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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4 年第 5 期（总第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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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

202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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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全市报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报告 1 起，为未分级事件，发病 25 人，为诺如病

毒感染暴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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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2024 年 4月，全市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病例 42

例，报告病例数较上个月（1例）增加 41例，较去年同期（22例）上

升 90.9%。2024 年 1-4 月我市无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聚集性疫情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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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研判：根据既往我市 SFTS 流行特征，5-7 月为 SFTS 的高发期，

预计 5 月份我市 SFTS 报告病例数快速增长，达春夏季发病高峰，且不

排除 SFTS 高发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和死亡病例的风险。

对策与建议：（1）全市各地应加强各级医疗机构人员的 SFTS 诊疗

技术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该病发现的敏感性及临床救治能力，着力增

强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早期识别与转诊意识；特别是村卫生室、乡

镇卫生院一律不得截留疑似 SFTS 的病人，发现此类病人应主动询问流

行病学史，采集病例标本送属地疾控机构或第三方进行检测，并及时转

诊至市级及以上定点医院，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间。（2）定点医疗机

构应提前做好 SFTS 病例的诊疗、药物和重症救治资源的准备，对于收

治的 SFTS 病人需做好重症的早期识别，以及时采取对症治疗，降低病

死率；同时要加强院感防控工作，医务人员和陪护人员应采取个人防护

措施，病例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及被其污染环境和物品等要进行严

格消毒处理，严防出现院内感染。（3）各地要按照中疾控下发的《发

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防控技术指南（2024 版）》（中疾控传防发

[2024]47 号）要求，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似或确诊病例应于 24小时

内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进行网络直报；聚集性病例一经确认后，应于 2

小时内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并根据

事件进展及时上传进程和结案报告。（4）疾控机构对发现的 SFTS 病例，

应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详细的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追溯可能的感

染来源，查明病例的传播途径，同时填写《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个

案调查表》；出现聚集性疫情时，应注意病例之间关联，判定是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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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间传播，及时排查相关接触人员，适时开展宿主动物及传播媒介的

调查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5）各地要继续强化 SFTS 健康教育

工作，创新健康教育方法，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宣教活动，特别是指导高

发地区的高危人群减少蜱的接触暴露，做好野外作业个人防护（如穿长

袖衣裤和胶鞋，裸露部位喷驱避剂），提高 SFTS 高发地区公众蜱传疾

病知识的知晓率和自我保护意识，降低发病水平。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手足口病

2024 年 4月全市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113 例，较上月（28例）上

升 303.57%，较去年同期（38例）上升 197.37%，4 月无重症、死亡病

例报告。报告的病例中男性 63例、女性 50 例，男女性别比为 1.26:1；

病例以幼托儿童为主、共 66例（占 58.4%）,其次为散居儿童、共 26

例（占 23.0%）；病例主要集中在 5 岁及以下儿童，共 76例（占 67.3%）。

2024 年 4 月我市无手足口病暴发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既往手足口病流行特征，5月报告手足口病病

例数可能进一步增多，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聚集性/暴发疫

情的风险增加。

对策与建议：（1）各县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重视手足口病防控

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强化与教育部门等联防联控机制。（2）医疗机

构要强化医务人员培训，做好病例救治工作，切实降低重症率、病死率，

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工作。（3）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要加强手足口病监测和分析，进一步规范标本采集和数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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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工作，做好辖区内重症和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检测工作，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适时开展风险评估。（4）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需按照《手足口病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处置工作规范（2012 版）》要求，

及时开展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处置工作，防止疫情扩散。（5）加强健康

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宣传海报、视频和微信等方式，加强疫苗接种宣传，

在幼儿园等重点场所宣传手足口病的预防知识，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

2.百日咳

2024 年 4月全市共报告百日咳病例 248 例，无死亡病例报告。发病

数较上月（85例）上升 191.76%，发病主要集中在 5-9 岁组和 1-4 岁组

的儿童，病例人群分类主要为学生和幼托儿童。2024 年 4 月我市无百日

咳暴发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现阶段大部分百日咳病例表现为无症状或不典型症状，

这部分患者不易被发现而导致疫情传播。根据我市的百日咳流行规律，

预测 5 月全市百日咳发病不排除继续升高的可能性，整体发病水平高于

去年同期。

对策与建议：（1）加强疫苗接种工作，及时、全程接种百日咳疫

苗是预防百日咳、降低小年龄组儿童感染和重症风险最为有效的措施。

（2）强化百日咳监测工作，疾控机构需做好百日咳常规监测工作，及

时开展相应风险评估，早期识别聚集性或暴发疫情风险。（3）针对不

同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防病意识，强调出现阵发性

痉挛性咳嗽、超过两周以上的原因不明的咳嗽时，应在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至正规医院进行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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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霍乱

