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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

摘要

在我国职业危害是传统而又现实的问题，由于国家经济体制、管理制度的变革，职

业危害出现过几次起伏。当前，由于实际的社会因素，职业危害的监管出现许多问题，

建立职业危害监管的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论文针对我国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手段的实际现状，在分析国外职业危害网络化

系统数据结构和开发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其它类似行业的经验，给出各级部门间信息传

递方式和监管信息系统体系结构；结合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模式的业务流程，提出了

包括国家、省、地市、县、企业多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间信息分布式存储的模式和数据

库架构；采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对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进行了详细的功能设计；根

据系统的需求，对数据库的结构进行了设计；利用数据库和B／S三层开发模式，借助

Ⅶ、ASP、GPRS、MapXtreme及J趟，A技术，开发了便于企业、县、市、省、乃至国 ，

家的信息交流、适合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使用的信息系统，实现了职业危害监管的信 尹

息化。

作为国家课题的部分内容，论文的成果已经在实际中开始应用。作为国家课题的部

分内容，论文的成果已经在实际中开始应用。

关键词：作业场所；职业危害；职业危害监管；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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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hazards appears m柚y problems ．As a result
，

the establishment of

0Ccupational hazards monitoring inf．omation system is inlperative．

Based on the status 0f actual me勰s of Inonitoring workplace 0ccupational h配ards，

forei朗 ne觚ork data stmcture systeIIl，mod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similar projects，me way of tmnsmission of infomation among departments at aU leVels

and monitoring infomation systems靠amewOrk haVe been proposed．(bmbined with the

nIode of workplace 0ccupational hazard monitoring business processes， the distributed

infomation storage model and database stmcture which fit multi—leVel occupational hazafds

regIllatory depanments including national，proVincial，city，county，and enterprise haVe been

proposed．Using software锄百neering methods，the detailed design for the fIlnction of

0cCupational hazafds monitoring info珊ation has been done and the database stmcture has

been designed acIcording to the system demand；

Using databases B／S three—leVeI deVelopment model and VB，ASP，GPRS，MapXtreme

and JA、，，A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an leVel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nlonitoring departments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he 0ccupation hazards monitoring has

been infb珊ationised．

√凸屿a part of the national pfoject，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been applied in practice．

Keywords：wOrkplace；occupational hazards；hazards monitoring；info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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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1．1．1我国职业危害现状

职业危害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中，由于接触生产性粉尘、有害化学物

质、物理因素、放射性物质而对劳动者身体健康所造成的伤害。职业危害的发生

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直接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危

及生命。其次，职业危害不仅影响到劳动者及其家庭，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全、

稳定；职业危害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我国每年职业病损失就达到近百亿

元；过多的职业危害事故，将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国际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作为社会发展重要标

志之一的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建设的步伐。职业病人数居高不

下，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目前我国职业危害状况更是令人担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多万个厂

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有

2500万人以上。据卫生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29个省(区、市)(不包括陕

西、西藏、港、澳、台)收到的各类职业病报告11519例，其中尘肺病8783例。

引起急性中毒化学毒物约为40余种类，苯、硫化氢、一氧化碳引起的中毒居急

性职业中毒前三位。铅及化合物、苯系物、锰及化合物引起的中毒居慢性职业中

毒前三位。我国从事采矿、粗加工和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小企业，往往技术落后，

作业环境较差，管理水平很低，因此职业危害风险很大。中小企业的职业健康安

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国外一些严重危害从业者身

体健康和污染环境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出现了一些过去罕见的化学和放射性伤害

病例。各类职业中毒越来越严重，中毒患者死亡率由以往的15％攀升到20％以

匝卫关注。

职业危害不但威胁着千百万劳动者的牛命和健康，也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

了无法挽回的灾难和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同时还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每

年职业病的损失近百亿元。

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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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建国以来，已颁布了近百

个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其检测、诊断标准。国家对职业危害的监督管理实行分级

管理，各级地方政府明确专门机构，具体承担监督管理综合协调职能；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实行全国垂直管理，统一领导，独立行使监察行政职能。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越来越引起各级政府和企业领导者的

高度重视。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对职业健康安全工作提出紧迫而严肃的要求，改

善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大力推行OHSMS，从源头识别和控制事故隐患，改

善劳动条件己成为职业健康安全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产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过不同程度

的工伤伤害和职业病事故，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发生各类事

故共125亿人次，死亡110万人，平均每秒有4人受到伤害，每100个死者中有

7人死于职业事故。欧盟每年有8000人死于事故和职业病，而发展中国家遭受

职业危害的工人数量更是令人震惊。每年，发展中国有21万人死于职业病和工

伤事故，1．5亿工人遭受职业伤害。

’我国现有50多万个厂矿，这些厂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具有关部

门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676562例，其中尘肺病累计发

病616442例，死亡146195例，现患470247例。，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企业职

工250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无论从接触职业危害人数、职业病患者人数，职

业危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及新发职业病人数，中国均居世界首位。我国职业危害形

势是十分严峻的。

1．1．2国内职业危害监管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矿业秩序混乱，以尘肺病为主的职业危害问题越来越严重，社

会舆论已经对“跟着事故跑"的安全监管方式提出尖锐的质疑。资源管理部门只

重视采矿权限的批准和证照的发放，对资源利用和非法采矿活动却疏于管理，这

是产生尘肺危害的根源。现在，职业危害已纳人安全监管，但频发的生产事故已

让安监部门应接不暇、力不从心，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和短期行为，一

些主管工业、企业、工程建设的部门不重视“三同时”形成的“先天性’’问题企

业，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很迫切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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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职工的安全意识、职业卫生意识非常淡薄，在工作的时候很多都不戴防
m t，。，·’ ÷t

护用具，生病后又不知道是职业危害．不知道可以向厂方索要赔偿，个别人在知

道自己是得了职业病后，还不知道去什么医院检查。乡镇企业职业危害以粉尘、

毒物、噪声为主，其中粉尘危害因素占70％，噪声危害因素占90％，高温危害

因素占30％，化学危害因素占40％。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的使用，近年来在部分沿海地区新出现了三氯甲烷、二氯乙烷中毒等严重

职业危害。当前乡镇企业职业危害防治形势存在四个突出问题：

①、乡镇企业多属于职业病高发行业，职业病发病均高于国企，农民工、临

时工、季节工受害尤为突出；

②、急性职业中毒明显增多 ．
．、

③、多数企业没有严格执行体检制度，从业人员体检率很低，不少职业病患

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厅，特别是离岗时的体检率更低，导致大量职业病患者流人

。 社会； ，
，

④、部分企业不重视职业卫生工作，职业卫生组织机构、制度不健全，职业

卫生专业人员缺乏，职业病防护措施不配套，忽视对工人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和培

训，个别企业和个人目无法纪，见利忘义，以职工健康为代价换取企业发展。‘

1．1．3问题的提出

职业危害预防控制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中“公共安全”重点领域的“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优先主题的重要研究内容，

是提高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督管理水平和技术含量，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危害重

大事故的重要技术支撑，是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的具体举

措。

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集体企业为辅，职业危害的监管和

统计依靠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劳动人事部门进行，其信息收集和统计基本上靠手

工进行。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的

迅速膨胀，加上国家劳动部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变化，使得一方面职业危害涉及

的企业、范围、人员迅速增加，而对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负面影响被忽略；

另一方面，新的管理体制在⋯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快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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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发展，客观上为职业危害

监督管理工作的现代化，信息化创造了条件，也为职业危害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的

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使得职业危害信息计算机管理成为可能。在安全生

产管理领域中，应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技术手段对各类安全生产信息进行

管理、储存、加工、处理和传递，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和推广使

用计算机实现职业危害监督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针对我国职业危害监督管理工作中，对大量职业危害信息档案管理困难、信

息数据利用率低、处理速度慢，对企业的职业危害基本情况查询难度大、现行的

职业危害统计报表数据不详细，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整个职业危害情况，整个职

业危害统计数据收集繁琐，统计分析速度慢、不全面，统计结果不准确等问题，

提出了“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这一课题。本课题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重点项目。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以劳动安全监管部门为主体、兼容社会保障部门、医

疗卫乍部门的新型职业危害统计体系为基础，提出我国职业危害信息存储的架构

和传输模式，开发适合各级监管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可为我国各级劳动安全监

管部门和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职业危害信息资源，为其宏观管理决策搭建良好的

技术平台从而提高我国职业危害监管水平，减少职业危害事故的发生；对我国防

治职业危害，保护职业安全健康，家庭圆满和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

稳步、快速发展，是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的具体举措。

1．2国内外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概况

1．2．1国内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安全生产科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的科

研队伍，科技研发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取得了一批重要安全科技成果，成为我

国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安全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煤矿安全数字化监测

监控网络”、“危险品道路运输车辆运行安全监控管理应用系统”等项目被列入国

家重点推广计划，“煤矿安全气相色谱仪器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被列入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指标计划，重大危险源辨识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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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监控技术、危险运输车辆安全监控技术、危化品地钒隔阻防爆技术、BF
0+‘ 产；． ． o

快速堵漏技术等，在各地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推动了安全科学发展的进程。但在

职业危害监督管理方面，技术力量薄弱，目前国内与此相关的系统相对较少。

国内外学者在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技术方面开展过一些研究工作。中国安

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中的专题“企业职

业伤害危险分级及其分级监察技术研究’’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已在国内部分

省市开始实施；当前多层次、多权限网络信息安全传输技术已日趋成熟，在许多

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现有职业病统计指标已应用多年。这些技术的实施

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国内目前正在推广使用的与职业危害相

关的信息系统只有卫生部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信息系统的通知"。所以通过

本课题的研究，将在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方面形成一套填补国内空白的监管信

息系统。
’

1．2．2国外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概况

在国外职业危害领域，很多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软、硬件开发和研制的优 辫

势，在职业危害监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如美国、澳
，

大利亚等。他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此外，很多其他国 ．．

家也正在相继建立各自的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例如：巴西目前正在实施“提

升巴西职业健康安全’’项目 (Enhanccm锄t of OccIl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Brazilian Industrv)(简称EOHsBI)，该项目由巴西国家工业社会服务处(Br配ili孤

National Social Service of Industry(SESI))，加拿大职业健康安全协会(Ca舱dian

Occupational Health＆Safety Consonium (COHSC))和加拿大Ryerson大学共

同承担。该项目和我们的研究课题是相似的。(EOHSBI)主要有三个主要内容：

①开发由SESI管理的职业健康信息系统

(1)加大SESI在巴西工业领域收集，记录和分析事故、伤害，疾病，死亡

数据能力。
’

’+

(2)为巴西工业领域特别是在项目参与的6个州，开发使用职业健康数据库

去申报职业健康实践和计划的能力。+

预期效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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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SESI职业健康信息系统，并使其运作持续、有效。能满足工业、流

