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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积极加强

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疫情精准防控中的应用，通过广泛采集数

据、充分运用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和开放共享数据，在医疗

这个抗疫主战场之外建立起牢固的防火隔离墙，为疫情防控

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作出了巨大贡献。

2 大数据分析技术简述
数据分析中最常用的数据挖掘技术在各个领域获得了广

泛的应用，目前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类和聚类分析、异

常检测、关联规则分析、时间序列预测等技术的应用尤为成熟。

3 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
应用

3.1 构建疫情发生的预警机制

网络大数据对各种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可以起到及时的预

警作用。2008 年，Google 发布了“谷歌流感趋势”，利用温度、

流感症状、肌肉疼痛、胸闷等关键词追踪技术搜集了大量有

价值的数据创建地区流感地图，近乎实时地对全球当前的流

感疫情进行估测。2019 年年末，“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的话题曾登上网络热搜，由于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错过了疫情初期防控的黄金时间，导致此后武汉新冠疫情的

形势十分严峻，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借助于如今飞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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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信息科学技术，依托于医院、疫情防控中心等权威机构

共享的医疗大数据，通过监控互联网用户频繁搜索的关键词

信息，利用异常检测和关联规则分析技术检测出某地区已经

出现不明原因的未知疾病，再与数据库中已有医疗资料进行

对比分析，尝试找出可能传染源头。与此同时，加强对潜在

疫情发展的动态监测，为实时预警及精准防控提供全面、高

效、便捷的研判基础，有利于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未雨绸缪，

及时做好疫情预警与防控工作。

3.2 构建疫情发展的防控机制
疫情发生以来，李兰娟院士多次提出要通过信息化和大

数据的互联网手段，通过信息收集找到传染源。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卫健委也要求各地运用“互联网 + 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更加高效地跟踪、筛查、预测疫情发展。大数据参

与疫情防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迅速有效锁定和追踪潜在传

染源，具有时效和成本两个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武汉封城前

流出的 500 万人进行快速追踪和精准定位，并锁定密切接触

者，公安、电信、交通大数据结合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工智能

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公共安全影像监控的视频大数据，辅之以人脸识别

技术，可以精准追踪到每个新冠患者，回溯其在确诊前 14

天的行动轨迹，对其居住的小区和工作活动的场所进行重点

监测和排查，有利于尽快发现疫情传播的源头和高危环境，

识别高危人群并及时进行隔离、检测和治疗等针对性措施。

铁路 12306 和民航“航旅纵横”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出行

平台利用实名制购票的优势提供了人员流动和接触信息的

交通大数据，可以快速对确诊患者的同行者和密切接触者作

出身份认定，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公开，保障大众的知情权，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各大主流媒体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将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疫情发展形势如每天新增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累计确

诊人数等数据详情进行动态化展示，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

权，不仅为打赢疫情防控战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基础，对增强

人民的科学防控知识和防控意识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疫情发展演变比较迅速，通过网络大数据能够及时

有效捕捉各主体在疫情期间的行动情况，通过建立这种全覆

盖的疫情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信息采集机制，运用大数据挖

掘技术对各种数据进行清洗、筛选、特征选择、聚类分析，

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防控。

3.3 构建疫情治疗的统筹机制

3.3.1 医疗大数据助力物资的合理调度和供给

中国武汉新冠疫情发展初期，大量发热病人涌向各大医

院门诊，不少医护人员也先后确诊，中国武汉医疗系统基本

瘫痪，医疗资源高度紧缺，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武汉医疗

物资求助的信息铺天盖地、层出不穷。防疫物资器材生产

与紧急筹措调度供应是打赢疫情防控战的后勤保障，虽然

广大爱心民众和社会福利机构出钱出力积极筹措医疗物资，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和综合管理，经常出现因医院知名度

