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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19年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家卫健委简称 NCP）传播迅猛，

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疫情的控

制，自 1 月 24 日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各个省市也陆续通过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来控制人口流动；同时，各省市医疗队伍驰援武汉，武汉的防

控措施也急速加强；但全国疫情，特别是湖北省的状况依然让人揪心。公众非

常关心疫情的发展趋势，期待“拐点”的出现；疫情防控部门希望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评估现有措施的有效性。该疫情的发展成为了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民生

的一件大事。 

此次病毒的传播到底如何从武汉向外传播？不同省市疫情的发展呈现怎样

的差别？封城、社区化隔离等一系列措施对减缓疾病传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拐点何时出现？我们的报告首先从已有数据的可视化来展示疫

情传播特点，然后通过建立传染病动力学模型，评估疫情防控措施，提出建议

并预警，同时预测疫情疾病走势，给疫情防控决策和大众行为提供参考。 

1. 疫情传播可视化总览 

通过热度图的方式，我们使用国家及各省市地区卫健委公布的地级市每日

确诊数据[1]，在图 1.1 中重现了 NCP 疫情的传播。容易发现，疫情的传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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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为中心向周围扩散，通过人口流动将病情传播至中心城市，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成为二级传播中心。 

 
 

图 1.1. 各省市疫情传播热度图（ 1 月 21 日至 2 月 9 日） 

 

我们对全国、湖北及湖北以外的省市的新增感染人数可视化，容易发现，

湖北以外各省，在 1 月 31 日前新增仍在不断增长，然后增速放缓，从 2 月 4 日

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而湖北省的新增人数仍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加上检测的

瓶颈，报告的数据可能和实际的情况相比存在较大的噪声，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即使是湖北之外的其它省市，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些省市的情况亦不容

小视，后面会展开分析。 

 

图 1.2. 湖北及湖北以外省市新增确诊人数的变化（1 月 24 日至 2 月 9 日） 

2. 疫情传播特点分析 

人口流动与疫情的不同阶段 

人口流动是疫情发展第一阶段输入型传染的主要因素。为了具体描述其影

响，我们使用百度迁移所提供的人口流动数据[2]，通过可视化春运期间从武汉

流向全国各省市的人口规模(不包含港澳台数据)和全国感染病毒人数的分布，

直观地观察两者间的联系。 



疫情由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传播，逐渐蔓延至全国。中国大陆各省

份的颜色，反映了该省的确诊人数及来自武汉市的输入人流量。 

 
图 2.1. (左) 由武汉市流向各省市的输入人流量，(中) 1 月 31 日各省市确诊感染总人数，(右) 2 月 9 日各

省市确诊感染总人数 

 

通过对比图 2.1(左)和图 2.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初期，各省市感

染总人数与春运期间由武汉市的输入人流量呈现强相关性；需要指出的是，武

汉 1月 24日封城，考虑平均潜伏期 7天，1月 31日湖北外省市的确诊人群应该

基本为输入型感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诊人数分布图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1(右)）。我们推断，武汉封城之后，二次传染所造成的病毒传播越来越占

主导地位，和各省市的人口密度，以及管控措施等密切相关。 

各省市传播差异 

为了更具体分析各省市之间的疫情传播差异，首先，我们针对湖北以外的

省市，以从武汉输入人流规模为基准，与当地截止到 2 月 9 日的确诊人数进行

对比。见图 2.2： 

 

图 2.2. 湖北以外省市的武汉人口流入规模(相对值)与其确诊感染人数 

 



从图 2.2 可以发现，各省市的武汉输入人流量规模与其确诊人数之间存在

正相关，如图 2.1（中）一样，验证了人口流动是疫情初期传播的主要原因之

一。然而，有些异常值出现，代表了疫情传播比较特殊的几个省份。 

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差异，我们对确诊人数做数据归一化，将每个省市确

诊总人数分别除以武汉输入人数规模和该省市总人口，得到两个曲线，见图

2.3： 

 
图 2.3. 截止 2 月 9 日，各省市确诊人数分别除以武汉输入人数规模以及该省市总人口数 

 

对于单人感染率较高的省市（图 2.3 蓝色曲线），如浙江省、北京市、上

海市、广东省，虽然确诊人数不是最多，但是发病率却相对较高，原因是这些

省市都属于商务旅游集中、人流密集、流动性大的城市，因此造成传染性高于

其他地区。有些省份公布了二次传播人数，黑龙江省的二次传染比例最高，有

报道表示，至2月6日，黑龙江发生48起聚集性疫情传播，共导致发病193例。 

 

二次传播在疫情传播第二阶段中占主导地位，对于目前聚集性传播的高发

地区，采用更严格的隔离措施避免疫情的爆发型增长，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

后续疫情传播的走向具体如何，哪些因素更为关键，我们接下来采用传染病传

播模型来做数字模拟和分析。 

3. 疫情传播模拟 

基础的 SEIR 模型 

1 月 31 日，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中国香港科学家的工作[3]。

在该文中，作者采用了传染病动力学中经典的 SEIR 模型来进行模拟。该模型将

人群分为易感人群（Susceptible）、已被感染但无症状处于潜伏期的人群

（Exposed）、已表现出症状但未被隔离的患病人群（Infectious）、康复人群

（Recovered）四类（模型把死亡人数也归到 R 中）。并假设他们之间按一定概

率转移。其状态转移图如下： 



 
图 3.1. SEIR 传染病动力模型 

 