行病学、保健，工人的要求。

(2)论证SESI所有部门和6个地区部门通过该系统产生和使用系统信息为巴

西工业领域(特别是SMES所在的州和行业)提供职业健康服务。

②职业健康信息网络入口开发和配置SESI

提高SESl将职业健康安全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策略去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的

能力。

预期效果；

(1)不断增加的SMES数量，使得要求和应用相关的巴西法律、全球认可的

标准和惯例。

(2)提高项目实施州的相关领域SMES员工的认识能力。

(3)增加妇女、新工人、年轻人在他们工作环境中有效参与职业健康安全实

践。

③、提高中小企业职业健康实践和管理体系的运行

(1)为SMES开发和交付提高SESI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技术和管理的服务。

(2)有助于SMES将职业健康安全技术和管理结合去减少员工的疾病，伤害

和死亡。。
’

(3)(EOHSBI)预期的影响：有助于认识项目参与州及其参与的工业领域内

巴西工人工作实践和环境的健康与安全。

1．3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的内容、目标和意义

1．3．1本文研究的内容

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集体企业为辅，职业危害的监管和

统计依靠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劳动人事部门进行，其信息收集和统计基本上靠手

工进行。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的

迅速膨胀，加上国家劳动部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变化，使得一方面职业危害涉及

的企业、范围、人员迅速增加，而对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负面影响被忽略；

另一方面，新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快速性。

本课题针对我国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手段的实际现状，以作业场所职业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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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统计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模式的业务流程，建立合理
’” 一

t

完善的国家多级职业危害监管部．I’]间信息分布式存储的模式、各级部门间信息传

递方式和监管信息系统体系结构，利用数据库和B／S三层开发模式，借助VB、

ASP、Mapxtreme、XML及JA、，A技术，开发适合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使用的

信息系统，实现职业危害监管的信息化。

1．3．2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鉴于目前国家在职业危害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的实际情况，本专题研究目标

是：

(1)研究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结合职业危害监管制度的指标体系，合理的建

立国家、省、地市、县、企业多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间信息分布式存储的模式和

数据库架构；

(2)在分析研究国外职业危害网络化系统的数据结构和开发模式基础上，结

合其它类似行业的经验，提出各级部门间信息传递方式和监管信息系统体系结

构；

(3)开发用于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化软件的方

式来实现从企业、县、市、省、乃至国家的信息交流，实现监管手段的信息化。

．‘聱

1．3．3本文研究的主要意义

针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分级监管的需求，开发适用于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的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实现监管手段的信息化。从客观上实现职业

危害监督管理工作的现代化与信息化。从而降低职业危害信息档案的管理网难，

提高信息数据的利用率和处理速度，加快整个职业危害统计数据收集速度，提高

统计结果的准确度，从而为政府在安全管理上进行宏观管理准备条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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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系统设计

2．1系统开发的技术路线

鉴于信息系统涉及部门的数量和广度，为保证复杂软件系统的成功开发，充

分保证所提出的技术指标的实现，并解决问题关键、有所创新，系统实施了包括

需求分析、信息分布式存储和传输、系统设计、软件开发、试运行等复杂工作。

‘(1)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决定着系统开发功能及目标，直接决定着系统程序开发后能否满

足正常的需要，是数据库设计和系统设计的前提条件，因此是不可缺少的步骤。

(2)信息分布式存储和传输：

信息分布式存储和传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是决定着整个系统总体框架，是

系统能否开发成功的关键。

(3)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依据需求分析进行功能设计，整个系统具有什么功能取决于系统设

计阶段，系统设计应科学的全方位的进行考虑，以便设计出合理的系统功能。

(4)软件开发

对系统设计的功能进行软件开发实现，是系统开发的核心阶段。是系统功能

能否实现的关键。

(5)试运行‘

试运行主要用于发现系统中存在各种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善并保障系

统的稳定性及各种功能。

并且借鉴软件工程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分三阶段——计

划阶段、设计阶段、开发阶段。

计划阶段，主要进行调研考察，制定开发该软件的计划。

设计阶段，主要包括需求分析、结构设计、功能设计。需求分析主要来考察

分析用户对软件系统的全部需求；结构设计和功能设计主要来设计系统的具体结

构模块和功能模块。

开发阶段主要包括采集数据、程序编码和系统实现、系统测试、用户试用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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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软件打包等环节。 ．

! ～

程序编码和系统实现指对系统的实现进行具体的编码，即编程，使设计阶段

对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设计顺利实现；软件的设计和开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具

体操作过程中，需要多次改进设计，使系统不断得到优化。

2．2系统的开发计划

2．2．1系统结构

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分为企业版和政府版，系统结构见图2．1所示。

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企业版)是企业职业危害计算机管理系统，通过该

系统的管理，使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实现电子化、信息化操作。

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政府版)是对下级(企业或监管部门)信息的管理，

并对上级监管部门进行信息数据上报。

企业版和政府版系统通过网络连接，能够实现企业信息数据的上报和政府监

管信息的反馈。

图2．1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结构图

Fig．2．1 Occupational H配ards MOnito咖g Infomlation System Stmctu陀

2．3系统的设计原则和应具备特点

2．3．1系统设计的原贝If

系统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软件的质量。为使所设计

的系统能成为一个满足各级职业危害管理部门管理工作的需要、具有较强生命力

的系统，在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了以下原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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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危害监管与编程工具相结合的原则
i

职业危害监管是控制职业危害的一种重要手段，许多企业的职业危害监管方
I

式各不相同，要在这里面找出一个适合相关部门进行职业危害的监管方法不是一 、I

件简单的事情，并还要将这些方法与计算机编程技术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建立一个

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目的。 ．。 ▲

(2)职业危害监管与信息管理一体化原则

职业危害监管将对职业危害控制和预防有着重要的作用。利用计算机网络数

据库技术与职业危害信息管理相结合，宏观上对职业危害事故进行总结分析工

作，可大大降低职业危害事故的发生。

(3)系统的吸引力与知识性原则

本系统的使用对象是各级职业危害管理人员，系统的目的在于它的有用性，

方便职业危害管理人员顺利、有效开展职业危害管理工作。所以与一般的娱乐性

或教学性软件相区别，本系统首先要保证其必要的知识性、严肃性和系统性。在

此前提下，合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各级职业危害管理

人员之间的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4)系统操作方便、灵活与快捷的原则

一在达到预定的目标、具备所需要功能的前提下，系统应当尽量简单。这样可

减少处理费用，提高系统效益，同时也便于管理。计算机数据库存储技术和网络

技术的特点及发展方向决定了它必须方便人们的使用，节省时间和费用，提高效

率，才有其最终的价值。

(5)可靠性与经济性的原则

只有可靠的系统，才能保证系统的质量并得到用户的信任。因此，系统必须

是可靠的。系统应该给用户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系统的投资和经营
112

费用应当得到补偿，否则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一

2．3．2系统应该具备的特点

(1)功能全面

为了满足职业危害监督管理的要求，系统应具备信息输入、存储、传输、统

计、分析及处理结果输出等基本功能。分析功能的强弱，是区别系统优劣的基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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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
o’‘ 一一-、’ 7’

(2)信息处理结论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包括处理结论符合客观实际和职业危害管理法规的精神，所得总量指标和相

对指标数据准确，并在行业内及全国范围内具有可比性。这些是保证分析结论具

有实用价值的重要条件。

(3)性能稳定

包括整个软件系统操作过程稳定，不易出故障，数据系统这是保障系统运行

正常和处理结论准确的关键之一。

(4)通用性好

包括计算机机型、项目含义解释、编码方案及数据结构的通用性。这些是保

证信息处理结论可比，实现事故信息资源共享及计算机联网的基础。

(5)易于操作

包括整个操作过程的提示，输入输出界面的设计等都通俗易掌握，使一般安

全管理人员稍经培训就能应用该系统。

(6)易于修改扩充

职业危害管理的发展所引起的事故管理方法、内容及事故分析方法的变动，

都可能导致系统中有关数据结构及某些程序模块的改变和完善。因此，修改和扩

充的难易程度是衡量此类软件适用性和使用寿命的丰要尺度。 ，零

2．4系统的设计目标

2．4．1总体目标

通过调研分析职业危害的监督管理工作过程，结合职业危害的相关政策通过

研究当前职业危害中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借鉴国内外信息管理系统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编制一套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并以

网络技术辅助的国家、省、地市、县、企业多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间信息分布式

存储的模式和数据库架构的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管理软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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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具体目标

(1)研究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结合职业危害监管制度的指标体系，合理的建

立国家、省、地市、县、企业多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间信息分布式存储的模式和
’

数据库架构。

(2)在分析研究国外职业危害网络化系统的数据结构和开发模式基础上，结
^

合其它类似行业的经验，提出各级部门间信息传递方式和监管信息系统体系结

构。

(3)开发用于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化软件的方

式来实现从企业、县、市、省、乃至国家的信息交流，实现监管手段的信息化。

(4)立足于职业危害监管的特点和现实情况并结合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进行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并体现研究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5)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职业危害监督管理实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全

方位、全过程信息分析研究。

(6)进行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研究，努力消除职业危害手工管理职业危害

信息的弊端，从便捷、高效、精确等方面提升职业危害信息管理的水平。充分利

用现代计算机通信网络功能，实现数据一次录入，各级共同分享，保证信息的时

效性、准确性、系统性、一致性和完整性。

(7)通过职业危害的研究，充分发挥信息在职业危害监督管理、决策中的应

用，全面提高职业危害监督管理水平，进一步实现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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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县、市(地区)级管理部门管理。

(2)县级、市(地区)级

县级和市级在操作时通过远程网络并根据权限直接访问位于省级服务器上

的属于县和市的数据资料(市的资料可能包含县的资料)，对其进行数据管理、

统计、上报等工作。主要包含以下模块：数据管理模块、监督检查信息模块、事

故调查处理信息、通信与数据同步模块、信息系统培训模块。县级和市(地区)

级在功能模块上是基本相同的，只是管理权限不一样，市级的管理权限大于县级

的管理权限，市级可以对辖管范围内的县级进行查询与监督，也就是市级的数据

资料管理范围大于县级对数据资料的管理范围。

(3)省(直辖市)级

省级市在操作时通过远程网络并根据权限直接访问位于省级服务器上所辖

各市上报的数据资料，同样是对其进行数据管理、统计、上报等工作。主要包含

以下功能模块：数据管理模块、监督检查信息模块、辅助决策模块、专家咨询模

块、事故调查处理信息、通信与数据同步模块、信息系统培训模块。

(4)国家级

国家是系统中数据申报的终点，是整个系统核心位置。所有数据最终都在国

家级汇总，国家能查看全国各省市的资料数据，因此具有职业危害的统计、分析、

管理、地理信息模块、辅助决策信息模块和专家咨询数据库等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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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图3．1各级管理功能结构图

