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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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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信息科技发展的基础，具有信息足、体量大、种类多

等特点，能够快速、密集地处理信息资源，在疫情追踪、辅助医

疗、资源整合等方面都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是“智慧战疫”的

体现。

1 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优势
1.1 整合资源，实现疫情动态化追踪
在疫情发生期间，追踪和预警新冠肺炎疫情发挥着重要作

用，能够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明确高危潜在人群，并且精准筛

选，整个预防监控的过程都得到数据的支持。通过大数据完成了

工业信息的资源性整合，构建的疫情数据分析模型，能够针对全

国范围的不同城市人口流通情况进行调查，有助于预测疫情传

播，提高不同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效率。运营商也能够通过大数

据更好地进行大规模资源的调控，实现不同人口覆盖区域的信

息传输，大数据具有时空连续性等优势，实现不同领域的数据会

商、卫生等部门也能够在疫情爆发期间完成对群众个人信息的

采集，个人通过信息输入可以查询到是否与新冠肺炎患者发生

过接触。航空公司和铁路的实名制旅客数据也可以帮助城市一

线部门更快地找到从重疫区返回的人员。

1.2 增强辅助医疗，提高科研效率
在大数据及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能够加速确诊病患

的治疗，为医护工作者减轻工作压力，降低了负担，同时还能够

避免出现病患的交叉感染。以大数据为首的，先进的智能技术被

广泛应用到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一些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帮助医

院开展隔离病房的送餐等工作，避免人力的投入，切断了疾病的

传播途径。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从事医院的清洁消毒工作，维护医

院内部环境的整洁，避开拥挤人群，高效完成清洁任务。同时，大

数据还可以识别高危人群，帮助基因检测、疫苗研发等重要医学

研究工作，提高科研效率。

1.3 合理进行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发生
①整合资源信息，通过大数据查询了解资源配置和需求情

况。企业主要提供防毒喷雾剂、医用防毒用品等的生产信息，并

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防护用品、红外防护用品等信息进行梳理列

表，明确企业所在区域、规模、联系方式等，这样企业在接到订单

之后会快速反应，管理部门梳理产能，推动医疗政策的制定，实

施专项扶持，使企业等尽快复工复产；②精确的材料交付。在资
源信息整合基础上，精准对接不同环节的资源信息状况，既能够保

障常规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疫情地区状况增

添智能仓储、导航机器人等设备，这样会降低高危地区的送货人

员的感染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使用无人机开展送货。

2 大数据的应用面临的挑战
2.1 信息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大数据的实施需要在大量样本数据的收集基础上，这样开展

的基础数据分析能够形成对系统更有效的信息。但是由于技术

水平的限制，大数据在信息采集和分析上还是呈现一定的局限

性，特别是在原始数据采集存在不准确情况。这是由于数据采集

的方式落后决定的。通常情况下部门在数据的采集上还是采用

人工方式，这种方式效率和准确性都相对较低，不能够满足信息

数据分析所需求的海量要求。还有一点就是大数据在采集上并

不具备代表性。以网络痕迹进行数据的采集通常只能代表部分

网民，而非网民的数据采集仍然很难获得，并且网络行为具有一

定的欺骗性，直接造成采集到的原始数据不准确性明显。数据在

分析质量上并不高，疫情当中搜集到的信息，存在标准的不一致

性，信息内容重合较多，这是公开渠道获取的缺点。大数据技术

需要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对多元数据进行整合的同时完成信

息价值的评估，这样能够避免疫情防控数据出现单一性，更好地

对不同部门的数据进行连接，以及通过差异化标准技术完成信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应用大数据等技术
实现了疫情的联防联控，针对地区和疫情发生情况更为精准施策，取得的防控成果明显。 使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又能
够通过大数据技术推进复工复产。 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今后疫情防控工作的
创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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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分析的结果制定，使信息数据的真实性提升的同时避免了其

他因素对数据采集的干扰。

2.2 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压力
个人信息是大数据时代关注的重点，尽管在数据采集和运营

当中团队进行了全天候保护，但是个人用户隐私还会遭受到网

络中恶意软件等侵扰，不停地对个人账户进行攻击。与欧美国家

相比，我国网民更愿意将自己的数据信息提供到运营团队作为

授权使用，这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网民对于个人信息

安全的忽视。因此，在防控过程当中需要使用到个人信息或者公

共隐私的时候，需要实现对其进行告知，获取到授权之后在进行

下一步的操作，并依法采取行动。

2.3 国家安全存在潜在风险
个人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安全，而国家层面就属于国家安全范