该模型所涉及的参数主要为：可再生数 R0、平均潜伏期时间 DE 和平均收治

时间 DI。其中，后两种参数均可直接从官方发布中获得，而 R0，即一名被感染

者平均每天传染到的人数，其值较难估计。文章使用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年 1月 28日的感染人数数据，并根据境外（除香港）受感染人数及国际航

班从武汉出境人数反推得 R0 为 2.68，采用如上模型推算出截止 1 月 25 日，武

汉地区受感染人数约为 75815 人，预测疫情的拐点将在五月到来，并得出封城

手段的采取对加快疫情缓解的作用不显著的判断。我们的观察是，该项工作的

模型与参数选取存在不合理性，主要是： 

1. 境外确诊数据样本量较小，且使用飞机这一交通工具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并

非均匀分布，据此假设泊松过程来估计 R0偏差较大； 

2. 考虑到政府防控措施的实施与升级，R0 的取值不应设为定值。尽管论文中

假设戴口罩可以使 R0 减半并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但这样的设置依然较为粗

糙。 

3. 封城作为非常严厉的防控手段执行得非常彻底，必须在参数设置中有效的

反映。 

4. 社区隔离措施作为后来使用的控疫手段也必须考虑。 

 

最后一点（社区隔离）在现有的 SEIR 模型中无法模拟，为此，我们引入 C-

SEIR模型。 

C-SEIR 模型及模拟分析 

C-SEIR 模型[4]相比于 SEIR模型主要有以下两点改进： 

1. 考虑政府的隔离措施，将人群进一步划分出隔离患者和未隔离患者，隔离

患者不具备传播能力； 

2. 考虑政府措施的加强和群众防护意识上升，病毒的基本可再生系数（R0）

应该随时间变化而不是一个固定值，因此通过真实数据拟合出病毒的传染

率曲线代替 R0。 

 

针对第一点，C-SEIR 在 SEIR 的四类人群基础上增加了两类新的人群：被隔

离疑似感染人群（P），已确诊并被隔离的患病人群（Q）。注意在 P 类中的人

包括新冠状病毒的患者，也包括了症状相似但未感染新型肺炎的人群，可以假



设这一部分人群不具备向外传染病毒的能力，即病毒的传染能力只与 I 和 E 有

关。同时，在考虑湖北省之外的省市时还需要考虑来自武汉的人群输入。 

 

 
图 3.2. C-SEIR 传染病动力模型 

  

对于第二点，首先定义病毒的传染率函数𝛽(𝑡)为每日新增的被传染人数 ΔE

除以未被收治的患病人数 I，考虑到新冠病毒在潜伏期可能也有一定的传染能

力，可以写成公式为： 

𝛽(𝑡) =
∆𝐸

𝐼 + 𝑘𝐸
 

其中 k 取 0.1，表示潜伏期传染能力是表现症状时的 0.1 倍。为了确定𝛽(𝑡)

的具体形式,我们首先使用卫健委公布的每日确诊人数以及估算的潜伏期时长反

推每日的潜伏期人数和感染人数来计算𝛽(𝑡)的估计值，再选取函数对数据进行

拟合。 

 

为了估计𝛽(𝑡)，需要计算每天的感染人数 E 和发病人数 I。由于只能获得新

增确诊人数的数据，所以需要以此为基础，对 E 和 I 进行估计。我们按照论文

[4]中的方法，假定病毒的传代期和收治期和 SARS 相近，分别为 9 天和 3 天，

也就是说，可以大致认为，第 t 天感染的人会在第 t+6 天发病，第 t+9 天被收

治。由此即可估计：t~t+9期间的总收治人数等于第 t天的总感染人数，t~t+3

期间的总收治人数等于第 t 天的总发病人数，从而计算出𝛽(𝑡)公式中的各项，

进而估计出𝛽(𝑡)。 

 

在大部分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中，传染率𝛽(𝑡)会随时间指数衰减。我们使用

指数函数，拟合逐日估计的𝛽(𝑡)散点值。以北京市为例，拟合结果如下： 



 
图 3.3. 北京市的感染率变化拟合曲线 

 

可见，指数衰减的假设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描绘传染率的变化。

我们将全国各地的曲线画在一张图上，到 2 月 7 日 24 时，累积感染人数超过

200的各省份的拟合结果如图所示： 

 
图 3.4. 疫情相对严重的省市的感染率变化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省病毒传染率的下降均非常快，反映了控疫措施的成

效。其中，黑龙江与湖北两省的曲线离群，黑龙江的感染率收敛值偏高，而湖

北的感染率下降速率偏慢。黑龙江的情况可参考前面的分析；湖北作为疫情源

头，其感染率下降速度反映了该地区医疗资源的制约，控疫任务的艰巨性。 

 

