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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5 年第 1 期（总第 127 期）

六安市卫健委医疗卫生应急科主办

六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承办 2025 年 1 月 8 日

202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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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全市报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 4起，均为未分级事件，发病 101 人，均为诺如

病毒感染性腹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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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

2024 年 12 月，全市报告流感病例 3042 例，较上月（508 例）上升

498.8%、较去年同期（4452 例）下降 31.7%。第 49 周-52 周（12 月 2

日-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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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 例，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比例（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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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89%，较上月(3.78%)上升 4.11%。全市哨点医院共采集流感样病例

标本 477 份，检测出阳性标本数 188 份（均为甲型 H1N1 亚型），阳性

占比 39.4%。

趋势研判：根据全市流感监测结果，当前我市流感流行水平上升明

显，处于流感流行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市流感活动水平将继续增

强，一月中下旬到达流行高峰，以甲型 H1N1 亚型为主；学校和托幼机

构等集体单位发生流感暴发疫情的风险较高，但随着中小学陆续放寒假，

发生暴发疫情风险逐渐下降。

对策与建议：（1）加强流感监测预警。各地要继续做好流感监测

工作，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要确保监测质量；疾控机构需加强数据分

析利用，适时开展专题风险评估、趋势研判和预警预测。（2）提高暴

发疫情监测和处置的及时性。托幼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机构要

落实主体责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疾控机构加强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

的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3）统筹医院资源，规范开

展救治。要密切跟踪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医疗救治工作，及时根据

疫情变化，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配备充足的抗流感

病毒药物、解热镇痛等常用药物以及救治设备等，最大可能避免出现药

品物资短缺。（4）加强健康宣教。各地要主动加强与公众、媒体的风

险沟通，科学宣传流感以及新冠、肺炎支原体感染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知识，坚持多病共防。（5）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各地继续推

进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提高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率。

（三）一般关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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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2024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我市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

4起，均为未分级事件，累计发病 101 人，无死亡，疫情发生在托幼机

构和学校。

趋势研判：每年 10月到次年 3月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高发季节，

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场所是出现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的重点场所，

随着寒假将至，学校和托幼机构出现暴发疫情的风险有所下降，但需警

惕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餐饮机构等集体单位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对策与建议：（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应主

动加强与教育机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强化食品、饮用

水安全监督，共同制定防控方案，提高防控效果。（2）学校、托幼机

构要切实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制度，做好呕吐包等消毒物资储备，

同时在流行季节根据要求做好重点部位的预防性消毒工作。（3）医疗

机构积极做好病例救治工作，提高诊断和报告敏感性，做好病例救治、

隔离和感染控制，防止出现院内二次感染。（4）疾病控制机构需加强

疫情监测和分析，及早发现聚集性/暴发疫情苗头，适时进行疫情趋势

研判，规范开展疫情现场处置工作。（5）各地要加强健康宣教工作，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官方媒体开展诺如病毒相关防控知识，提高群众

防病意识。

2.人禽流感

2024 年 12 月，我市开展禽流感病毒外环境监测工作，共计采集环

境标本 12份，检出禽流感病毒阳性 9 份，阳性率为 75%。阳性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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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阳性 4 份、H9 阳性 3 份、H5+H6 混合阳性 2份。

趋势研判：人禽流感疫情全年均有可能发生，冬春季节是高发季节。

我国人禽流感病例仍以散发为主，病例暴露和感染模式仍以活禽经营市

场暴露或活禽接触为主。当前外环境中人禽流感病毒检出率较高，不排

除出现人禽流感散发病例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充分发挥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加强疾控、农业、

林业、市场等部门配合和信息沟通，共同做好人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

（2）加强不明原因肺炎和外环境监测工作，及时开展风险评估。一旦

发现疫情，及时有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溯感染来源和落实可疑暴露

人员管控等防控措施，严防疫情扩散。（3）医疗机构要加强医务人员

培训，增强人禽流感病例发现和报告意识，及时发现病例，强化病例救

治，尽早使用有效抗病毒药物，减少重症和死亡；同时做好检测试剂、

耗材、抗病毒药物等物资储备。（4）做好活禽市场卫生学监测与管理，

严格督促市场开办者和销售者落实活禽市场“1110”等措施，做好清洁、

消毒、休市等措施。（5）广泛开展人禽流感健康教育工作，指导公众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降低暴露风险。

3.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

2024 年 12 月，我市累计报告 19例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例。其

中因使用煤、木炭、秸秆等燃料取暖导致中毒病例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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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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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1）各级医疗卫生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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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