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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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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各项内容建档

率偏低。 主要原因： （１） 南京辖区站段大部分用人单位领导

职业病法律意识淡薄； （２） 未建立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
（３） 管理部门及职责不明确； （４） 管理制度不健全； （５） 缺

少相应支持文件； （６） 专业人员知识缺乏。 建档的主体是用

人单位，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工作首先要强化领导法律意识，
明确单位相关部门责任， 制定实施方案，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

的管理体系［１］ ， 即实现职能管理部门、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 用人单位三方有机结合并在职业卫生工作中承担不同的

责任， 共同把职业卫生档案做好、 管好、 用好， 最终达到按

相关法律、 法规、 标准规范等要求， 持续改进、 不断完善企

业职业卫生工作之目的， 让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工作向着规范

化、 正规化、 科学化的轨道健康发展。
３ ２　 加强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对提高建档工作效率、
职业卫生信息使用效率、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效率， 实现职能

管理部门、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用人单位三方相关信息

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卫生档案是职业病防治机构在日常

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公文、 像册、 图表、 书信、 记录、 录音、
录像、 总结等各种门类和各种载体档案， 它是职业病防治机

构的宝贵财富， 对这一信息资源加强管理对职业病防治机构

领导决策科学化和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 因此， 各单位应加

大投资力度， 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办

公软件， 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在档案管理中的作用。 基层单

位应从加强职业卫生档案的建立与健全建设需要着手， 注重

工作场所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 整理、 归档， 强调归档资料

的及时性、 完整性， 加强职业卫生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完善

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
３ ３　 强调职业卫生档案质量

职业卫生档案能否准确、 完整、 动态地反映职业卫生工

作的全过程， 质量控制至关重要。 必须通过技术标准的质量

控制、 工作过程质量控制、 监管考核予以实现。 技术标准的

质量控制主要是把好职业卫生档案质量关， 工作过程质量控

制需要职业卫生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和用人单位相关工作人员

共同完成，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人员是整个档案规范化管理的

具体实施者， 对从事职业卫生档案管理人员要进行经常和定

期的相关知识培训和技术指导， 使其了解一定的职业卫生业

务知识及档案意识和法制观念； 职能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
以保证企业职业卫生工作顺利进行。
３ ４　 强化职业卫生档案科学管理

职业卫生档案资料的科学管理是对职业卫生工作成果的

保护， 是用人单位依法经营的直接证据， 档案资料的定期妥

善保存非常重要， 该项工作必须持续有效地进行， 建立健全

职业卫生档案工作要在监管和职业卫生服务机构专业指导下

予以实现。 本次调查显示， 经业务培训、 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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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建档率、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取得了明

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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