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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加强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

叶丽君，虢远宁，陈敏敏，陈锐芸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广州

【摘要】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关乎到职业病防治、职业病鉴定等工作。同时，它也对各行各业劳

动者的健康有着评价、指导等作用。加强职业病档案管理工作需要从档案规范化、档案标准化入手，针对

档案管理有关的制度、技术、人力资源等展开详细调整，要保证职业病诊断档案的系统性，力争为劳动者、

职业病鉴定机构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信息，为提高我国职业病防治水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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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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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archives is related to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valu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
of workers in all walks of life.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archives,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rchives, and make detailed adjustments to the systems, technologies, human resources,
etc. related to archives management. We should ensur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archives, and strive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for workers, occupational disease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o a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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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就业领域的不断丰富，我国劳动者职

业病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这直接增加了职业病诊

断档案管理工作的压力，需要从档案收集、筛选、

分类、立卷、归档、利用、销毁等环节形成标准化

管理。这也需要我们面对目前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

工作的漏洞，积极地形成修正和提升方案，确保职

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1 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具体内容

和其他领域档案管理工作类似，职业病诊断档

案管理工作是以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为准，面对数

据源开展档案动态收集、筛选、分类、立卷、归档、

利用等工作。按照相应规定，职业病防治机构每完

成一例诊断，在之后 15日之内都需要将有关档案汇

总、存储。在档案的管理过程中，需要按照档案管

理法来明确资料排列、档案编号，要保证编制正确

无误。而且在数字化时代，还需要积极融入计算机

技术、通讯技术等，积极地提升档案管理水平。

2 加强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的目的

2.1有效维护有关主体的利益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关乎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

方利益，最终也会对工伤保险基金产生影响[1]。正

因为如此，需要提升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水平，

确保面对不同主体能够提供权威资料，以便于劳动

者、用人单位利用档案资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2提高档案管理的安全水平

职业病档案内容包括了职业病诊断申请书以及

其他有关材料。其他材料包括临床检查报告、现场

调查笔录、职业病分析报告、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提

供的与诊断有关的所有材料等[2]。目前随着黑客攻

击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病诊断的档案管理工

作也迎来了安全压力。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对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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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防御能力，提高了劳动者、用人单位信息安