畴。信息数据关系到国家的机密，大数据信息泄露已经严重的威

胁到国家安全。我国信息网络建设是国外开发和引进，在大数据

的系统设计上还没有达到独立开发水平，即便是微软等全球性

企业也面临着网络数据安全漏洞等问题的困扰。这些情况都对

我国的大数据信息平台的构建产生影响。泄露的数据暂时不会对

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泄露数据的不断积累，对国家安全

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大数据在分析方式上还需要得到强化，未

来的结果是接入多种渠道，通过不同的采集方式能够使不同结构

下的数据实现整合，相互支持补充，就会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效

果，国家的敏感信息也会存在其中。国家安全是完整链条，链条上

的任何部分受到威胁，都会影响整体国家的安全态势，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涉及基因、生物、医疗等工程信息，如果没有得

到规范化应用和保护，很容易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

3 大数据在未来疫情防控中的发展思路
3.1 构建更全面精准的疫情防控数据平台
目前，全面推广建立个人健康档案等仍有必要，但大数据在

医疗领域的整合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迫切需要加强数据整合，

建设一个及时、准确、高效的国家卫生医疗大数据平台，实现医

疗卫生，特别是科学、精准、高效的防疫体系。信息技术的不断迭

代更新意味着加强有效的数据采集，可以通过物联网等途径实

现信息收集，使服务日趋完善，还能够在源头上提高数据质量，

并为后续数据的分析奠定基础。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各个环节

中，数据要制定防泄漏、防盗等安全措施，加强对信息数据的保

护，避免必要信息出现泄漏。信息发布的内容应当限于疾病传播

和公共防疫，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平衡个人信息保护的需

要和公共利益。

3.2 提高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
突破现有数据屏障，推动大数据系统的整合，特别是应急物

资、抗疫信息等海量化收集，不同物资和信息在汇总上会对疫情

变化尽心感知，疫情动态呈现的人员调度、场景等都会得到大数

据的支持，使信息成为决策的依据，并转换为防疫经验。大数据

系统所代表的集成化技术具有协调功能，会有计划地为各项防

疫工作提供指导，最终形成行动指令，大数据影响下的防疫实用

性更突出，并对疫情的变化进行预测。我们将为基层组织开发基

于大数据的智能化防治、物资援助和其他有效的模式和方法，使

防疫和应急救援工作既高效又方便。

3.3 提升对新型传染疾病的监测和预警
通过大数据收集到的信息要不断地深化分析，这与传统公共

卫生监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大数据下的防疫工作通过电子系

统完成对信息提交，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传染病智

能预警系统在大数据支持下完成信息的连续性收集，监测与诊

断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完成，通过疫情监测系统获取的信息将

会发现，疫情在时间与空间上会出现异常聚集状态，预警系统快

速反应发现疾病的爆发和传染疾病的敏感性，疫情防控会随着

预警系统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信息采集与

分析能力，为医学科研提供技术支持。既要重视医疗团队的专业

优势，同时还要将大数据的智能计算能力融入新药等的研发当

中，为科研领域的研究提供全新载体。

3.4 复工复产与疫情发展模型
传统医学数据的采集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就造成无法在疫

情传播初期对其进行快速的传播分析，大数据技术应用之后这

种情况会得到大幅改善，快速获取到疫情信息，利用医疗联网等

途径完成数据采集通道的构建，在大数据技术影响下，疫情阶段

的数据采集工作会更加顺畅，并可定位到个人和特定区块等，大

数据基础下构建的疫情发展模式，能够监测多维因素影响下的

疫情变化，空气、湿度、光照等都被包含其中。这些影响因子也会

以数据的形成被呈现，大尺度的数据处理成为可能，可以实现几

十个尺度成千上万的影响因子模型，极大地丰富了流行病分析

维度的发展模型，对定位疫情传播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提

出相应的预防建议起到重要作用。搭建企业复工申报平台，为各

地区逐步有序恢复生产打下基础。通过汇总疾控中心等部门提

供的大数据，浙江率先推出“企业复工申报平台”，简化申报手

续，深化改革。对防疫、城市经营和企业生产、民生、重点工程建

设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优先复工。借助大数据比对，根

据全国疫情风险水平，实行红、绿、黄三色码动态管理。充分发挥

政府职能与社会信用的有机结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手段。

4 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了政府和人民的危机应对能力，我国在防

控新冠肺炎的工作中充分展现了医疗水平，构建了透明化信息披

露制度，面对疫情能够快速地反映，利用大数据完成信息搜集，并

最终进行汇总分析。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当中，对于追踪溯源，明确路径传播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叶于林，于继伟，刘显胜，等.浅析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
用[J].科技视界，2020（22）：16-18.

[2] 鹿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大数据应用：希望与挑战[J].世界知识，
2020（8）：69-70.

收稿日期：2020-12-21
作者简介：梁远骥（1992-），男，汉族，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图像处理。

科技探索与应用

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