2024 年 1月 1日-5 月 10 日，我市无霍乱病例报告。

趋势研判：随着气温逐渐升高，5月开始进入霍乱流行季节，不排

除出现霍乱病例报告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各级医疗机构仍需规范开展肠道门诊工作，切

实做到“逢泻必登、逢疑必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

治疗”病例。（2）疾控机构继续做好肠道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尤其是

甲鱼等水产品和外环境霍乱弧菌的监测工作，并根据结果适时开展风险

评估。（3）一旦出现霍乱疫情，疾控机构需按照《霍乱防治手册（2012

版）》要求，及时做好调查和处置，防止疫情扩散。（4）各地需继续

加强对霍乱等细菌性肠道传染病的健康宣传工作，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

饮食卫生习惯，提高公众自我防病意识和就诊意识。

4.布鲁氏菌病

2024 年 4月，我市累计报告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病例

3例，报告病例数与上个月（3 例）持平，较去年同期（6例）下降 50%，

无死亡。2024 年 4月，我市无布病暴发/聚集性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我市既往人间布病流行特征显示，3-7 月为布病发病的

高发季节，预计 5月报告发病数仍将处于较高水平，人间布病发病仍以

散发为主，但不排除发生布病暴发/聚集性疫情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进一步强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议各县区卫生健

康和农牧部门联合组织会商会议，互相通报疫情情况和防控工作进展情

况，开展人畜间布病疫情风险评估，协商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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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各地加强动物检疫、牛羊交易、屠宰、肉制品市场流通等各

环节监管，对一类地区跨省运输的牛羊开展布病免疫抗体水平强制性检

测；（3）按照《安徽省布鲁氏菌病监测工作方案（2018 版）》要求，

疾控机构继续做好人间布病疫情监测工作，对报告的布病病例及时开展

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做好环境消杀工作；一旦发生暴发/聚集性疫情，

应联合当地动物疫控机构共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置工作，防止疫情

蔓延；（4）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对布病的诊疗水

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按照《布鲁氏菌病诊疗方案》要求，

遵循“早期、联合、足量、足疗程”用药原则及时规范治疗，避免慢性

化损害；（5）充分利用多媒体、健康讲座、大喇叭和宣传单等形式积

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针对布病高危人群尤其是从事养殖、屠宰、加工

等与牲畜及畜产品有接触的农民群体，广泛开展预防布病知识的普及，

提高群众主动防护及就诊意识。

5.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2024 年 4 月，我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79 例，较上月（345

例）下降 77.1%。

新冠病毒监测情况

2024 年 4月，全市共报告 12份标本新冠病毒变异株分型监测结果，

均为 BA.2.86 分支 JN.1 型。2024 年第 14 周-17 周（4 月 1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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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9.68%、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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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研判：当前，我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已过高峰并下降至较低水平，综合我市多渠道监

测数据，考虑变异株监测情况、五一假期人员流动等因素，预计 5月份

全市新冠疫情仍继续下降，但降速可能趋缓。

对策与建议：（1）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持续落实病例

报告、哨点医院、病毒变异等新冠多渠道监测，动态分析疫情趋势，开

展风险评估及预警，重点加强变异株监测，有效、及时发现具有公共卫

生意义的变异株，分析其生物学特征和对疫情影响。（2）抓好重点场

所疫情防控。加强托幼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等集体单位疫情监测和报

告，及时发现并处置托幼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可能发

生的聚集性疫情，及早发现、治疗病例。（3）持续做好疫苗接种。继

续推进为基础性疾病患者、老年人群等高风险人群接种含 XBB 成分新冠

疫苗工作，尽可能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4）积极开展健康宣教

工作。加强人群健康教育，重点宣传戴口罩、勤洗手、室内通风换气、

物品消毒等核心信息，提高个人新冠病毒感染防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