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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3 年第 12 期（总第 114 期）

六安市卫健委应急办主办

六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承办 2023 年 12 月 12 日

2023 年 12 月份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报告

一、近期概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2023 年 11 月份全市报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 4 起，累计发病 226 人，无死亡。其中流感疫情

2起、水痘疫情 1 起、其他感染性腹泻疫情 1 起，均为未分级事件。

二、风险评估结果及建议

（一）特别关注事件

无

（二）重点关注事件

1.流感

2023 年 11 月，全市报告流感病例 1983 例，较上月（379 例）上升

423.2%、较去年同期（275 例）上升 621.1%。第 44 周-48 周（10 月 30

日-12 月 3 日）全市哨点医院通过“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报告流感

样病例（ILI）2703 例，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比例（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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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15%，较上月（4.67%）上升 3.48%。全市哨点医院共采集流感样病

例标本 465 份，检测出阳性标本数 187 份（均为 A型 H3N2 亚型），阳

性占比 40.22%。

趋势研判：根据全市流感监测结果，当前我市处于流感冬春高峰流

行期，流感病毒活动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以 A 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

为主。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市流感仍将维持较高流行水平，流感样病

例报告数仍将处于高位，学校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发生风险增加。

对策与建议：（1）落实与教育等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学校要认

真全面落实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指导学校做好流感防控工

作。（2）各级医疗机构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

相关准备工作，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增强病例发现报告意识，及时发现

病例，强化病例救治，对高危病例尽早使用有效抗病毒药物，减少重症

和死亡。（3）各流感监测单位要继续做好流感监测工作，实时掌握辖

区内流感流行态势，做好疫情研判。辖区内一旦出现流感样病例暴发疫

情，应按照相关方案的要求，及时规范处置疫情。（4）各地要通过主

流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健康讲堂等多种方式向公众传递流感防控

知识，提高公众的自我防病意识和防护水平。

2.肺炎支原体感染

2023年 11月（第 44周-第 48 周），全市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医

院累计报告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 1755例（其中 44周报告 356 例、45

周 439 例、46 周 327 例、47 周 348 例、48 周 285 例），较 10 月份上升

47.98%（1186例）。按照发病人群来看，5 岁及以下儿童发病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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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报告 802 例（占 45.7%）。 病例类型主要以住院病例为主，累计报

告 1179 例（占 67.18%）。

趋势研判：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市肺炎支原体感染仍处于较

高水平，但形势总体平稳。

对策与建议：（1）持续做好肺炎支原体感染监测工作，动态掌握

肺炎支原体流行趋势。（2）强化肺炎支原体相关医疗资源的统筹调配，

确保能够满足群众就医需求。（3）强化联防联控机制，卫生、教育等

部门应加强协作，做好学生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4）加强外环境

消毒，保持重点场所环境卫生，学校教室、托幼机构以及养老院等重点

场所要注意室内通风、保持空气新鲜。（5）持续强化健康科普宣教工

作，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媒体做好健康教育和宣传引导，及时、准确、

客观发布疫情及防控工作信息，同时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问题，减少

社会紧张情绪。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我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报告情况

2023 年 11 月，我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12 例，较上月（47

例）下降 74.5%。

新冠病毒监测情况

2023 年第 45-48 周（11 月 6 日-12 月 3 日）哨点医院 ILI 病例核酸

或抗原检测分周阳性率分别为 3.85%、0%、0%和 0%，监测指标维持在较

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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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研判：近期我市新冠网报病例数和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率等指标均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来看目前全市疫情仍保持零星散发状

态，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我市本土疫情主要流行株仍然为新冠病

毒 XBB 变异株。

对策与建议：（1）持续开展疫情动态监测预警。继续做好病例报

告、哨点医院、病毒变异等相关监测工作，密切跟踪国内外疫情形式变

化，一旦发现预警信号，依规采取必要的应急防控措施。（2）加强重

点机构重点人群防控。各地要加强养老、托幼、学校、社会福利等机构

以及人群聚集、空间密闭型场所防控，督促做好日常防护和健康监测，

同时加强 65岁以上老年人等脆弱人群分类分级健康服务和管理。（3）

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按照相关方案要求，对老年人、患有

较严重基础疾病人群等重点人群实施针对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在新冠

病毒 XBB 变异株流行期间，重点是今年秋冬季，优先推荐接种含 XBB 变

异株抗原成分的疫苗。（4）加强医疗救治应对准备。做好医疗资源统

筹调配，动态监测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物资供应情况，

加强相关救治药品的储备保障。（5）持续强化健康科普宣教工作。要

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媒体做好健康教育和宣传引导，及时、准确、客观发

布疫情及防控工作信息，引导公众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良好

卫生习惯，并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2.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2023 年 1 月 1日-12 月 10 日，我市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疫情 2起，

均为未分级事件，疫情发生在学校和托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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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研判：根据我市诺如病毒感染流行特点，12月为诺如病毒感染

性腹泻的高发季节，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暴发疫情的风险较

高。

对策与建议：（1）各县区卫生健康部门应主动加强与教育机构、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沟通协调，加强联防联控，及时通报信息。（2）学

校、托幼机构要严格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制度，同时在流行季节

加强对教师、保健人员的培训工作，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及早通知监护人

实施隔离治疗，并做好呕吐物、粪便的消毒工作。（3）医疗机构应加

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敏感性和上报意识，做好病例救治、隔离

和感染控制。（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需加强疫情监测和分析，及早发

现聚集性和暴发疫情苗头，及时、完整地开展现场调查，查明传染源和

传播途径。（5）各地需进一步做好诺如病毒感染的健康宣教工作，提

高公众、社区和集体单位的防控意识，倡导养成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

3.流行性出血热

2023 年 1 月-11 月，全市共计报告流行性出血热病例 8 例,其中临

床诊断病例 2 例、确诊病例 6例，总报告病例数较去年同期（5例）上

升 60%；无死亡病例。

2023 年 1-11 月，我市未报告流行性出血热聚集性或暴发疫情。

趋势研判：根据既往我市流行性出血热流行特征，每年的 10月-次

年 1 月为发病高峰期，预计 12月份我市山区和丘陵地区报告病例数可

能增加，且不排除出现聚集性疫情和死亡病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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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流行性出血热防

控工作，加强流行季流行性出血热疫苗接种的推广工作，加大宣传，做

好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跟进工作。（2）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规范医务

人员诊断和治疗行为，强化医务人员培训，做好流行性出血热病例的诊

疗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3）继续广泛开展防鼠灭鼠

工作，做好鼠密度监测，降低鼠密度，从源头上减少群众接触传播的风

险。（4）疾控机构应及时对辖区报告的出血热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追溯可能的感染来源，查明病例的传播途径，出现聚集性病例或暴发疫

情时，适时开展应急监测和宿主动物及传播媒介的调查工作。（5）充

分利用电视、网络、微信等多种方式，宣传流行性出血热的防病知识，

提高公众自我防护和就医意识，不直接用手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不坐

卧草堆，在野外工作时，要穿袜子，扎紧裤腿、袖口，以防螨类叮咬。

4.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

2023 年 1-11 月，我市累计报告 1 例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例，

为因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排气中毒病例。

趋势研判：冬季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高发季节，随着气温的进一

步下降，公众取暖需求增加，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风险增加。

对策与建议：（1）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对一氧化碳中毒病例

的救治，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2）疾控机构要做好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的调查处置和报告工作。（3）各地要强化对辖区居民冬季非职业性

一氧化碳中毒的健康教育工作，利用多媒体等方式开展防控知识宣传，

使公众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并提高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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