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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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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2 月 7 日

2024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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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份全市报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 1 起，为流行性感冒疫情，发病 66 人，为未分级

事件。无较大及以上级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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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流感

2024 年 1 月，全市报告流感病例 3157 例，较上月（4452 例）下降

29.1%、较去年同期（125 例）上升 2425.6%。第 1周-4 周（1 月 1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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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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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例，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比例（ILI%）为

10.62%，较上月（12.07%）下降 1.45%。全市 3家网络实验室共检测流

感样病例标本 438 份，185 份检测阳性，阳性率 42.24%，低于上个月

（53.32%）。阳性标本中，49份为 A型 H3N2 亚型（占 26.49%），136

份为 B 型 Victoria 系（占 73.51%）。1月份全市报告流感样病例暴发

疫情 5 起，高于上个月（3起）。

按照监测周次看，1月份（第 1周-第 4 周）全市 ILI%分别为 10.76%、

10.31%、10.78%、10.64%；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58.33%、44.07%、

42.03%、31.17%。全市 ILI%和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趋势研判：根据全市流感监测结果，当前我市仍处于流感冬春季流

行期，以 B 型 Victoria 系为主，A 型 H3N2 亚型共同流行。但流感病毒

活动水平近期呈持续下降趋势，且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放寒假，预计未

来一段时间报告病例可能较少，流感暴发疫情数量可能下降。

对策与建议：（1）流感监测哨点医院、网络实验室要继续按照《全

国流感监测技术指南（2017 版）》的要求，加强辖区内流感样病例和病

原学监测工作。（2）一旦发生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疾控机构按照《流

感样病例暴发疫情处置指南》的要求，及时规范开展疫情处置、标本采

集与检测等工作。（3）医疗机构要加强流感样病例的早期识别，同时

要做好流感抗病毒药物、耗材等物资的储备，有效应对流感样病例的救

治工作，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4）加强健康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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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微信公众号发布等方式广泛宣传流感防控知识，提高公众的自我防

病意识。

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我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报告情况

2024 年 1 月，我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29例，较上月（6 例）

上升 383.33%。

新冠病毒监测情况

2024 年第 1-4 周（1 月 1日-1 月 28 日）哨点医院 ILI 病例核酸或

抗原检测分周阳性率分别为 0%、7.14%、3.03、0%，监测指标维持在较

低水平。

趋势研判：当前我市新冠疫情仍处于零星散发态势，近期医疗机构

报告病例数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疫情形势总体平稳；目前我市本土疫

情主要流行株仍为新冠病毒 XBB 变异株，但后续存在 JN.1 变异株成为

我市优势流行株的可能；随着春运和春节假期临近，人员规模性流动和

聚集增加，且受 JN.1 变异株持续输入和人群免疫水平下降等影响，新

冠疫情可能在春节前后出现一波小高峰。

对策与建议：（1）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工作。继续做好病例监测、

新冠哨点监测、病毒变异监测、城市污水监测以及变异株监测等工作，

要密切关注 JN.1 变异株的检出情况，一旦检出应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并分析其传播力和致病力情况，同时动态评估疫情形势变化，必要时

采取应急防控措施。（2）做好医疗救治工作。要充实门急诊、儿科、

呼吸、重症等医疗力量，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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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诊室要保持应开尽开，同时要加强新冠相关诊疗救治培训，提高医生

早期识别重症和科学用药的能力。（3）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养老

院、社会福利院等重点机构应持续做好症状监测工作，一旦出现发热等

症状病例增多时，应及时向属地疾控机构报告，经核实确有聚集性疫情

发生时，要平衡好疫情处置和正常生活秩序的关系，做好科学处置。（4）

持续开展公众健康宣教。广泛开展新冠防控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

公众继续保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尤其是老年人、

孕妇、免疫功能缺陷者等重点人群或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场所时。

3.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2023 年我市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疫情 3起，均为未分级事件，疫情

发生在学校和托幼机构。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行特点，2 月仍为我市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行的高发季节，但随着学校放假、春节假期到来，

因外出就餐或家庭聚餐引起的聚集性/暴发疫情可能有所增加。

对策与建议：（1）医疗机构积极做好病例救治工作，提高敏感性

和上报意识，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工作。（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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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规范开展现场

调查。（3）各地需加强做好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健康宣教工作，尤

其是春节期间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加强自我防护意识。（4）强化

食品、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管力度，严防食源性、水源性诺如病毒感染性

腹泻暴发疫情。

4.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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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我市共报告水痘病例 301 例，无死亡病例报告。发病

数较上月（384 例）下降 21.6%，较去年同期（35例）上升 760.0%。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的水痘流行规律，预计 2月全市水痘发病水平

较上月下降，但高于去年同期发病水平。

对策与建议：（1）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水痘最为

有效的措施。（2）利用多种宣传平台广泛科普水痘防控知识，提醒水

痘患者需居家隔离至全部皮疹结痂干燥不具传染性为止。增强居民自我

防护能力。

5.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

2024 年 1 月，我市累计报告 12例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例，其

中因使用煤、木炭、秸秆等燃料取暖或煤、木炭火锅使用不当导致中毒

病例 10例；其他原因导致的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例 2 例。

趋势研判：冬季为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高发季节，随着春节

将至，聚餐和取暖需求增加，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风险增

加。

对策与建议：（1）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医务人员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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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好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调查处置和报告工作。（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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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