C-SEIR 模型中的其他参数依赖于病毒的特性，如潜伏期长度、病程、死亡

率、治愈率，还依赖于政府措施的实施情况，如隔离人员的数量、发病到确诊

所用的时间。我们使用与论文[4]类似的方法进行模型参数的确定，对湖北省确

诊人数变化的数据进行拟合，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如图 3.5 所示。 



 

图 3.5. C-SEIR 模型预测曲线（基于湖北省确诊数据拟合） 

 

这里，我们作出了两条不同的预测曲线（蓝色/绿色），其中实线为当天确

诊人数，虚线为累计确诊人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两种参数选择在前期都

与实际确诊人数（米黄色点）近似曲线吻合，并且拐点时间的预测非常接近，

但是最终累计感染人数的预测相差非常大。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疫情初期尝

试对疫情走向进行预测往往十分不准确，不能因为模型的预测而过分乐观或恐

慌。 

 

考虑到各地疫情的新增确诊人数慢慢出现了拐点，我们也以北京市为例对

新增确诊人数进行了拟合，如图 3.6 所示，采用了乐观（绿色）和保守（蓝线）

两组参数来预测。首先新增确诊人数波动较大，因为考虑到上报的延迟可能导

致新增确诊病例出现聚集，平均来看可以看到新增确诊病例确实有下降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病例出现拐点并不意味着疫情会马上消退，累计确诊依然

会保持增长趋势，疫情的真正缓和由新增确诊的长尾来决定。随着生产活动的

逐渐恢复，广大民众应该依然保持防护意识，不能掉以轻心。 

 

图 3.6. C-SEIR 模型预测曲线（据北京市新增确诊拟合） 

同𝛽一样，模型中的其它参数也可能在不停地变化，并且极易受到突发事件

的影响。鉴于以上因素，利用该模型预测疫情峰值的具体日期只有参考价值。



但是，通过半定量地分析具体参数，依然能够为今后政府的防控和个人行为提

供参考。 

 

首先我们考察隔离措施的持续对疫情变化的影响。图 3.7对比了当确诊人数

达到峰值后，是否立即取消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对疫情的变化的不同效果。从

图中可以看出，如果立即取消隔离，会大大降低疫情缓解的速度，甚至出现第

二个峰值，因此，保持高压防控不动摇，是接下来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图 3.7. C-SEIR 模型预测对比：当疫情达到拐点后是否取消隔离 

 

其次，每日新增被感染者中，已经被隔离者所占的比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动态地调整该值，如图 3.8 所示。从该图中我们看出，尽管对疫情峰值时

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隔离比例降低会使得累积患病的人数成倍的增长。因此，

为了更快控制疫情，我们需要保持积极响应与配合各种有效的隔离措施。 

 

图 3.8. C-SEIR 模型预测对比：已隔离人员占患病者的不同比例 



 

最后，我们试图复盘武汉封城这一控疫措施的有效性。我们利用该模型分

析了武汉采取封城措施的时间点对疫情变化的影响，参见图 3.9。从中不难看

出，在采取隔离等办法的情形下，封城的提前或推迟不会对疫情拐点的到来时

刻产生大的影响，但却会造成感染确诊人数的大幅度变化。考虑到现实生活中

有限的医疗资源，尽早地实施封城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的《Science》报道[5]引用了柳叶刀的论文[3]，针对武汉封城的有效

性提出质疑，所说的原因是武汉封城只将对其它城市的扩散延后 2.9 天。我们

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推理。首先，从我们的模型预测，封城并不改变峰值的时间，

而是感染人数的总量，另外，不封城将造成对全国乃至全球更多的感染人群输

出，会更快更强的加大病毒的传播。 

 
图 3.9. C-SEIR 模型预测对比：在不同时间点实施封城手段的疫情的影响 

4. 总结 

我们基于现有公布的数据，借助于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得到下列结论： 

1. 武汉的封城举措，对于降低病毒感染人数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自政府采取相关防疫措施以来，全国各省市的病毒传染率均得到了较好的

控制； 

3. 对疑似感染者的隔离观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 

4. 即使部分地区疫情似乎出现了拐点，但控疫思维和手段不可松懈，要避免

二次高峰。 

 

我们的模型验证了隔离的重要性，但如何有效的隔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严格来讲，隔离只是针对疑似感染人群。所以，如果检测设备足够

灵敏便捷，人们的自我检测与隔离的意识足够强，理论上来讲，社会的工作和

生活秩序可以基本恢复正常而不会影响疫情的变化。特别对武汉来说，如果武

汉的疑似感染人群都已被妥当的收治隔离，那么武汉的封城也就不再有疫情初

期的意义了。 



从公共管理来讲，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

何针对公共交通和重点公共场所做有效的疏导，都值得相关政府部门提前筹划。 

 

疫情不同于病情，不仅关乎人们的身体健康，更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以及人们的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疫情防控手段与社会

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恐怕需要一个更复杂的计算模型来评测；如何在有效控

疫与全社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由于篇幅有限，更多的数据和可视化会持续在 https://github.com/NCP-

VIS中更新，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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