Fig．3．1 Stmcturc F0r A1l kvel

总之，整个系统包含五级，各级权限各不相同，每一级可访问的数据范围也

不相同，各省只能管理各省的数据，各市只能管理各市的数据，基本管理结构如

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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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数据库设计

4．1数据库体系结构

按照目前国家的体制，职业危害监督管理分为国家、省、市、县区、企业五

级，从各级的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各级用户具有一定的访问权限。

从数据的存储的物理位置上看，五个级别的数据放置在五级分别放置在国家、省、

企业的计算机上，如图所示。
’

国家级

SQLSen，e

省级SQL

SeⅣer

地市级

SQLSefve

县级

SQLSeⅣe

企业级

Access

图4．1数据库体系结构

F谵．4．1 DataBa∞Stmctu陀

(1)针对多级职、l匕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实际，提出软件系统的基本架构如图

2所示。由于系统包含的功能模块多、带有网络功能，因此系统开发的工作量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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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际折算的功能点很多。

(2)为保证数据国家、省(直辖市)、市(地)、县、企业多级间的顺畅流通

和安全可靠存储，信息存放设计为五级，如图3．1所示。 。。

①企业使用ACCESS存放本地数据，并使用Ⅶ来开发，包括企业职业危

害信息模块、监督检查信息模块，具有数据输入、修改、维护、统计、打印、网 A

络通信和数据同步等功能模块。数据在同步时传送到省数据库服务器的企业上报

数据库中，供县、市级管理部门管理。

②企业是职业危害数据的产生者、输入者和管理者，企业的信息功能包括企

业职业危害信息模块、监督检查信息模块、职业危害地理信息模块、辅助决策信

息模块和专家咨询数据库，具有数据查询、统计、打印、辅助决策、网络通信和

数据同步等功能模块。县、市(地区)级在操作时通过远程网络并根据权限直接

访问位于省中心服务器上的属于县和市的数据资料，对其进行数据管理、统计、

上报等工作。

③国家和省级的数据库使用SQLServer2000服务器，放在北京和省城，具

有固定的IP地址、各企业的数据库在同步时送到省的数据库中，在省和国家级，

具有职业危害的统计、分析、管理、地理信息模块、辅助决策信息模块和专家咨

询数据库等。

(3)为保证系统应用的方便和易维护性，系统采用基于后台数据库访问的

WEB技术开发，形成B．W二S三层结构，充分保证了系统沿TCP／IP网络的延伸

性。

(4)分析基于网络的软件开发技术，课题中将采用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并借

助VB、ASP、MapXtreme及JA、，A等开发工具来实现。

从可靠性和性能的角度考虑，使用网络数据库系统SQL并结合ASP、J趟，A 吧

后台开发技术，结合多媒体前台浏览器工具，以具有统计分析功能的职业危害统
毒

计分析和信息管理软件为基础，建立企业、县、市、省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的网络化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
7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政府版基础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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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监管部门名称 SupeⅣi∞DepanmenI 字符型

行政区划编码Ad删StricIcode 字符型行政区划编码 字符型

3
法定代表人 kgalMember

字符型

2Q

6

4 监管部门负责人
supcrvi8eDuit盯

字符型 蚀

5 联系电话
supervi∞DuiterTel

字符型三立5 联系电话
‘

字符型 煦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F|Ⅸ

E呦jl

PostAddress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30

40

120

9 邮政编码 P璐tCode 字符型 6

GB位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GB厂r 17538．1钙瞎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0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 A／T 60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05-20 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05-2 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A，’r 60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0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表4．2职业危害监管人员信息数据结构

1’able 4．2 AdminSupeⅣiserInfo咖ation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说明

1 身份证号 IDNumber 字符型 18

2 姓名 Na撇 字符型三Q

?17．

GBll“3．1999公民身

份证号码

GB厂r 17538．1998伞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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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3

．AdminDistrictoode
行政区划编码

。。一

字符型

组织机构代码0fganizati阻Codc 字符型

企业名称
Entcrpris。Name

字符型

4
法定代表人 hgalMembcr

字符型4
一

军符删

6

10

70

Regist廿1’Irpe
5 注册经济类型代码

。 “
字符型 主

6

BigIndustry，MidInd

行业分类代码 usny 字符型 主

7 核定生产能力
～l。wⅥ。M

数值型 堑

8 隶属关系代码
Hypota】【idcode

字符型 2

·18．

GB厂】2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GB 11714伞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05-2 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T12402—2000经济类

型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02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

后一
L

吟～～一一耥拦嚣煎明一万一讥属篓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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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讯地址 字符型 逊

lO 邮政编码 P∞tCodc 字符型 6

11 联系人 Unl【Man 字符型 地

IjⅡlMaⅡe1-el
12 联系电话 字符型 30

13 ． 企业规模 Industf)rS∞le 字符型 2

15 职业卫生总投入

Staf酗山

oHSFund

16 职业危害防护投入OHSPmtectionFund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17 ⋯⋯。、 OHSTrainingFund

培训投入
。

18 应体检人数
sh伽ldEx8lllineNum

19 实际体检人数
RcalExamin。Num

ShouldExamineWb

应体检女工数 menNum

数值型

数值型

数值型

数值型

数值型

数值型

数值型

RealE期milIeWb眦
21 实际体检女-[数 数值型

nNum

22 职业卫兰竺理关键0Hsl(eyMangmcnt 字符型22 OHSl(eyMangmem 字符型
项目

。 。

23 职业危害风险等级 OHSHa功rdkvcl 字符型

．19．

G～。r 60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0 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一

GB，r 17538．199憾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0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0 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参考《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表》填表说明(2∞2

年3月28日卫生部第

21号部长令(‘职业

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

法》))

整数，注明单位／人，最

盔到土丝焦

注明单位／万元，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小数

注明单位／万元，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小数

注明单位／万元，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小数

整数，注明单位／人

整数，注明单位／人

10 整数，注明单位／人

10 整数，注明单位／人

250

4

加

坫

”

"

加

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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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职业危害风险等级、职业危害申报周期、监督检查周期、日常检测周期由模型计算得到
L

表4．4企业接害信息数据结构

Table 4．4 AdminEnterprisel’ouchHazardInfo

注：1、累计职业病人数、累计职业病死亡人数、累计损失工作日由计算得到

表4．5企业职业危害监督检查信息数据结构

1’able 4．5 AdminSuperviseContent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说明

1 组织机构代码 Organizati∞code 字符型 姐GB 11714伞困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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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检查结果数据字典：合格、不合格

表4．6事故调查处理数据结构

1’able 4．6 AdminAccidentDealInf0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说明

l 组织机构代码

2 职业危害事故编号

3 上报编号。

4 职业危害事故名称

5 事故发生时间

0曙anizati∞codc

AccidentCodc

ReponC0de

AccidentName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Acddentmme 日期型

-21．

10
●●_—

8

18
●_——

40

GB 11714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

企业标准或年月日

组织机构代码加年月日

职业危害事故类别+职

业危害因素

GB厂r74鸺．2005数据元

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EOV

ISO 8601：19981按

YYYYMMDDhh删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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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处理结果代码数据字典：包括01警告、02限期治理、03罚款、04责令停产停业、05封存发

生职业危害事故的原材料和设备、06其他

表4．7职业危害应急救援预案信息数据结构

Table 4．7 AdminEmergencyFile

表4．8行政区域内职业危害应急救援指挥机构信息数

1'able 4．8 AdminEmergencyCommandInfo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采用标准或说明

AdminDistrictCOdc

1淹amNumb钉

1hmName

4 值班电话DutyTel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一22．

6

6

70

30

GB厂r2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

I

，

G～T 605．200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佶息 ，～

组

组

码

小

小

编

导

导

划

领号领称

区

挥编挥名

政

指

指

行

急

急

应

应

l

2

，



8 人员总数 Sta们妯m 数值型

9 指战人员数cc吼m柚dNm 数值型

6

6

系统数据结构

整数，注明单位／人

整数，注明单位／人

10 救护人员数 RescIIeNum 数值型 6 整数，注明单位／人

行政区划编码 Adn血IDi砒rictCode 字符型

组织机构编号 Of|弘nizali咖C枷c

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ProOFgName

PostAddDess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6

10

盟

逊

5 邮政编码 P∞tCode 字符型 6

6 救援装备 R骼饥eEquipment 字符型 鲤

7 负责人

8 办公电话

Duti盯
字符型 30

字符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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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厂r2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GB 11714全国组织机构

代码编制规则

6A，T 60 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0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 0 5．200 6，

消防安令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0 5—20 06，

消防安伞重点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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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基本信息数据结构

1’able 4．10 AdminOHSSeⅣiceInc

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说明

1 行政区划编码Ad血nDi8t『idcode 字符型1 行政区划编码 字符型

2 技术服务机构名称

3 服务类别

资质证书号

服务范围

Sen，iceIndName

servicel碲c

Ccni五c毗eNumbcf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6
‘1 j法定代表人 kgalMembef

字符型 翘O‘r1可刍三毫坚

7 联系电话 字符型 蚀

8 通讯地址
PostAddT。鹞

字符型三垫8 通讯地址 字符型三垫

9 邮政编码 P0stcode 字符型 6

10 联系人Unl【Man 字符型 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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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 0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o～T 6 0 5-2 00 6，

消防安伞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T 6 05·2 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19粥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一

统数据结构

G～T 6 05-2 006，
^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系统数据结构

GB厂r 17538．1998全国

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结构

G～T 6 0 5．200 6，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

系统数据结构

6

加一

4一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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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项名称 英文名称 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 说明

行政区划编码
AdIninDist。ictcod。

字符型行政区划编码
。。。

字符型

风险等级

区域特征

监管等级

RiskLevcl

AreaC：hanc白巴r

IlIspc科LcVel

字符型

字符型

字符型

．25．

GB厂r2260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

见附表

自动生产

自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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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系统开发与实现

5．1系统开发平台与环境

5．1．1系统开发的软件平台

5．1．1．1选用VisuaI Studio作为主要开发平台

Visual Studio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开发环境。是目前最流行的Willdows平台

应用程序开发环境。目前已经开发到9．0版本，也就是Ⅵsual Studio 2008。

Ⅵsual Studio可以用来创建Windows平台下的Windows应用程序和网络应用

程序，也可以用来创建网络服务、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和Of!fice插件。

5．1．1．2系统开发所需的软件

开发一个完整的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除了使用Vi辄al Studio作为软件开

