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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5 年第 6 期（总第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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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

202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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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全市报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 3 起，共报告发病 54人，均为未分级事件。其中，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疫情 2起，发病 4 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疫情

1起，发病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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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5月，全市共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病例

121 例，报告病例数较上月（34例）上升 255.9%，较去年同期（71例）

上升70.4%。报告的病例中男性40例、女性81例，男女性别比为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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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共 105 例（占 86.8%）；病例主要集中在金寨县

（36例）、金安区（26例）、裕安区（24例）和舒城县（17例），共

计报告 103 例，占 85.1%。2025 年 5 月全市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

征聚集性疫情 2 起。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特征，5-7 月为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高发期，5月报告的病例数显著高于上月，

较去年同期呈小幅上升趋势，且出现死亡病例。预计 6月我市发热伴血

小板减少综合征报告病例数可能进一步增加，且不排除出现聚集性疫情

和死亡病例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全市各地要按照《六安市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征三类风险区综合防治实施方案》要求，继续高度重视 SFTS 的防控

工作，对各类风险区域要因地施策，切实落实疫情监测、调查处置、医

疗救治、健康教育等各项防控措施。（2）各地医疗机构应提高医护人

员对该病发现的敏感性及临床救治能力，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发生，

同时医护人员和陪护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在标准防护的基础上强化接

触防护，严防出现院内感染。（3）严格病例出院标准，对本病未愈而

自行申请出院者应进行劝阻，对病例家属进行潜在风险书面告知，同时

及时通报病例属地疾控，为返乡病例提供消毒卫生技术指导，规范处理

返乡后死亡病例尸体，避免人人传播疫情发生。（4）各地疾控机构持

续加强对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例及媒介监测工作，做好动态风险

研判及报告，对辖区报告的发热伴病例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溯可

能的感染来源，及时落实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5）发热伴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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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减少综合征高发地区应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可结合实际开发通俗

易懂的方言版防控知识短视频、广播剧等宣传产品，通过“大喇叭+新

媒体”进行立体化传播，普及卫生防病知识，特别是指导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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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部位喷涂驱避剂。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新冠病毒感染

（1）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2025 年 5月（18-22 周）全市共报告 317 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较上

月(71 例)上升 346.5%，当月每周报告病例数依次为 32 例、36 例、57

例、90 例和 102 例。

（2）新冠病毒监测情况

2025 年 5月我市三家哨点医院共送检 371 份流感样病例样本，其中

新冠病毒阳性 55 份，阳性率为 14.82%，较上月（6.87%）上升 7.95 个

百分点。当月每周阳性率依次为 13.4%、17.9%、8.6%、16.7%、16.7%。

2025 年 5月全市共报告 18份新冠病毒变异株分型监测结果，18份

均为 NB.1（XDV 分支）。

趋势研判：多渠道监测显示，全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现已达阶段高

点，预计后续可能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对策与建议：（1）疾控机构继续做好新冠病毒变异、哨点医院等

多渠道监测工作，实时掌握疫情变化态势，重点做好变异株监测，针对

新出现的变异株及时开展流调掌握其致病力、传播力等变化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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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学校、托幼机构做好师生健康监测工

作，落实晨（午）检、病例报告管理、通风消毒等措施，严防校园聚集

性疫情；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要做好日常防护和健康监测。（3）

积极开展健康宣教工作，多渠道开展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宣传教育，

重点宣传科学戴口罩、勤洗手、室内通风换气、物品消毒等核心信息，

增强公众自我防护意识。

2.手足口病

2025 年 5月全市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93例，较上月（42例）上升

121.4%，较去年同期（472 例）下降 80.3%，无重症、死亡病例报告。

报告的病例中男性 57例、女性 36 例，男女性别比为 1.6:1；病例以幼

托儿童为主、共 59例（占 63.4%）；病例主要集中在 6岁及以下儿童，

共 70例（占 75.3%）。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手足口病既往流行特征，预计 6 月报告病例数

将进一步增多，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聚集性/暴发疫情的风

险仍然存在。

对策与建议：（1）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应持续加强与教育部门

联防联控和信息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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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院内感染控制工作。（3）疾控机构继续做好手足口病监测分析研

判，持续关注疫情动态变化，进一步规范病例个案调查、标本采集和数

据报送工作，做好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机构手足口病日常防控指导，

强化早发现、早处置和病例的规范管理。（4）加强健康教育，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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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宣传海报、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加强疫苗接种宣传，在托幼机构、学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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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痘

