管理， 利于收集详细全面的职业史、
既往病史、 家族史等资料； 对于某些必检项目无检查、 检验

能力的职业健康监护机构应与综合医院合作， 共同完成全面

检查作为确诊依据［１］ 。
此平台的构建旨在将职业禁忌证纳入职业卫生管理中，

通过收集职业禁忌证者相关信息， 方便随访与追踪， 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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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用户进行角色和权限的设定， 使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的重要， 认识到岗前、 岗中、 离岗体检均不容

忽视， 最大程度地提升职业病防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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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南京铁路辖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推

进职业病防治主体贯彻落实 《职业病防治法》， 提高南京铁路

辖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４ 月对南京

辖区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提出相应对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南京铁路辖区站段 （含分段） ５４ 家有职业病危害作业场

所的单位。
１ ２　 内容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 档案、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

案、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 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档案、 职业病防控技术档案、
职业病防护设施档案及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要求的其他资

料文件等建档情况及监测管理部门培训、 技术指导情况。
１ ３　 方法

用自制调查表格进行现场调查， 收集和整理南京铁路辖

区有职业病危害作业场所单位职业卫生档案情况， 相关数据

资料用 ＳＰＳＳ１５ ０ 建立数据库， 应用 χ２ 检验分析， 并对南京辖

区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方面业务进行技术指导前后效果的评价。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场所情况

南京铁路管辖区客货运输生产工作， 主要有由机务、 车

辆、 工务、 电务、 车务、 供电、 客运、 车站等站段组成， 管

辖线路东至连云港、 常州站、 洋口港站， 南到祁门站， 西至

池州站、 虞城县站， 北到利国站， 分布于河南、 江苏、 安徽、
浙江四省。 其职业卫生监测与技术指导工作由上海铁路局南

京疾病预防控制所承担。 由于辖区铁路线路长、 流动作业点

多及行业内部高度协调性和连续性作业， 在职业卫生方面存

在着职业病危害因素点多、 线长的特点， 几乎涉及到铁路每

个部门， 而且接触时间及浓度差异大；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

业场所主要分布于车辆、 机务、 工务、 车务、 客运、 电务、
水电及工程等部门， 车辆、 机务、 工务机械部门是职业病危

害因素集中存在的单位， 以车辆和机务部门为主。 职业病危

害因素主要有物理因素、 粉尘、 毒物等 ３ 种类别， 包括电焊

烟尘、 其它尘、 噪声、 振动、 高温、 低温、 低氧、 硫酸、 氯

气、 硫化氢、 苯及同系物、 烧碱、 汽油、 柴油、 紫外线、 微

波、 超声波电磁场、 Ｘ 射线等 ２０ 余种。 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

人数４ ７３４人， 占职工总人数 ５ ３０％ （４ ７３４ ／ ８９ ２６９）， 其中男

４ ２９８人、 女 ４３６ 人， 其中生产性粉尘 ６８７ 人、 物理因素３ ９９１
人、 化学因素 ５６ 人。
２ ２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情况

目前， 南京铁路辖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尚未建

立， 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职责不明确、 制度不健全，
各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工作内容、 质量参差不齐， 且职业卫生

档案工作的管理形式多样。
２ ３　 职业卫生档案建档情况

南京辖区站段 （含分段） ５４ 家有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单位

职业卫生档案建档情况参差不齐， 指导前建档率最高的是个

人健康监护档案 （８３ ８２％），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
建档率为 ０。 经过职业卫生档案技术指导后， 辖区站段各项职

业卫生档案建档率均明显提高 （Ｐ＜０ ０１）， 其中用人单位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建档率和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建档率均达到铁路行业要求。 见表 １。
表 １　 南京辖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建档情况 家（％）

时间 “三同时” 卫生管理 宣传培训 卫生监测 检测评价
单位健康

监护

个人健康监护

（４ ７３４人）
防护用品 防控技术

防护设施

及维修
其他资料

指导前 ０ 　 ７（１２ ９６） 　 ９（１６ ６７） ３１（５７ ４１） 　 ８（１４ ８１） １５（２７ ７８） ３ ９６８（８３ ８２） ２７（５０ ００） ２４（４４ ４４） １９（３５ １９） １３（２４ ０７）
指导后 ３７（６８ ５２） ３９（７２ ２２） ４９（９０ ７４） ５３（９８ １５） ５１（９４ ４４） ４５（８３ ３３） ４ ５９６（９７ ０８） ４７（８７ ０４） ４９（９０ ７４） ５１（９４ ４４） ５１（９４ ４４）
χ２ 值 ５６ ２８ ３８ ７８ ５９ ５９ ２５ ９３ ６９ ０７ ３３ ７５ ４８２ ３２ １７ １７ ２６ ４２ ４１ ５８ ５５ ３８
Ｐ 值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３　 讨论 ３ １　 注重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建设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是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手段，
领导重视是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工作的关键， 是职业卫生档案

管理工作的前提。 本次调查发现南京辖区站段 （含分段）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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