发的主要平台外，还需要一些其它辅助软件。

(1)WEB技术平台开发软件

由于还需要开发基于WEB技术的管理平台，因此WEB开发工具选择Adobe

公司的Adobe W曲Premium CS3套装，该套件包含了知名的wEB开发工具网页

三剑客(Dreamweavcr CS3、Firc、加fks CS3、Flash CS3 Professional)和平面设计

软件Photoshop CS3等常用wEB开发软件

(2)数据库开发平台软件

整个数据库系统的设计共用到两个常用的数据库，一个是小型数据库MS

ACCESS数据库和MicrosoR SQL Server大型数据库，因此需要MS ACCESS软

件和Microsof}【SQL Server软件。

(3)文字处理软件

采用微软公司的MS OFFICE 2003办公软件。

(4)W曲GIs软件 ；

采用MapInfo公司的MapXtreme2005 V6．7．1

5．1．2系统开发使用的程序语言

5．1．2．1 ASP幂口Asp．Net编程 、

ASP是Active SeⅣer Page的缩写，意为“活动服务器网页”。ASP是微软公

．26．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5章系统开发与实现

司开发的代替cGI脚本程序的一种应用，它可以与数据库和其它程序进行交互，
j

是一种简单、方便的编程工具。ASP的网页文件的格式是．asp，现在常用于各种

动态网站中。ASP是一种服务器端脚本编写环境，可以用来创建和运行动态网

页或Wreb应用程序。ASP网页可以包含HTML标记、普通文本、脚本命令以及

COM组件等。利用AsP可以向网页中添加交互式内容(如在线表单)，也可以

创建使用HTML网页作为用户界面的web应用程序。 与H聊L相比，ASP网

页具有以下特点：

(1)利用ASP可以实现突破静态网页的一些功能限制，实现动态网页技术；

(2)ASP文件是包含在HTML代码所组成的文件中的，易于修改和测试；

(3)服务器上的ASP解释程序会在服务器端制定ASP程序，并将结果以

HTML格式传送到客户端浏览器上，因此使用各种浏览器都可以正常浏览ASP

所产生的网页；

(4)AsP提供了一些内置对象，使用这些对象可以使服务器端脚本功能更

强。例如可以从web浏览器中获取用户通过HTML表单提交的信息，并在脚本

中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然后向web浏览器发送信息；
’

(5)ASP可以使用服务器端Activex组件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例如存

取数据库、发现和那个Email或访问文件系统等。
。

(6)由于服务器是将ASP程序执行的结果以HTML格式传回客户端浏览

器，因此使用者不会看到ASP所编写的原始程序代码，可防止ASP程序代码被

窃取。

ASP．Net不仪仅是Active SeⅣer Page(ASP)的下一个版本，而且是一种建立

在通用语言上的程序构架，能被用于一台w曲服务器来建立强大的w曲应用程

序。AsP．net提供许多比现在的Wrcb开发模式强大的的优势。与ASP网页相比具

有以下特点：执行效率大幅提高， 世界级的工具支持，强大性和适应性， 简

单性和易学性， 高效可管理性。

5．1．2．2超文本标记语言(HT札)

HTML，中文也就是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即超文本标记语言，是Www的描述语言。设计HTML语言的目的

是为了能把存放在一台电脑中的文本或图形与另一台电脑中的文本或图形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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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人们不用考虑具体信息是在当前电脑上还是在

网络的其它电脑上。我们只需使用鼠标在某一文档中点取一个图标，IIltemet就

会马上转到与此图标相关的内容上去，而这些信息可能存放在网络的另一台电脑

中。HTML文本是由HTML命令组成的描述性文本，HTML命令可以说明文字、

图形、动画、声音、表格、链接等。HTML的结构包括头部(Head)、主体(Bodv)

两大部分，其中头部描述浏览器所需的信息，而主体则包含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

另外，HTML是网络的通用语言，一种简单、通用的全标记语言。它允许网

页制作人建立文本与图片相结合的复杂页面，这些页面可以被网上任何其他人浏

览到，无论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脑或浏览器。‘

5．1．2．3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xML是eXtensible Mark叩hngIlage的缩写。扩展标记语言xML是一种简

单的数据存储语言，使用一系列简单的标记描述数据，而这些标记可以用方便的

方式建立，虽然XML文档比二进制数据文件要占用更多的空间，但XML极其

简单易于掌握和使用。 鉴于其特点本系统中主要用XML语言在各级数据库之

间进行数据传输，可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方便准确。

XML与Access，oracle和SQL Server等数据库不同，数据库提供了更强有

力的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例如：数据索引、排序、查找、相关一致性等，XML

仅仅是展示数据。事实上xML与其他数据表现形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极其简单。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点琐细的优点，但正是这点使XML与众不同。

XML的简单使其易于在任何应用程序中读写数据，这使XML很快成为数

据交换的唯一公共语言，虽然不同的应用软件也支持其它的数据交换格式，但不

久之后他们都将支持XML，那就意味着程序可以更容易的与Windows、MaC OS，

Linux以及其他平台下产生的信息结合，然后可以很容易加载XML数据到程序

中并分析他，并以xML格式输出结果。

XML的前身是SGML(，nle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Ilage)，是自

IBM从60年代就开始发展的GML(Generalized Mafl(1lp hnguage)

同HTML一样， XML(可扩展标识语言)是通用标识语言标准(SGML)

的一个子集，它是描述网络上的数据内容和结构的标准。尽管如此，XML不像

HTML，HTML仪仅提供了在页面上显示信息的通用方法(没有上下文相关和动

态功能) ，XML则对数据赋予上下文相关功能，它继承了SGML的大部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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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却使用了不太复杂的技术。
1一， “， ‘爹

为了使得SGML显得用户友好，XML重新定义了SGML的一些内部值和参

数，去掉了大量的很少用到的功能，这些繁杂的功能使得SGML在设计网站时

显得复杂化。XML保留了SGML的结构化功能，这样就使得网站设计者可以定

义自己的文档类型，XML同时也推出一种新型文档类型，使得开发者也可以不

必定义文档类型。

因为xML是W3C制定的，XML的标准化工作由W3C的XML工作组负

责，该小组成员由来自各个地方和行业的专家组成，他们通过email交流对XML

标准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Ⅵn)Irw．w3．0r卵tm，D．xIIll)。因为xML是个
公共格式， (它不专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你不必担心xML技术会成为少数公

司的盈利工具，XML不是一个依附于特定浏览器的语言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是从称为SG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更加古

老的语言派生出来的。SGML的主要目的是定义使用标签来表示数据的标记语言

的语法。 ’

5．1．2．4 JavaScr i pt和VBScr i pt语言 ·

由于系统中有很大一部功能是基于WEB开发的，因此JavaScript和VBScript

是WEB开发的常用语言。

VBSCript是Ⅵsual Basic Script的简称，即Visual Basic脚本语言，有时也被

缩写为Ⅶs。VBscript是微软开发的一种脚本语言，可以看作是VB语言的简化

版，与VBA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它具有原语言容易学习的特性。目前这种语言

广泛应用于网页和ASP程序制作，同时还可以直接作为一个可执行程序。用于

调试简单的VB语句非常方便。由于ⅦScript可以通过Windows脚本宿主调用

，COM，因而可以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中可以被使用的程序库，比如它可以使

用Microsof=【Office的库，尤其是使用Microsoft ACcess和Microsoft SQL SeⅣer

的程序库，当然它也可以使用其它程序和操作系统本身的库。

Javascript就是适应动态网页制作的需要而诞生的一种新的编程语言，如今

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于IIltemet网页制作上。JaVaScript是由Netscape公司开发的

一种脚本语言(scripting langllage)，或者称为描述语言。在HTML基础上，使

用JavaScript可以开发交互式Wreb网页。JavaS硎pt的出现使得网页和用户之间

实现了一种实时性的、动态的、交互性的关系，使网页包含更多活跃的元素和更

．29．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5章系统开发与实现

加精彩的内容。运行用JavaScript编写的程序需要能支持JavaScript语言的浏览

器。Netscape公司Navigator 3．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都能支持JavaScfipt程序，

微软公司IIltemet Explorer 3．O以上版本的浏览器基本上支持JavaScript。微软

公司还有自己开发的JavaScript，称为JScript。 JavaScript和Jscript基本上是相

同的，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出入。JaVaScript短小精悍， 又是在客户机上执行

的，大大提高了网页的浏览速度和交互能力。 同时它又是专门为制作W曲网页

而量身定做的一种简单的编程语言。

5．1．2．5 VB．Net语言 ：

Ⅶ．Net是微软最新平台技术，是．卜ktFramework SDK的一种语言。VB．net

和VC撑．net在功能上没有区别。编译以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被称为舡sembly，即

程序集。

Ⅶ．Net 的版本号是Ⅵsual Basic 7．0， 它的运行是建立在

cut(common LangIlage Runtime)和MsI“MicrosoR Intemediate L觚guage)虚拟

器上的。其实，它的机制和Java差不多。

Ⅶ。net的语言特点有下：

(1)代码托管。被托管的代码享受．net 1jramework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垃圾回收机

制，但是这也同时表明，你的程序被框在Framework里面了。API变得不太方便。

(2)强大的面向对象特性。支持类的各种特性：继承，函数的覆盖，重载，虚

拟，隐藏。 ，

(3)功能强大，程序界面更标准。．

(4)程序代码结构化更强，开发环境舒适体贴。

5．1．3网络地理信息系统WebGIS

WebGIS是当今GIS应用方面非常流行的技术．w曲GIs是什么呢?WebGIS是

lIltemet技术应用于GIS开发的产物。GIS通过WWW功能得以扩展，真正成为

一种大众使用的工具。从wwW的任意一个节点，hltemet用户可以浏览w曲GIS

站点中的空间数据、制作专题图，以及进行各种空间检索和空间分析，从而使

GIS进入千家万户。WrebGlS具有以下特点：

(1)全球化的客户／服务器应用全球范围内任意一个WWW节点的Intemet用

户都可以访问W曲GIS服务器提供的各种GlS服务，甚至还可以进行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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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GIS数据更新。 i

f：j”．．Y·7￥i。c．一t ： 和

(2)真正大众化的GIS由于hltemet的爆炸性发展，W曲服务正在进入千家万

户，WrebGIS给更多用户提供了使用GlS的机会。现在流行的W曲GIS平台有：

ARCIMS；TopMap Wbrld；MapXtreme等国内外成熟产品。W曲GIs可以使用通用

浏览器进行浏览、查询，额外的插件(plug．in)、ActiveX控件和Java Applet通常

都是免费的，降低了终端用户的经济和技术负担，很大程度上扩大了GIS的潜在

用户范围。而以往的GIS由于成本高和技术难度大，往往成为少数专家拥有的专

业工具，很难推广。 ．

(3)良好的可扩展性W曲GlS很容易跟W曲中的其他信息服务进行无缝集成，

可以建立灵活多变的GIS应用。 一

(4)跨平台特性在W|cbGlS以前，尽管一些厂商为不同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UNⅨ、Macintosh)分别提供了相应的GlS软件版本，但是没有一个

