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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风险评估 
 

2023 年第 11 期（总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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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1 月 13 日 

 

 

202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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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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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流感 

2023年 10 月，全市报告流感病例 379例，较上月（243 例）上升

56%、较去年同期（695 例）下降 45.5%。第 40 周-43 周（10 月 2 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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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例，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比例（ILI%）为

4.67%，较上月（4.30%）上升 0.37%。全市哨点医院共采集流感样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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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272份，检测出阳性标本数 46 份（其中 A 型 H3N2 亚型 44 份、H1N1

型 1 份，B 型 Victoria 系 1份），阳性占比 16.91%。 

2023年 10 月，全市无流感聚集性/暴发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根据全市流感监测结果，目前我市流感病毒活动水平明

显呈上升态势，以 A 型 H3N2 亚型流感为主。根据既往流感流行特征，

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11月流感样病例报告数可能增多，学校流感样病

例暴发疫情数可能增加。 

对策与建议：（1）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与教育等部门的

联防联控机制，及时做好信息沟通。（2）托幼机构、学校等集体单位

要严格落实晨午检、因病缺勤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暴发疫情的早发

现、早报告。（3）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对流感样病例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做好流感抗病毒药物等物资储备。

（4）各流感监测单位要继续做好流感监测和风险研判工作，辖区内一

旦出现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应按照流感相关方案的要求，及时规范处

置，防止疫情扩散。（5）广泛开展流感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公众自我

防护水平。加强疫苗接种宣传力度，建议所有≥6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

人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人、儿童、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医务人

员等重点人群优先推荐接种。 

2.肺炎支原体感染 

2023 年 8-10 月，全市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医院累计报告肺炎支

原体感染病例 2723 例，较去年同期上升 120.7%（1234 例），其中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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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报告 791 例，较去年同期上升 71.2%；9 月份报 746 例，较去年同期

上升 91.8%；10 月份报告 1186 例，较去年同期上升 209.7%。  

趋势研判：根据全市肺炎支原体感染监测结果，目前我市肺炎支原

体活动水平呈上升态势。当前处于肺炎支原体流行期，11 月肺炎支原体

感染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可能继续增加。 

对策与建议：（1）各地需加强支原体肺炎相关医疗资源的统筹调

配，做好医疗药品及设施的储备，确保能够满足群众就医需求。（2）

托幼机构、学校等集体单位要严格落实学生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缺课登记

制度，做好学生健康监测，定期开展重点场所消毒工作。（3）积极开

展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公众科学认识肺炎支原体并主动做好个人防护，

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引导舆论。 

（三）一般关注事件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我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报告情况 

2023 年 10 月，我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47 例，较上月（102

例）下降 53.9%。 

新冠病毒监测情况  

2023年第 40-43周（10 月 2日-10 月 29 日）哨点医院 ILI病例核

酸或抗原检测分周阳性率分别为 0%、8.3%、0%和 4.0%；XBB 及其亚型变

异株仍是我市主要的流行毒株，其中 EG.5 变异株占比持续增加。 

趋势研判：近期我市新冠网报病例数和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率等指标均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来看目前全市疫情持续处于零星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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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对策与建议：（1）继续做好疫情监测预警工作。密切关注国内外

疫情形势变化，继续做好哨点医院、社区人群、病毒变异、城市污水等

相关监测工作。（2）强化医疗救治能力。各地应积极落实医学干预措

施，持续监测门诊、普通床位数和重症床位数等医疗负荷，根据实际情

况重点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配足配齐各类重症救治设备。（3）

加强疫苗接种工作。按照相关方案要求，对老年人、患有较严重基础疾

病人群等重点人群实施针对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在新冠病毒 XBB 变

异株流行期间，尤其是今年秋冬季，优先推荐接种含 XBB 变异株抗原

成分的疫苗。（4）持续做好健康宣教工作。通过新冠相关防控知识宣

传，积极引导公众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良好卫生习惯。 

2.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2023年 1月 1日-11月 12日，我市共报告诺如病毒感染疫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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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流行规律，11 月我市已进入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行季节，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暴发疫

情的风险较高。 

对策与建议：（1）卫生行政部门加强与教育机构、卫生监督、食

品药品监督部门沟通协调，加强联防联控，及时通报信息，提高防控效

果。（2）学校、托幼机构要严格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制度，发

现疑似病例要及早通知监护人实施隔离治疗，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

病例症状消失 72 小时后方可返校。（3）医疗机构应加强医务人员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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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作，提高敏感性和上报意识，做好病例救治、隔离和感染控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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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开展疫情趋势研判，规范疫情现场处置工作。（5）加大诺

如病毒相关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社区和集体单位的防控意

识，倡导养成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 

3.手足口病 

2023年 10 月全市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214 例，较上月（212 例）

上升 0.9%，较去年同期（199例）上升 7.5%。2023 年 10 月全市无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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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处于手足口病的

流行小高峰，预计 11 月报告病例数可能略有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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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医疗机构要强化医务人员培训，早期识别

和报告手足口病病例，加强病例救治工作，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

度，做好院内感染控制工作。（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监测和分

析，进一步规范标本采集和数据报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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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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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疫情扩散。（4）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充分利用海报、视频和微信

等多种方式宣传手足口病的预防知识，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 

4.恙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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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 月，我市共报告恙虫病病例 18 例，较上月（34例）下

降 47.1%，较去年同期（5例）上升 260%，无死亡病例报告。10 月，全

市无恙虫病聚集性/暴发疫情报告。 

趋势研判：根据我市恙虫病既往流行规律，预计 11 月份恙虫病发

病维持在较高水平，不排除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可能。 

对策与建议：（1）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医务人员发

现、识别恙虫病的能力，减少危重或死亡病例的发生。（2）流行地区

要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经常清除居住地、作业场所及道路两侧的杂

草、填平坑洼，降低环境中鼠类和恙螨密度。（3）加强重点人群宣教

工作。恙螨主要栖息在草丛或灌木，应避免在此类环境中坐卧休息或晾

晒衣被，如需进入此类地区需做好个人防护，应扎紧袖口、裤管口，衬

衣扎入裤腰内，减少恙螨的附着或叮咬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