不同而产生的物资获取差异，或重复捐赠、过度捐赠等问

题，不利于医疗资源有效调配及合理使用。政府部门和有关 

机构建立医疗资源对接服务平台，从互联网获取资源需求的

大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和汇总后提供相关信息给医疗物资

生产企业和社会捐赠者，打通供求上下链条，实现抗疫资源

的精准对接。通过大数据进行需求链、供应链的智能化管

理，对医疗物资进行智能调度，使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到达

最需要的地方。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防护装备非常紧缺，

生产假冒伪劣的口罩产品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的牟利手段，中

国国家、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对口

罩生产的原材料来源、生产场所、流向等环节进行联网监

测，严查重大违法行为，有力保障了重要医疗物资的安全 

供给。

3.3.2 医疗大数据统筹安排诊疗机制

对地区医疗机构的医疗能力和技术、医护数量、床位数

量、门诊人次等大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对医疗机构进行分级，

政府从宏观层面对医疗资源的流动进行窗口指导，优化医疗

资源的布局，让患者更方便的享受医疗的便利。

3.3.3 医疗大数据助力疫情监测和防治

根据中国各疾控机构上报的海量医疗数据，通过大数据

技术能够对疫情进行多方位的监控和分析。借助于云计算技

术，探索和构建在线诊疗平台，减少医患面对面接触，缓解

疫情发展初期线下诊疗压力和医疗资源紧张态势，有效阻断

疫情进一步传播和扩散。

3.3.4 医疗大数据辅助建立快速诊疗系统

疫情高发时期，普通发热病人和疑似患者由于心理恐慌，

扎堆涌向本就拥挤紧张的发热门诊，造成医疗挤兑风波，加

剧了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紧张。钟南山在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极大提高了我们对新

冠肺炎的诊断、预测和治疗水平。哈工大联合哈医大研发了

CT 图像的分析系统，已在各大医院投入实际应用；达摩院

联合阿里云等机构，针对临床诊断，研发了一套全新的 AI

诊断技术，在 20 秒内对疑似病例的 CT 影像进行判断，分

析结果精度达到 96%，大幅度提高了诊断效果。应用大数

据融合多学科关键技术推进临床科研工作，强化新特药和疫

苗的研发，强化应急装备和设施的核心技术突破，强化国际

科研协作和接力攻关，以大数据技术与医学科研的结合带动

诊疗能力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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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知识产权服务与援助。最后，实行自主知识产权联合行

动。单个高新企业的高标准严要求，无法带动整个行业的优化

转型，应建立企业联盟，将积极创新和谋求发展的企业组织起

来，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建立共同的生产标准，从而

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知识含量与技术含量。

5.2 行业层面

为避免中国企业及相关外贸行业遭受海外恶意知识产权

诉讼，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官方的专业渠道，还需要各个

外贸行业积极参与，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不仅要完善知识产

权信息共享，也可以组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结合行业实际

需要，培养适宜本行业知识产权维护的专门人才，为企业及

早防范和及时应对知识产权壁垒提供便利。

5.3 企业层面

首先，面对知识产权壁垒，中国企业应积极寻求新兴市

场，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产品出口结构，降低产品出

口的非系统性风险。其次，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应加

强校企深层次合作，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提

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最后，高技术人才培养成本高和周期

长，在加强人才培养基础上，应提高对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引

进，以便短时期内迅速提升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使企业形成

具有较强知识产权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6 结语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遭遇知识产权壁

垒在所难免，应从政府、行业和企业层面出发积极应对，降

低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的可能，减少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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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构建疫情演变的预估机制
对病毒的传播和扩散进行有效隐性预防、预测、控制和

追踪，确保复工复产的顺利开展，确保中国今年经济目标的

实现至关重要。采用大数据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对新冠肺炎的

传染轨迹、扩散速度、接触人群等重要信息进行建模和数据

分析，对政策制定、防范措施设计和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研究传染病传播的主流模型主要有经典传染病传

播模型、基于深度学习的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其他传播模型。

钟南山院士团队于 2020 年 2 月发表在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期刊上的论文采用了改进的经典传染病传播模型中

的 SEIR 模型对新冠肺炎传染病在中国全国的蔓延情况进行

了预测，并采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LSTM 模型对新冠病毒

的传播和扩散进行了训练和预测，在没有国家宏观防控政策

介入干预的噪声下，对新增人数的整体趋势预测效果较好。

部分学者还提出了其他传染病传播模型如改进的时间序列

模型、复合群体模型、基于网络的微观模型和大规模的网络

模型等，在病毒的传播、扩散等层面作出了较好的拟合和 

预测。

4 结语
被誉为“未来石油”的大数据，在疫情预警、疫情防控、

资源配置和预测评估等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疫情防

控已经从传统的管理模式走向以数据驱动的科技模式。这场

新冠疫情阻击战，彰显了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在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管理和社会化治理体系中不可比拟的作用，同时也加快

创新大数据管理、应用和服务模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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