GIS软件真正具有跨平台的特性。而基于Java的w曲GIS可以做到”一次编成，

处处运行(wfite once，mn anywhere)”，把跨平台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5．1．3．1 WebGIS硬件结构框架：

本系统采用浏览器／月艮务器(B／S，Browse／SeⅣer)三层构造模型。B／S构造

模型是随着hltemet技术的兴起，对CIS构造模型的一种改进。在B／S三层构造

模型下，整个W曲GIs由GIS数据库服务器、W曲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客户端浏

览器三部分组成。它对数据库与GIs应用程序进行分开管理，提高了整个wrebGis

应用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充性。在基于B／S构造模型的帅eGIS系统中，客户

端通过}ITrP协议向WbeGIs服务器发送空间数据请求，服务器在接收到请求后

根据用户的要求，从数据库服务器发出请求提取数据，然后进行操作最后将处理

的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并在客户端浏览器中显示。采用B／S构造模型的优势在于，

首先，它简化了客户端。无需再像C／s构造模型那样在不同的客户端要安装不同

的客户应用程序，而只需要安装通用的浏览器软件。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客户端的

· 硬盘空间与内存，而且用户使用的过程更加简单、网络结构更加灵活。其次，

BIS构造模型简化了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开发人员无须再为不同类型、级别的用

户设计开发不同的客户应用程序，只需将所有的功能都在从WEB服务器上实现，

并就不同的功能为各个级别的用户设置权限即可。每个客户都是通过HTTP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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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权限范围内调用web服务器上的不同处理程序，从而完成各项功能。最后，

B／S构造模型简化了用户操作，对于C／S构造模型，由于客户端应用程序有自己

特定的规格，因此使用之前用户都要接受专门的培训。而B／S构造模型中客户端

仅仅是通用的W曲浏览器，因此用户可以直接使用无须参加培训。由于B／S构

造模型的诸多优点以及Gis技术的成熟性，采用到于B／S构造模型开发w曲GIS

己成为目前节把wrebGIS开发的丰流方向。本系统基于B／S构造模型的结构如图

5．1所示。

|潮览罱r
W曲GlS服务器

l_里冤孽f l蒜}l篇| 却库晟万
l撇嚣卜

图5．1系统基于到B／s构造模型的结构图

Fi吕5．1 B／s stmctu他mode for system

5．1．3．2 WebGIS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配制

作为访问WebGIS系统的客户端计算机，不需安装任何软件，只需要有能

够访问Intemet的通用浏览器即可。对客户机的操作系统WebGIS的要求也较低只

需要具有图形用户界面并且能够运通用WebGIS浏览器。

服务器端 ．．

(1)操作系统：本系统服务器端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2003 Server企业

版SP2

(2)IIltemet信息服务器版本6．00

(3)WebGIS平台：MapInfo公司的Mapxl’reme 2005 6．7．1。

(4) 数据库管理系统：SQLSerVer2000。

(5)服务器端开发工具：MicroSoft VisualStlldio 2005

(6)服务器端开发环境：AsP．NET开发语言：VisualBasic．NET

5．1．3．3 MapXtreme2005开发WebGlS ，

MapXtreme2005是一个基于Illetnet／Intranet的地图服务器，具有伸缩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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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好，地图功能强大、开发简单、易于实现等特性。MapXtreme2005是Maplllf0

公司最新开发的支持．NET框架的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它可

无缝集成到．net框架中，可以在缩短时间和提高性能的基础上制定出数据可视化

和地图绘制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桌面客户端地图应用系统和W(B环境下

的地图应用系统。MapXtreme2005为开发人员开发web应用和桌面应用提供了同

一个核心；MapXtfeme2005与visualstudio．Ⅻ玎无缝集成，使开发变得容易；由于遵

循工业标准和OGC标准，所以提供了真正的互操作性；增强的功能特性能开发更

为复杂而又灵活的系统。MapXtreme2005提供了空间服务器访问。这是一项强大

的功能，允许开发人员连接到存储在空间服务器(例如Micr0Sof|【SQ【seⅣer、

Oraclespatial数据库)

MapXtreme2005的构建基础是Micorsfot．M玎框架，MapXt彻ne2005使用了

Microsoft．NET框架包括的功能。通过MapXtreme2005我们可以并适应在．NET框

架上开发应用程序。使用类似的代码就可以使得开发出的应用程序既能在桌面又

能在web上部署。如果开发桌面应用程序，则可以调整应用程序，只需要更改很

少的代码即可用于后续的Web部署。MapXtreme2005体系结构如图5．2所示。

hpXtM耽2005捩心弓l繁龠名空阉

巴l付‘ 飘臻主豫 墨lyIt l
茸髯鼍 S·t{'穗．

}鼗羹l溢 迄箨囊 毁叛!
：覆 l赫％tt咎镯

潇l 4撵走：

l：黪茹嚣l

蚺ltr．缸主d
毫谭滗●
量^栩
叠潼

图5．2 MapXtreme2005体系结构

Fig．5．2 M叩X眈me2005 system stmctu∞

MapXtreme2005访问数据的方法

MapXtreme2005提供了多种方法将数据加载到Catalgo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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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访问数据源

MapXtreme2005支持本地访问存储在RDBMs服务器(如sQL和Oracle服务器)

中的数据．可以使用了TablelnfosSer、，er类来定义连接串和SOL语句在远程表上执

行。MapXtreme内部使用ODBC或OCI访问远程数据库。Catalog可以确定基于远

程服务器表的空间特征，并将其正确显示。

(2)来自第三方Web服务的xMI／GML

MapXtreme2005可以将web服务xML或GML输出集成到catalog中以便用于

Mapxtrem。桌面或web应用程序中。数据可以通过MapXtreme2005API进入catalog

中并转换到MultiPolygon、Ijnestring、Point或其它Geometry。MapXtreme然后将

Geometry即转换为FeatureCollection，并依次将其保存到memTable或本地吖出格

式。如果想要使数据在MapXtreme中可用但不必用于地图显示，则可以使用此方

法。

(3)通过ADO．NET数据提供方访问

这种方法需要数据检索的ADO．NET类定义。只有不可制图的表可以提供

为AD0．NET表。不可制图的表是那些不包含关于数据几何体信息的表。但是，

从ADO．NET提供方检索的表可以通过将Spatial Schema应用到表定义而成为可

制图的表。用此种方法，无论何时用户请求数据，MapXtfeme DataAcess引擎均

将调用ADO．NET数据提供方。这会是一种较慢的访问数据的方法。但是，当与

高速缓存共同使用时就会很好地执行。数据库连接代码：

Dim strCon As String

strC衄=”SERVER=localhost；uid=用户；pwd=密码；database=数据库名

称”

Dim con触New SqlConneCtion(strC0n)

Dim cmd舡New SqlCOI衄andO

Dim conl As New SqlConnection(strCon)．

Dim cmdl舡New SqlColIu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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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职业危害事故分布图

Fig．5．3('ocupational ha盟fd aocident distribute

用于查询显示的代码：

Dim dr As SqlDataReader

Dim drl As SqlDat础气dapter

Dim Str_Field舢String

Dim AdminID触lIlteger

Dim iIlfoTable舡New System．Web．UI．WebControls．Table

infbTable．CellPadding=4

inf0Table．FOnt．Name=”Arial”

infbTable．F0nt．Size=New F0ntunit(8)

infoTable．BorderWidth=New Unit(1)

Dim backC0lor舢System．Drawing．Color=Color．Bisque

Dim r As New TableRow r．BackColor=backC010r

Dim cAs New TabIeCell

c．Fbnt．Bold=11rue

’c．ForeColor=C0lor．hldi90

c．Text=”项目If r．Cclls．Add(c) c=New TableCell

Dim【alias】触String=ftr．Table．舢ias

Dim LayerName舡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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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xt=【alias】．Substrin甙0，【alias】．I七n毋h-2)

LayefName=c．Tcxt

c．Font．B0ld=Tme

r．Cells．Add(c)

infbTable．Rows．Add(r)

Dim DQ--Code，DQ_C0de．-Name As String

Dim C0lAs Column

For Each col In f；tr．Columns

Dim up舢ias舡【St血g】_c01．舢ias．Touppero

lf u蝉ias<>”0BJft And up舢ias<>”MLSTYLEII And u斛ias
<>”MLKEY”Then ‘、

r=NeW TableRow

r．BackColor=bacIl【Color

r．Cells．Clearo

c=New TableCen

c．Text=c01．Alias
‘

DQ_CodU叮锄e=c．Tcxt

c．Font．Bold=T11le
。

c．ForeC0lor=C0lor．RoyalBlue

r．Cells．Add(c) 一

c=New TableCeH 一

c．Text=Rr佃1．朋ias)．Tostrin颤)End If

Dim sw舡New StringWriter

Dim hw舡New HtmlTextWriter(sw)

infoTable．RenderControl(hw)
‘

’●

Dim strHTML As【Stfin朗=sw．ToString()

HttpC0ntext．Cu玎ent．Response．Output．Write(st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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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系统开发模式

5．2．1系统设计三层分布式结构概述

与任何数据库应用相似，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用户界

面，商业逻辑和数据访问这三个基本任务，即可划分为界面层，逻辑层和数据层。

界面层是人机接口，用户和应用程序的交流在该层完成。通过界面层，用户

可完成获取数据，输入数据，修改数据，删除数据等一系列操作。界面层也包含

了一定的安全机制，用户根据授权范围，可控制数据和机密信息。但是检查的内

容也只限于数据的形式和取值的范围，不包括有关业务本身的处理逻辑。

’

为使用户能直观地进行操作，界面层一般要使用图形用户接口(GUl，

Gmphics user IIIterfaCe)，操作简单，易学易用。在变更用户接口时，只需改写显

示控制和数据检查程序，而不影响其它两层。图形界而的结构是不固定的，这便

于以后能灵活地进行变更。例如，在一个窗口中不是放入几个功能，而是按功能

分割窗口，以便使每个窗口的功能简洁单纯。在这层的程序开发中主要是使用可

视化编程工具。

逻辑层是界面层和数据层的桥梁，它响应界面层的用户请求，执行任务并从

数据层提取数据，然后将必要的数据传送给界面层，从而实现界面层与数据层之

间的交互。

逻辑层相当于应用的本体，它是将具体的业务处理逻辑地编入程序中。例如，

在操作过程中，它按照定好的格式配置数据、打印、显示出来，而处理所需的数

据则要从界面层或数据层取得。界面层和逻辑层之间的数据交往要尽可能简洁。

例如，用户检索数据时，要设法将有关检索要求的信息一次传送给逻辑层，而由

逻辑层处理过的检索结果数据也一次传送给界面层。在应用设计中，在界面层和

逻辑层间进行多次数据交换的笨拙设计。

通常，在逻辑层中包含有：确认用户对应用和数据库存取权限的功能以及记

录系统处理日志的功能。这层多半是用可视化编程工具开发的，也有使用COBOL

和C语言的。

数据层一般用于实现数据存取和操作管理工作。它响应逻辑层的请求，产生

数据请求结果，然后逻辑层对此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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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层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负责管理对数据库数据的读写。