2025年5月全市共报告水痘病例280例，较上月（89例）上升214.6%，

较去年同期（144 例）上升 94.4%，无重症、死亡病例报告。报告的病

例中男性 158 例、女性 122 例，男女性别比为 1.3:1；病例以学生为主、

共 218 例（占 77.9%）；病例主要集中在 5-19 岁年龄组，共 228 例（占

81.4%）。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既往水痘流行特征，6 月报告水痘病例数可能

进一步增多，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暴发疫情的风险增加。

对策与建议：（1）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应重视水痘防控工作，

加强组织管理，强化与教育部门联防联控和信息沟通机制，重点落实托

幼机构、学校等集体单位的防控措施。（2）医疗机构需强化医务人员

培训，提升诊疗能力，有效降低重症率与病死率。（3）疾控机构要加

强监测分析，做好辖区内水痘暴发疫情的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4）

广泛开展公众健康教育，利用海报、视频、微信等多种形式普及水痘危

害与防治知识，加强水痘疫苗接种宣传，提升公众自我防护意识。

4.霍乱等细菌性肠道传染病

2025 年 1-5 月全市无霍乱病例报告。2025 年 5 月，全市报告其他

感染性腹泻病例 557 例，较上月（719 例）下降 22.5%，较去年同期（556

例）上升 0.2%；报告细菌性痢疾病例 8例，较上月（9 例）减少 1例，

较去年同期（12例）减少 4例；无伤寒/副伤寒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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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研判：根据既往细菌性肠道传染病的流行规律， 6月病例数可

能增加，不排除出现霍乱散发病例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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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机构持续做好肠道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尤其是甲鱼等

水产品霍乱弧菌监测工作，并适时开展风险评估。（3）一旦出现霍乱

疫情，疾控机构需按照霍乱防治手册要求，及时做好调查和处置，防止

疫情扩散。（4）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水产品监管工作，对辖区内经营

的外来水产品批发、零售摊贩/商户实施进购和销售登记，确保进购地

址、数量、产品类型详细，严格落实“索证索票”确保食品可溯源；同

时加强甲鱼、虾等水产品的抽检工作，确保及早发现潜在带菌水产品，

有效管控源头风险。（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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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2025 年 5月全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1 起（未达到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级别）。

趋势研判：6月气温逐渐升高、空气潮湿，为细菌等微生物的快速

繁殖创造了适宜条件，从而加大了食品受污染和腐败变质的可能性，同

时正值毒蘑菇生长的旺盛期，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可能进一步增多。

对策与建议：（1）市场监管部门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加大对餐

饮单位、农贸市场、食品加工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排查高风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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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凉拌菜、熟肉制品、自制饮品等）的储存、加工及卫生状况；严

厉打击非法销售野蘑菇的行为，强化市场准入管理，防止有毒野生菌流

入餐桌；对高风险场所（如街头摊点等）开展专项检查，降低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发生风险。（2）医疗机构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及时

识别聚集性病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3）疾控机构需强

化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部门协作，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卫健、市场监管、农业、林业等），一旦发现疑似食源性疾病聚集性

病例，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源头追溯。（4）强化健康教育，通过

多种渠道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醒公众在夏季特别注意生熟分开，避免

交叉污染等，强调“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6.高温中暑

2025 年 5月全市共报告 44例高温中暑病例，较上月（2 例）增加

42例，较去年同期（22例）上升 100%，无死亡病例报告。其中轻症中

暑病例 39例、占 88.6%，重症中暑病例共 5 例、占 11.4%。报告病例中

男性 33例、女性 11 例，男女性别比为 3:1；病例职业以农民为主，共

33例（75%）；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县区为裕安区、共 24例（占 54.5%），

其次是霍邱县、共 8 例（占 18.8%）。

趋势研判：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测，6 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增高，

部分地区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预计高温中暑病例数将进一步

增加。

对策与建议：（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高

温中暑防控和急救药品等物资的储备。（2）医疗卫生机构按照预案要



六安市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报告 2025 年第 6 期（总第 132 期）

8

求，加强高温中暑事件的监测、预警与报告，强化医护人员培训工作，

提高对高温中暑病例的救治能力。（3）加强对高温作业人群防护工作

的督导，用人单位需合理安排劳作时间，加强轮换作业，并供给高温作

业人员提供防暑降温用品。（4）广泛开展高温中暑相关知识健康宣教

工作，提醒公众外出时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提高公众的防护和急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