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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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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

202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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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月份全市无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及相关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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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

2025 年 2月全市共报告肺结核病例 140 例，较上月（128 例）上升

9.4%，较去年同期（93例）上升 50.5%。报告的病例中男性 109 例、女

性 31 例，男女性别比为 3.5:1；病例以农民为主，共 103 例（占 73.6%）；

病例主要集中在 50-80 岁中老年人，共 93例（占 66.4%）；报告病例数

居前三位的县区分别为霍邱县（45例、占 32.1%）、舒城县（31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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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和金安区（27例、占 19.3%）。

趋势研判：根据既往结核病流行特征，3月报告结核病病例数可能

进一步增多，学校等集体单位出现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增加。

对策与建议：（1）各地教育和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要重视结核

病防控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强化两部门联防联控和信息沟通机制。（2）

医疗机构要强化医务人员培训，做好肺结核和疑似肺结核的病例报告和

治疗管理工作，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工作。（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

强结核病监测，及时开展学校等聚集场所疫情处置，防止疫情扩散，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开展风险评估。（4）相关单位要结合 3.24 世界结核病

防治日，大力进行结核病防控知识的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推动无结核

社区建设，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流感

2025 年 2月，全市报告流感病例 2773 例，较上月（5877 例）下降

52.8%、较去年同期（1687 例）上升 64.4%。2025 年第 6 周-9 周（2025

年 2月 3 日-2025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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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例，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就诊

总数比例（ILI%）为 4.36%，较上月(6.87%)下降 2.51%。全市哨点医院

共采集流感样病例标本 370 份，检测出阳性标本数 77份（其中 76 份为

甲型 H1N1 亚型，1份为 B型 Victoria 系），阳性占比 20.81%。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流感监测结果，当前流感病毒活动水平下降，

3月流感病例报告数可能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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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1）各流感监测单位要继续做好流感监测工作，提

高监测工作质量，实时掌握辖区内流感流行态势，做好疫情预警研判，

为流感防控提供指导。（2）各地继续做好学校等重点场所的流感暴发

疫情监测，辖区内一旦发生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疾控机构要按照有关

方案的要求，及时规范开展疫情处置、标本采集与检测等工作，严防疫

情进一步扩散。（3）各地继续开展流感防控知识宣传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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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2025 年 2月全市共报告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 566 例，较上月（367

例）上升 54.2%，较去年同期（242 例）上升 133.9%。报告的病例中男

性 306 例、女性 260 例，男女性别比为 1.2:1；病例以农民为主，共 283

例（占 50%）、其次为散居儿童，共 136 例（占 24%）；报告病例数居

前三位的县区分别为裕安区（203 例、占 35.9%）、霍邱县（133 例、占

23.5%）和金寨县（66例、占 11.7%）。

2025 年 2月 1日-28 日，我市无诺如病毒感染暴发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为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行季节，

3月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诺如病毒胃肠炎聚集性/暴发疫情

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对策与建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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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防联控，做好信息互通。（2）

学校、托幼机构日常严格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制度，加强学校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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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饮水卫生管理，如出现疑似病例，应引导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课，

同时做好呕吐包等消毒物资储备。（3）医疗机构做好病例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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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机构做好疫情监测，一旦出现暴发疫情，

及时赶赴现场，规范开展疫情处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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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