DBMS必须能迅速执行大量数据的更新和检索。现在的主流是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RDBMS)。因此，一般从功能层传送到数据层的要求使用SQL语言(Stmctured

Query LangIlage，结构化查询语言)。

下面用uML来表示三层体系结构。在UML的概念中，层(Tier)是系统中

相互联系而又各自分离的部件或结点实体。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C

Client／Sen，ef)系统就是两层系统。三层(11lree．tier)系统的结构如图3．1所示。

第一层通常是数据库管理结点。第二层即中间层则处理商业逻辑或与应用有关的

计算。所谓商业逻辑，是指具体应用中实施的程序逻辑和法则，不一定与商业有

关。中间层既是第一层的客户机，也是第三层的服务器，所以，三层系统也可以

说有两对客户机朋艮务器。 ．

第三层是用户面层，负责与用户打交道。它的设计强调高效易用的用户界面，

以及在企业中方便连通。系统中可有多种客户机，供小同的用户使用，而它们都

可能共用同一个中间逻辑层。

中间逻辑层中常有多个部件，各负责提供特定的服务，例如搜索，事件处理

等。在这些部件之中，则含有商业对象，具体处理程序逻辑法则，并向第一层提

取数据或调用运算。

上面分析的三层结构层次如图5．4示。

l用户r_
．客户机{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

表示层 服务层 器／数据层

人机交互 业务处理

7ll 数据管理 ll用户
处理 逻辑

工 ! r。藤雾秒 、均

I用户L
》u—．．槲。

数据库

＼ ／

Fig．5．4 T1Iree leVel for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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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系统的网络通信设计原则

进入九十年代后，计算机网络技术得到空前的飞速发展，网络通过外围的设

备和连线，将分布在相同或不同地理空间的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实现各计算机

间信息的相互交换，并可共享计算机资源。借助人们在半导体技术(主要包括大

规模集成电路LSl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上取得的成就，网络迅速涉

及到计算机和信息通信的各个领域。一方而通信网络为计算机之间数据的传输和

交换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另一方而数字信号技术的发展己渗透到通信技术中，改

进了通信网络的各项性能。

根据作用范围的大小可将网络分为局域网(I。AN)、广域网(删)和城域
网(MAN)三种：局域网(LAN)通常将计算机通过高速通信线路相连(现在

一般在10Mbs以上)，但物理连接的地理范围较小(一般在几百米到几千米)，

经常运用于一个大楼内部或一组紧邻的建筑群之间，也可小到几间或一间办公

室，或一个家庭。

从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目标出发，该系统的原则包括：

(1)明确系统的功能

任何网络都不可能是一个可进行各种各样工作的“万能”的网络。因此，必

须针对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实际情况，依据系统使用要求、实现成本、未来

发展、总预算投资等因素反复推敲。尤其是分析出了网络系统要完成的所有功能。

(2)系统开放性

整个系统的建设要遵循开放性的原则。系统应符合国际通用的工业标准，具

有网络的开放性与透明性，支持各种标准协议、传输方式和传输接口，如m

IPX，DECⅫ巩NETBEUl，Appletalk等，更应支持业界标准的TCP／IP协议。

(3)系统的标准性
’

从整个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来看，标准化无疑是技术突飞猛进的一

个重要因素，只有采用标准化的技术和标准化的协议才能和国际接轨，才能方便

地和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接轨，交换数据和信息资源，才能保证系统的开放性。无

论是国际信息高速公路IIltemet，还是正在建设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都支持工

业标准的TCP／IP协议，我们的网络系统在底层上应支持TCP／P标准协议。采用

标准化的技术和产品，可以不依赖于某一家公司，平滑地移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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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整个网络系统要可靠地不间断工作，以确保系统能够安全与稳定地运行。

(5)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网络的安全和管理是影响整个网络运行的重要环节，包括网络内部的安全控

制和与hltemet的安全互连。既要保证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又要保证系统的安全

保护和数据隔离，除了采用操作系统级和应用系统级双重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

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外，网络管理上将采用先进的网管系统，以确保对整个网

络的实时监控，利用防火墙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网络系统安全。

(6)系统的灵活性和扩充性

网络布局的模块化，拓扑结构的先进化，既可以保证系统的灵活性，又使系

统可以方便地进行扩充，每一个模块之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功能增减

方便，尽量减少单个模块扩充时对其它模块的影响。

(7)系统的实用性和经济性

要兼顾目前的工作需求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工作的发展需求，使系统具有良好

的扩展性，确保网络扩充时在结构上小做或少做改动，使原有投资的得以继续发

挥效益，降低成本，避免重复投资。
，

(8)系统的易维护性和方便性

系统的易维护性是保证整个网络可靠运行的重要因素，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用

户的实际需求、规模会发生不断变化，系统需要经常进行增、减、改等完善，模

块化网络系统结构和灵活的应用系统接口可保证用户方便地对系统进行维护。一

个好的管理系统应该给用户一个直观方便的交互式用户界面，这样才能使系统得

到充分的发挥。基于图形化界面的网管系统，使得无论是网络管理，还是用户操

作都简单易用，提高了系统的方便性和易维护性。

5．3系统实现

政府版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数据管理、监督管理、统计分析、风

险评估与分级、职业危害预警与应急、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咨询、系统管理和帮

助等9个功能模块，系统功能结构见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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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缪辫缪笏獬彩鬻绺≯爹爹∥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政府辰厂鬻帮强鬻蹲辫辫堍
风阪评估与 职业危罾绶

藏据管理 监督管理 统计分析
分级 警与应急

墙理信息系统 专家咨诲 系统管理 帮助

作业均所职 企业风险评 区域职业危
数据导入 监管对象 职业危害预警 法律法挠 账户管理 培训手册

业卫生统计 估与分级 害状况
职业卫生执 区域风险评 区域职业危

敦据审棱 监督检查 应急救援管理 标准规范 权限管理 模拟系统法统计 估与分级 害风险等级
职业危署事 区域职亚危

敦据上报 事敏调查处理 职业卫生专家 数据库管理 客户反馈
故统计 害监管力量

致据导出 许可证管理 案例分析 系统信息

职业卫生。三

同时。管理

中介机构管理

图5．5职业危害监管信系统(政府版)功能结构图

Fig．5．5 Fhnction stmctum for Oo伽pati彻aLl ha船rds monitoIing infbnnation system

5．3．1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模块是对下级(企业或下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的数据，本级监管

部门的职业危害监管数据信息进行管理，以及对向上级报告本级监管部门的数据

信息。

5．3．1．1数据导入

[甄亟[卜叫]匾豆]．

数据导入包括对下级(企业或下级监管部门)上传数据的接收、或打包数据

的导入，并可对数据进行查询。

5．3．1．2数据审核

[巫亘E]_-◆[夔困
对下级上传的数据进行审核，并对其标识，标明“未审核”、“审核通过"、

“审核未通过”。

5．3．1．3数据上报

数据上报是指下级监管部门向上级部门上报本级部门的职业卫生统计数据。

5．3．1．4数据导出

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可通过该模块对本级的数据信息或上报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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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模块是对“监管对象"、“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许

可证管理"、“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和“中介机构管理"等相关信息进行编

辑、增加、删除和修改等操作。

5．3．2．1监管对象[亟亟[]__◆[亟困
组织机构是对各级职业危害监管部门及监管人员的信息管理。

表5．1各级职业危害监管人员及监管对象信息

1’able 5．1 Info珊ation of au leVel supeⅣiserS and supeⅣiseobjects

行政区划编码

行政区划 选择(省、地、县)

职业危害监管人员
职务／职称 所属部门

所属部门
监管对象‘2】 联系电话

编号 姓名 级别【1】

(选择)

【1]I所属部门级别：包括“国家级”、“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地(南．)级”和“县(区)

级”。

f2】监管对象：职业危害监管人员所负责监管的区域、企业或中介机构。

5．3．2．2监督检查
r‘。。。。。。。—————————’‘1 ro’oo’’’。。。。o’oooo-’1

l 监督管理 H 监督检查 I

监督检查是对被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处理意见以及整改情况等

相关信息进行添加、删除、修改和查询等操作。
。

表5．2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表

Table 5．2 0ccupational Health Check table

监督检查编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隶属关系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编 检查结果

序 检查项目(选择)

号 符合 不符合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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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

-

2 专(兼)职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

_

3 职、II，1丁牛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

4 职业病防治计划和方案

5 职业卫生档案
●

6 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7 职业危害因素监测、评价制度

8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9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

0 个人防护用品

l 职业卫生培训

2 职业病防治措施公告栏

3 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4 应急救援设施
^

职业危害告知

一 6 建设项目“三同时”

7 职业危害申报

● 8 其他：——
口警告；

口限期治理(限期完成时间：一年一月
日)；

处理意见 口罚款(金额 万元)；

口责令停产停业；

口封存发生职业危害事故的原材料和设备；
●

口其他 。

整改情况 口已按要求整改口未按要求整改
●

检查机构 检测人 检查时间 陪同人

5．3。2．3事故调查处理

对职业危害事故进行添加、删除、修改、查询等操作。

表5．3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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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ble 5．3 OccupatiOnal hazards accident inVestigate and deal

职业危害事故编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登记注册类型

所属行业

隶属关系代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事故发生时间 年月 日 时分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类别【1l

致害物

事故危害程度 接触人数 ：发病人数 ：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事故原因

事故经过【2l

口无
应急救援措施

口有，虑急急救措施：

口无
．．事故报告情况

口有，报告时间：年月日时

口警告；

口限期治理(限期完成时间：一年一月一日)；
口罚款(金额 万元)；

处理意见【3J
口责令停产停业；

口封存发生职业危害事故的原材料和设备；

口其他 。

整改措施

整改情况 口已按要求整改口未按要求整改

【1】事故类别：包括“急性职业病”、“职业性炭疽”、“放射事故”。

【2】事故经过：简要描述职业危害事故的起因、救援过程和患者主要临床表现。

【3】监管部门处理意见：可以多选。

通过该模块，可对职业危害事故的基本信息进行查询。点击每条记录，可以

查询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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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职业危害事故信息表