全水平。

2.3提升我国职业病防治水平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需要以职业病诊断档案为

参考，要对经常发生的职业病、重大危害职业病形

成分类，并整合资源提升职业病防治能力，捍卫广

大劳动者安全。这其中职业病诊断档案为该工作提

供了各类资料，利于该工作顺利开展。

3 现阶段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劳动者无法提供权威资料

在我国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需要提供职业

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

体检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有

关资料。这其中需要劳动单位配合，否则劳动者难

以提供全面的材料。而事实上我国申请职业病诊断

的劳动者当中，有 48%的人因为无法提供全面资料

而被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这从某种程度而言，造成

了职业病诊断档案的缺失。

3.2职业病诊断结果出现矛盾

认真观察目前的职业病诊断档案，可以发现同

一人的诊断结果存在差异性。其中劳动者户籍所在

地开具的诊断与工作地职业病防治机构开具的诊断

存在差异。不仅如此，同一个机构为同一名劳动者

开具的诊断结果也会存在差异[3]。档案资料内容的

差异性直接降低了档案管理效率。

3.3存在较高的职业道德风险

一般来说，职业病诊断档案有一部分来自于职

业病防治机构的诊断结果。该结果会保存在职业病

诊断机构的档案部门。一些工作人员在利益驱使下

做出虚假诊断，一旦这样的诊断结果进入档案系统，

会严重地降低档案的真实性，给地区职业病防治工

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3.4职业病档案信息化管理弱

在“互联网+”时代，职业病档案管理仍然处在半

人工、半信息化状态。所谓半人工、半信息化指的

是一部分档案资料收集、筛选、分类、立卷、归档、

调档、利用、销毁等仍然需要人力参与，计算机技

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等融入水平一般。信息化

管理的薄弱导致了职业病诊断档案收集的滞后性，

而且内容不够系统。

3.5职业病档案标准化建设差

职业病档案标准化建设关乎到了档案资料的真

实性、系统性、完整性，更关乎到了档案资料的安

全水平。目前职业病防治机构作为职业病档案管理

机构在档案标准化建设当中出现了制度不全面、技

术不先进、人才培养不及时等问题，导致标准化建

设基础差。

4 提升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对策

4.1想方设法解决数据源的问题

对于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而言，所谓的数

据源指的是申请职业病诊断的劳动者以及用人单

位。鉴于劳动者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时，容易受到

来自于用人单位的阻挠，需要政府为此提出相应的

措施，如此才能保证职业病诊断档案的有序开展，

及时获得真实的有效的各类资料。这也需要政府有

关部门面对辖区内用人单位展开职业病防治有关法

律、规范、标准的宣传及培训工作，务必要让用人

单位切实地看到职业病防治以及职业病诊断档案的

重要性，在本单位劳动者提出诊断申请之后，可以

积极配合，而不是处处设限。2010年中央编办印发

了《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其

中明确写出用人单位需要在监管下形成职业危害检

测、评价、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相关职业卫生检

查等职责，不仅如此还需要用人单位积极地通过相

应的资料以配合职工职业病诊断工作。这其中安全

监管部门要对用人单位发挥出监督管理职能。所以

职业病档案管理工作有必要与安全监管部门联合。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劳动者、用人单位有关问题，

提升职业病诊断监管水平，才能从源头上提升职业

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质量。

4.2积极地规范职业病诊断工作

职业病诊断科学性直接决定了职业病档案的质

量。面对目前不同地区职业病防治机构对同一人给

出不同诊断结果；同一职业病防治机构对同一人不

同时期做出的不同诊断结果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

对此提高重视。只有积极规范职业病诊断工作，让

劳动者身体情况透明化，才能保证职业病档案资料

的权威性。另外，要积极地实现职业病诊断和鉴定

的流程化，如此才能通过职业病鉴定工作来对职业

病诊断工作展开评价，保证职业病诊断档案的有效

整合，将其中虚假的档案剔除、销毁。由此可见，

职业病档案管理工作不能仅限于职业病防治机构本

单位内部，还需要将更多主体纳入进来，力争实现

综合监督，提高数据源质量、改善职业病诊断质量，

保证职业病档案得到及时利用，从而全面提升管理

水平。

4.3依法治理提高从业者的素质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条之规定，职业

病防治机构在利益驱使下向他人提供虚假证明需要

有关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警告处理，并且没收非法所

得。其中违法所得超过 5000元，需要接受该所得额

度 2-5 倍罚款。不足 5000 元的需要处 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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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若是职业病防治机构行为十分恶劣，需要注

册单位取消其从业资格。机构领导人、有关负责人、

直接责任人都需要受到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

若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还需要提高处罚力度。所以

职业病防治机构必须要积极学习有关规定、有关法

律，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形成系统的培训计划，对

内定期开展培训，必须要让有关主体认识到职业病

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有关档案管理的必要性，

有效地降低违规风险。这其中也包括职业病防治机

构对档案部门的监督、检查，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衡

量该部门工作，对出现的违规问题能够严肃处理。

总而言之，只有加大法律监管水平，提高职业病防

治机构整体质量，才能杜绝这一类问题，保证劳动

者、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都进入到档案管理系统，

保证档案系统的真实性。

4.4做好职业病档案信息化管理

本文认为职业病档案信息化管理主要在于建立

利于档案收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同时也需要将档

案管理工作前置，需要用人单位在职业病档案的收

集上承担一定的责任。对此《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

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当中有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必须

具备职业危害检测能力，可以对职业风险展开评估，

并对劳动者提供必要的防护。当然，为劳动者提供

相应的资料也是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故而将

职业病档案管理前置到用人单位是十分必要的。为

了让用人单位勇于担责，需要加强监管，对用人单

位相应工作展开考核和突击检查[4-5]。

4.5实现职业病档案标准化建设

第一，建立利于档案标准化管理的制度。主要

包括具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这基础上形成详细

的档案管理工作的职能、岗位、工作内容的划分。

要明确职业病档案标准化管理目标，建立档案管理

责任制，保证每一位工作人员努力地完成本职工作
[6-8]。

第二，实现技术标准化。在信息化管理平台基

础上，认真地整理出系统的档案管理技术，并通过

人力资源的系统培训，保证档案管理队伍能够统一

技术标准，摆脱过去不规范操作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三，积极培养人才。以内部竞聘、外部招聘

形式来积极储备人才，保证档案标准化建设可持续

推进[9-10]。

总结

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工作是我国职业病防治当

中的重要环节，必须要结合数字时代特点、档案管

理工作有关法律规定、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来不断

加强职业病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其中实现职业病鉴

定对职业病诊断的监督、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立标准化管理流程，培养专业人才、加强有关培训

成为了关键。另外提高用人单位相关认识，使其配

合职业病防治工作，也关乎到了职业病档案管理质

量。总而言之，职业病档案管理需要进一步放开实

现多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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