． Table 5．4 OccIlpati∞al h配ards accident inf6咖ation

． 霉 霎尝轰喜 单位名称 事筹蒿生 事盏羹生 事故类别 致害物 死妄人

5．3．2．4许可证管理

对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进行审核、发放和注销管理。

(1)许可证办理

可以查询企业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审核情况。

表5．5许可证审核情况信息

Table 5．5 Lincc inspect infb姗ation

序号 单位名称 申请时间 审核情况【1l 发证时间

选择

【11审核情况：包括“未审核”、“审核通过”、“审核未通过”。

(2)许可证发放

可以查询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企业名单。

表5．6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企业名单

Table 5．6 Ente叩fiseName list for Lin∞

霉证喜编单篡名意联喜电单釜地翥羹鋈许；范有效期釜差号 号 称 负责人 话 址 册类型 围
1””。

单位

(3)许可证注销

可以查询注销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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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

对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进行管理，包括“申报指南”、“网上申报’’、

“项目公示"。

申报指南

可进行“申报须知"、“申请表”、“办事流程’’的查询和文件下载，并可连

接进入“网上申报”。

表5．8申报指南

Table 5．8 Apply Guide

申

报
口建设项目职业卫生审查办理须知(下载)

须
●

知

申 口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申请书(下载)

请 口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下载)
‘

表 口职业病防护设施竣T验收申请书(下载)

◇申办滚穗
‘ j～：

办 ”固’
厣扯申撮 一’竺三氍主≯9舀一移事

，秒一流

．匹．程 申请^‘

：的申r_j|j!! ．．1 一‘

不予许玎 l
”

l 阿下埴霉

网

上
网上申报入口

申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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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报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蔷审核：，落 t‘ 每

表5．9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申请书

1’able 5．9IIlspect application of const邝ctioⅡpr町ect oc叫pational h北盯ds preliminary a鼹ess repon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性质 新建口 改建口 扩建口 技术改造口 技术引进口 其他口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总投资概算 职业卫生投资

建设单位地址

设计单位

预评价单位

申报材料：

口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口2．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含职业卫生专篇)

口3．其他：

建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建设单位：

(公章)

(2)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

表5．10建设项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

1’able 5．10 Inspect applic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耵ds protection design for constnlction pr巧ect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性质 新建口 改建口 扩建口 技术改造口 技术引进口 其他口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总投资概算 职业卫生投资

建设单位地址

设计单位

职业病危害预 报告编制单位 审核机关

评价报告审核 审核时间 审核意见书号

提交材料：

口1．建设项目设计资料(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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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及卫生审核意见

口3．其他：

建设单位：

j

(公章)
‘

(3)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

表5．1l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申请书

Table 5．11 IIlspect application of completc 0ccupational h北ards protection for constmc胁n

pr研ect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性质 新建口 改建口 扩建口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口其他口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总投资概算 职业卫生投资

实际总投资 职业卫生投资

建设单位地址

职业病危害预评 报告编制单位 审核机关

价报告审核 审核时间 审核意见书号

设计单位 审查机关
，设计审查

审查时间 审查意见文号

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单位

职工总人数

职业病 男
已体检人数

职业健康检查 体检合格数
危害接

触人数 女
已体检人数

体检合格数

受培洲负责人 培训单位
职、Il，甲毕培训

应培训职员数 实际培{J1 人数

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口有 口无

职业卫生管理
设置或指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口有 口无

职业■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口有 口无
制度

职业卫生档案和健康监护档案 口有 口无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颅案 口有 口无

申报材料： ，

口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口2．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及卫生审核意见

口3．建设项目l坊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意见(严重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

口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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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建设单位：

(公章)

5．3．2．6项目公示
’

通过该模块，可对申请许可事项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及相关信息查询。查询

可通过“受理时间”、“项目名称’’、“申请单位”或“审核事项"进行模糊、精确

查询。

表5．12项目审核情况信息

Table 5．12 Projects inspect info咖ation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数量 受理时间 审核情况【1J 办结时间

【11审核情况：包括“未审核”、“审核通过”、“审核未通过”。

点击每一条记录，可以查询许公示的详细信息，见下表。

表5．13项目公示信息

Table 5．13 projects public View

申请单位

许可事项

项目名称

批准口期

受理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3．2．7中介机构管理

中介机构管理包括对中介机构资质审查和中介机构监督检查信息的管理。

(1)中介机构资质审查

表5．14职业卫生技术机构资质申请表

Table 5．14 Occupationaltechnology agency qualification application

单位名称

登记注册类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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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申请类别 口初次申请口增项 口续展

申请证书级别【1l 口甲级 口乙级 口丙级 口丁级

口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申请职业卫生技
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术服务项目
口化学品毒性鉴定

口放射卫生防护检测与评价
(选择)

口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效果评价

口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申请证书级别：指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甲级”或“乙级”，申请其他项目的不填此栏。

表5．15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资料接收单

Table 5．15 ReceiVed file for occupational technology agency qualification application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职业卫生技
申请证书级别

术服务项目

申请类别 口初次申请口增项口续展

申请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单位电话 联系人

提交资料：(选择)

口1、申请单位简介

口2、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口3、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口4、主要技术人员名单

口5、实验室有关资料

口6、相关仪器设备清单

口7、曾经完成的相关工作总结报告

口8、承诺书．

口9、其他：’

申报者(签字) 申报口期： 年 月 口

通过该模块，能够查询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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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职业卫生技术机构基本信息表

1'able 5．16 0c印pational technoIogy agcncy b硒ic inf0珊ation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资质类别【1J 资质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业务范围【2l

项目(可以多选)

口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

口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检测与评价

口化学品毒性鉴定 口甲级

口放射卫生防护检 口乙级 年月日至年月

测与评价 口丙级 日

口职业病防护设施 口丁级

与个人职业病防护

用品效果评价

口放射防护器材和

含放射性产品检测

【l】资质类别：指对应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的资质等级。

【2】对于检测机构应列出取得资质的检测项目。

(2)中介机构监督检查

表5．17——年度职业卫生技术机构检查表
Table 5．17 occupational technology agency check table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质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月 口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评价人员 高级： 人 中级： 人 初级： 人

检测人员 高级： 人 中级： 人 初级： 人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管理人员 高级： 人 中级： 人 初级： 人

经过培训取得资质的人数 人

该年度人员参加培训 人次

口是否正常使用：是／否

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口是台计最合格：是／否

口是否记录完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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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质量控制体系
口是否编制评价方案：是／否

口是否执行作业指导书：是／否
运行情况

口是否纳入质量控制体系：是／否

口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数：——项

口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数：——项
技术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口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项目数：——项

口化学品毒性鉴定项目数： 项

口有无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委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违法情节
评价、检测的情节：有／无

口有无使用不具备资格的人员从事评价、检测的情节：有／无
(选择)

口有无超出认证范围开展工作：有／无

口超范围的具体项目名称： 等 项

口警告

卫生行政处罚情况
口罚款(金额——元)
口停业

(选择)
口取消资质

‘

口无

5．3．3统计分析

5．3．3．1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统计

通过该模块，对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本模块和“作

业场所职业危害统计指标体系研究”专题相结合。。

5．3．3．2职业卫生执法统计

I 统计分析 H职业卫生执法统计I
5．3．3．3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l 统计分析 H职业危害事故统计I
通过该模块，可以对职业危害事故按照时间、所属行业、行政区划、登记注

册类型和事故类别等进行统计分析。

(1)按时间进行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表5．18各年度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Table 5．18 Occupational hazards accjdenl statistic for each ye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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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行政区划进行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表5．20——年度各行政区划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7rable 5．20 OccIlpational hazards accident statistic for each adminisl豫tion district

(4)按登记注册类型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表5．21——年度不同登记注册类型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Table 5．21 OccIlpational h配ards accident statistic for each re百stef type

(5)按事故类别统计

表5．22——年度各类型职业危害事故统计
’rable 5．22 Occupational hazards accident statistic for each accident type

5．3．4风险评估与分级

5．3．4．1企业风险评估与分级

利用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风险评估模型，对各企业的职业危害风险进行评估与

量化分级。 一．‘一

(1)职业危害风险评估与分级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并为方便将暂时没有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数据的企业纳入

分级监管系统，构建了职业危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表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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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企业职业危害风险评估指标

’IIable 5．23 Occupational hazards assess index f研enter】prise

风险影响因子 职业危害等级

(Pi) ‘O 1 2 3 4

粉尘【11 无粉尘 =10％

有毒物质【2l 无毒物 轻度危害～

噪声

其他危害 -

接触职业危害

人数

接触时问

=70 =80

其他职业

危害因素

=5

=1

70％．<

=40％ =70％

或石棉

中度危害 高度危害 誓度危
115

=115
<

三曼：三2w 电离辐射
GBT

⋯一一

鬈≯‰⋯次庳啪年攀i坪检
工毒⋯施群筹搿嚣无工程防护设施 离，远程=12次／，J、制，效果：二二⋯。无

控制 时 不稳定 ⋯一

个嚣品绷％一so％瑚％
职业_卫生荆l奎于4踟1辨1撇年

【1】这里指粉尘中Si02含量。

【2】有毒物质等级参照《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5044．85)

企业职业危害风险计算公式如下：

^

∑只
尺-上L一

7

订 式(5．1)

R：职业危害风险

，Pi：各风险影响因子的职业危害等级，Pi_0，1，2，3，4

n：影响因子个数，n=1，2，3⋯10

企业职业危害风险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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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企业职业危害综合风险分级标准

Table 5．24 H配ard lcvel st柚dard for ente叩ri∞ccllpationalh龇ds戤锚

凡出现关键项的，职业危害风险上升一级，关键项指标见下表。

表5．25关键项指标

Tablc 5．25 Key index

(2)职业卫生分级监管模式

表5．26作业场所职业卫生分级监管

Table 5．26 kVel for worl玛hop oc印pational health monitoring

单位名称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分级监管标准见下表：

表5．27作业场所职业卫生分级监管标准

1’able 5．27 LeVel standard for worI(shop occupational health monitori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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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抽查、检测等均是指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没有改变情况下，若有关生产工艺流程等

发生改变，则应在改变后进行申报、抽查、检测。

5．3．4．2区域风险评估与分级

通过区域风险评估模型，对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风险进行评估和分级。

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风险等级可以在地图数据上进行显示。

5．3．5职业危害预警与应急

5．3．5．1职业危害预警
! 建立职业危害预测预警指标体系，划分职业危害预警等级。依据职业危害事

故可能造成

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把预警级别分为4级，特别严重的是I

级，严重的是II级，一般的是III级，轻微的是Ⅳ级。

分析研究各级预警响应对策，包括职业危害预防措施、应急救援措施等。

5．3．5．2危害状态监控制

在作业场所安装自动监测系统(选取粉尘进行试点)，由传感器测得的危害

参数数据通过移动通信的GSM／GPRS技术实时、可靠、方便的传送到监控中心，

并通过连接网络的服务器接收并进入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实

现一点(中心站)对多点(各职业危害源传感器)的职业危害源状态参数实时监

控。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预警与响应系统图见图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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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_耐 短侣}接入

． ￡纛；荔j，、t：· 籀 ， G隙S接入‘

∥ 1，澄 I
o

#，激} ● C蚍接入一—茹聪^?器一觯嬲黟缈詈，；嘞‰ 宽带接入

一嚼霸鹾一

：墨一I菇1
娥
■⋯'√
谬

t

龟一
，一◇{圈k霉

、 Fig．5．6 workpla∞occIIpational h配ards p∞liIninar)r waming and∞spon∞system

～

‘．

《|
k

气体浓度(ppm) 8。35≯

图5．7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现场状态实时监测

F培5．7 LiVe monitor ststus of wo却lace occupati伽a1 hazards

5．3．5。3应急救援管理

应急救援管理对行政区域内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职责分工、辖区内的应急

救援资源等进行管理和分配。

表5．28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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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9应急指挥机构信息表

Table 5．29 eme略ent陀scue comm姐d agency info珊ation

应急指挥领导小 值班电 主管部 联系电
人员数

序号 负责人 指战 救护 其
组名称 话 门 话 合计

人员 人员 它

表5．30专业应急救援机构信息表

1’able 5．30 Profcssional eme唱ent rcscue agency inf0姗ation

序号 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救援装备 负责人 办公电话 家庭电话 手机

5．3．6地理信息系统
p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

①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状况相关信息显示、查询；

②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风险等级：

③各行政区域职业危害监管力量显示、查询。

5．3．6．1区域职业危害状况
。’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查询和显示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状况，包括：各

行政区域的职业病人数(各年新增、累计)，职业病死亡人数(各年度新增、累

计)，接触职业危害人数、接触严重职业危害人数、职业危害事故(事故名称、

事故时间、事故地点、单位名称、伤亡人数、事故原因)。

5．3．6．2区域职业危害风险等级

将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风险等级，在地图数据上进行动态显示，为分类管

理和重点监控提供辅助决策。

5．3．6．3区域职业危害监管力量

+将各行政区域的职业危害监管力量(如监管人数)，在地图数据上进行动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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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信息模块包括：

(1)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数据库；

(2)职业卫生标准和技术规范数据库；

(3)职业卫生专家(分类显示，如国家级、省级、市级)；

(4)案例分析(职业危害事故案例、职业病防治技术措施案例等)。

5．3．8系统管理
’

系统管理包括：

(1)用户注册与审核；

(2)系统账户管理；

(3)帐户权限管理；

(4)数据维护。

5．3．9帮助

系统帮助模块包括：

(1)系统培训手册；

(2)模拟系统；

(3)客户反馈信息；

(4)系统信息。

5．4系统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是系统实现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现有权限管理方法都是基于某一

指定应用系统的。独立的应用系统在开发时都必须开发出单独的权限管理功能。

且不同的权限管理方案造成了不同应用系统之间权限管理模块不能通用的问题。

权限管理是系统实现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现有权限管理方法都是基于某一

指定应用系统的。独立的应用系统在开发时都必须开发出单独的权限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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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同的权限管理方案造成了不同应用系统之间权限管理模块不能通用的问题。

5．4．1权限分配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用户(users)：用户就是一个可以独立访问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或者用数据

表示的其它资源的主体。用户由系统程序生成，并由一个唯一的UserID号进行

标识。 ‘一

权限(Functions)：权限是系统对用户使用系统中的数据或者用数据表示的

其它资源进行访问的许可，是系统对用户进行授权使用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的授权

单位。常用的有基于模块级别与基于按钮操作两种。

用户组(Groups)：用户组是一组相关权限的集合。通常一个用户组代表一

个组织或任务中的工作或位置。每个用户组在系统中也是由一个唯一用户组编号

来标识。

用户指定：用户指定是Users与研oups之间的一个二元关系，用(u，r)

来表示用户u被委派了一个用户组r。通常UserS与Groups之间是一种多对多的

关系，一个用户可以拥有多个不同的用户组。

·‘权限分配：权限分配是Groups与Functions之间的一个二元关系，用(r，f)

来表示用户组r拥有一个权限f。同样Groups与Functions之间是一种多对多的

关系，。-个用户组可以拥有多个权限；同一权限也可分配给多个用户组。

会话(Session}：会话是指同一客体事物在进行加工处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

权限的一个独立的时序流。如职业危害系统中对同一条职业危害信息所进行的

“填表”、“审查”、“复核”、“申报”等权限为一个会话。

权限冲突(Conflict)：权限冲突是指多个用户拥有不允许对同一会话所进行

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控操作集合。

权限冲突集(ConniCt Set，CS)：权限冲突集是指同一会话中具有权限冲突

性质的权限所构成的集合。

5．4．2权限分级管理

权限管理内容应该满足既可集中管理，也可分散管理的目标。权限管理由系

统管理员集中管理，系统管理员工作负担过大，很难对所有岗位的分工都有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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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体的了解，因此对权限做出标准细致的划分比较困难，对于大型的信息系统

适合于把一部分设置权限的权力交由一些比较高级的用户组来进行，有利于各部

门细致协调的工作。但目前大多权限管理根据用户的职务级别进行管理，领导可

以查看任何下属的工作，甚至对不属职工所做的工作可以直接干预，这样在某些

应用领域违背了相互制约、互相牵制的作用，从而导致领导的操作权限大于一切，

从而容易引发系统的安全隐患。权限分级管理是将系统管理员对于所有权限的管

理进行拆分，根据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功能进行权限子集的划分，并将权限子集的

控制权交由低级超级用户进行分配与管理，这就是权限的分级管理。这样可以有

效地防止出现权限漏洞使一些高级用户权限过大的现象，这与实际情况是一致

的。 ．

5．4．3权限分配实现策略

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大型的分布式数据资源管理系统，它包括信息量巨大以

及不同程度的信息敏感度的各种有访问需求的用户，因此权限安全管理非常复

杂。本文所述的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分配和取消用户组所拥有的权限来完成用户权

限的授予和取消，将重点放在如何快速准确地分配用户组权限操作上，在此基础

之上实现权限的分布式管理。系统管理人员根据需要定义各种权限冲突集，并在

此基础上定义相应的用户组，设置合适的访问权限；用户则根据其责任和资历再

被指派为不同的用户组。这样，整个访问控制过程就分成两个关联的部分，即访

问权限与用户组相关联，用户组再与用户关联，从而实现了用户与访问权限的逻

辑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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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用户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某个特殊用户授权可以对即使是具有

冲突性的权限集合也可进行操作，在此情况下，可以将相应的权限直接赋予某一

特定用户组的用户，从而使居于该用户组的用户可以直接操作具有冲突特性的权

限集合，如图5．8所示。这就是“最大可满足特权策略”。

权限集合
’

． 冲突集C

(e)

用户组集合

(b)

(d)

图5．8有关冲突权限的定义

Fig．5．8 Denifition 0f relatitive connict acc髓s

在图5．8可以看出对于权限A，B以及冲突集C共有5种分配类型，(a)中

只包括权限A或权限B，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类型，(b)则包含了冲突集C，而由

于冲突集C中包括权限A和B，因此在操作过程中，禁止对同一会话进行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权限操作：(c)则意味着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让该用户组在同

一会话中拥有冲突集不允许的操作；因此对于这种授权必须严格进行控制；对于

(d)，(e)则由于其中包含了冲突C，根据“最大安全分配策略”因此，即使系统管

理人员将权限A或B分配给该用户组，系统将自动把这个用户组定义等同于(b)。

权限分配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权限的划分，将相关系统管理的基本

单元进行相关定义，其中根据相关的要求对冲突集进行定义。在本应用系统中采

用了基于模块级的权限管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象属性等其他一些辅助性的说

明，权限通过对象来进行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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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定义用户组，以规定对系统功能模块的执行权力。将相关用户组

对系统功能模块的执行权力分配好后，再配合许可访问和用户鉴别机制，系统的

安全性就能够得到足够地保证。为此，可以采用分级管理，按照下属单位所具有

的权限功能相对独立的群体进行划分，将系统功能模块组织成树型结构，形成一

棵“权限树”，其中“权限树”的每一节点对应一组权限，不同节点之间不存在交叉

引用，但两个不同的权限群体可能包括同一权限。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用户组的

分配操作，对用户、用户组和功能模块进行建模。因此，在具体的应用系统中，

用户所拥有的权限如图5．9所示。

图5．9权限树分析图

Fig．5．9 Access tfee锄alysis

为实现权限管理，在数据库用户表AdlIlinefList，其中字段AdIIlinerID为用

户名，每个系统用户都有这个唯一的标识符。字段AdminDistrictCode表示该用

户所属的行政区划。字段Type表示该用户所属的级别：Type=1表示省级、Type=2

表示市级、Type=3表示县区级，Type=4表示国家级。字段i￡Admission表示用户

是否有效：ifAdmission=0表示无效、i￡Admission表示有效。字段IfAdmin表示

用户的类型：IfAdmin=0是普通用户，m蜘武n=1是管理员用户。逻辑关系列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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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束语

第6章结束语

6．1研究结论

本文是在以国家科研题目为背景下开发基于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

上完成的，包括了从在数据收集、整理，系统分析与结构设计，数据库设计，硬

件系统搭建，软件系统配置，系统程序设计等方面的工作。职业危害监管信息系

统数据量大，对系统要求高，本系统融合了ASP技术、GIS技术、．N】玎技术、

数据库技术等多种技术，应用了Ⅵsual Studi02005、MapXtreme2005、

SQLServer2000等应用软件和系统开发平台。 ．

6．2论文改进和对以后工作的展望
‘

(1)在原系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系统的功能。 ～

(2)由于系统所管理的数据为，数据量大，传输时对网络要求较高。目前本

系统对数据的处理全部集中在服务器端，客户端仅仅负责处理结果的显示，客户

端和服务器端的负担十分不平衡。对于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虽然本系统采用了

缓存技术以及从数据库的设计上来提高系统的效率，但是如果能够增强客户端处

理空间数据能力，减少冗余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则系统的性能将可以进一步得

以提高。设计更加合理的系统体系结构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3)本系统将提升我国各级部门职业危害监管能力，并有利于各级企业的职

业危害管理工作。使职业危害工作系统化、信息化，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由

于作者水平有限，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有待于提高，文中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老师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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