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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的惨痛教训及快速蔓延,本文拟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运用城市智慧模

型(CIM,City Intelligent Model)技术,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构建疫情信息模型系统,针对疫情的预

防、预警、控制和处理提出方案,提升疫情来袭的应对能力。 

[关键词] BIM；CIM；疫情防控；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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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

发。面对武汉的惨痛教训及快速蔓延的

趋势,我们需思考,如何充分利用现代高

科技的力量构筑强大的防控平台,来提

升应急预案的实操水平、掌握疫情扩散

的基本规律和应对措施、增加信息公开

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改善应急物资管理

水平和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效率。 

通过构建可视、可查、可控的智能

“疫情信息模型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动态监控、综合统筹、智能决策”,落实

平时模拟演练,实现早期疫情预警控制,

疫情中期全局掌控、智能决策,疫情后期

分析统计、反思总结。其基本实现方式

是通过将人口数据、社会关系、公共交

通、建筑信息、应急物资、医院资源等

信息整合分析,借助物联网、GIS、BIM

等技术,全面加强疫情期间的数据(人

员、空间、交通、物资等)监控及追踪,

提前预警部署。实现空间管控、控制疫

情扩散、智能分析供需关系和及时调度

物资和其他资源,全面提升执行层面、管

理层面、决策层面的综合效率。 

1 预防阶段 

1.1基础城市智慧模型(CIM)搭建。

将城市的基础建设、医疗相关建筑及社

区街道的建筑等全面信息化,利用BIM结

合GIS技术,将城市的空间信息浓缩在一

张图上,通过这张底图可以了解城市的

任一建筑的信息。在此上可叠加更多数

据,包括医疗、交通、人口聚集区域等。 

1.2人口画像及社会活动分析。通过

将各类人口数据源进行整合、清洗、分

析、关联,包括公安、社区街道、人社、

教育、医疗等,可以针对每个自然人进行

详细的人口画像和社会活动分析,了解

特定人员的社会关系、活动区域等信息,

可以保障在疫情来临时,快速锁定接触

人员及活动空间范围等,及时采取措施。 

1.3应急物资统筹。对疾病相关的物

资进行分级分类统筹管理,动态掌握区

域内的现有物资、备用物资、物资供应

商,悉知当前物资库存的应急能力。若发

生突发疫情,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所有的

相关物资单位,进行增产和调派。 

1.4突发疾病预警。当医院发现突发

疾病,需要及时上报,第一时间发起预警,

通过与医院数据库联网,可以第一时间

追踪突发疾病,并激活应急预案,进入应

急准备状态。 

1.5应急模拟演练。根据医院传染疾

病的分类和级别,制定分类分级的应急

预案,这些应急预案应能与各类系统实

现动态联动,可自动执行。在和平时期,

针对各类应急模拟场景定期进行模拟演

练,通过浸入式的体验,更好地提升相关

人员的心理准备和实操能力,以助于疫

情发生时的快速决策和响应,减少突发

状况引发的恐慌感。 

1.6历史经验智库。在未来的疫情抗

斗中,应有意识地降低突发疫情处理对

人的依赖性,不能总是依赖和仰仗“钟南

山”们。针对类似于SARS、COVID-19的

抗疫历程,应形成完整的经验报告,并留

存在系统平台上。针对不同的传染病抗

斗史应进行分类知识管理,便于快速检

索类似案例。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经验和

教训传递给更多人。 

2 控制阶段 

2.1应急预案触发。当疫情警报确认

后,对应的应急预案自动触发,快速指导

相关人员执行初步应对策略,从而第一

时间控制疾病,并同步信息给所有涉及

部门,以保持信息同步、配合相关工作开

展。组建四大应急大数据智慧调度平台：

应急大数据指挥平台、应急物流指挥平

台、应急物资保障平台、应急城市交通

指挥平台。利用新技术力量和大数据红

利,做到关键数据高效汇总、应急物资精

准投放和城市交通紧急调度,用大数据

辅助决策,提升疫情指挥效率,方便后续

处理工作的展开。 

2.2疫情实时监控。针对区域内所有

医院的确诊、疑似、死亡及治愈病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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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以及疫情状态的更新(包括传

染途径、潜伏期、相关症状等),实现疫

情实时的监控。 

2.3患者综合分析。对患者及疑似患

病人员进行全面的人员画像、社会活动

分析,可以了解患者的住址、单位、密切

接触人员、日常活动区域。结合目前的

监控及人脸识别信息,快速确定患者的

活动空间和近期活动轨迹。通过对多名

患者的综合分析,以及活动轨迹和行为

轨迹的共性,可以分析疫情的病源地、传

播空间及潜在病毒携带者,及时隔离,将

疫情的影响控制到最小。 

2.4重疫区域空间规划。通过对患者

的综合分析,可以划定区域空间的危险

级别,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和分级管控,

重新规划重疫区域的空间规划及交通路

线。医院的空间布局也依据实际可重新

规划,及时分流管理不同病患。将疫情相

关的门诊和科室与其他无关科室隔离开,

保证疫情确诊区域独立隔离,同时,对患

者进医院的路线、就诊空间等进行分流,

降低传播风险。 

2.5交通监控管控。针对已经确诊的

患者,应第一时间管控患者及密切接触

人员的所有交通途径,通过系统联网实

现自动报警。缩小病患的活动区域,结合

人脸识别和人口画像,对火车票、飞机

票、客车票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交通进行

及时拦截,同时,在平台上动态掌握病患

的活动位置,及时做好隔离控制,自动调

度车辆直接把病患接到医院,避免就诊

途中的疾病传播。通过线上大数据统一

调度/监管,交通部门负责绿色应急网络

畅通,地方交警负责城市应急交通管制,

多方配合、深度磨合,全力打造一个高效

运转应急交通网络体系。 

3 处理阶段 

3.1医疗资源调度。针对突发传染疾

病,高效调度医疗资源极为重要。在疫情

信息模型系统中,可以掌握区域范围内

的所有医疗资源信息,包括医院诊所、床

位数、医疗人员等,还可以结合疫情发展

和患者信息,动态掌握各医院当前医疗

资源是否紧缺,从而实现灵活调度和平

衡医疗资源,如引导患者前往其他就近

医院,临时借调医疗人员等。 

3.2物资分析调度。以物资统筹的数

据为基础,疫情来袭时将自动触发应急

预案,第一时间协调应急物资的增产、其

他区域的物资调派、社会方面的物资援

助等。利用物联网对进出库物资全过程

追踪,实时掌握物资的品类、等级和数量,

实现全链、全网、全方位监管,最大限度

杜绝管理乱象和人性黑洞。结合疫情发

展和医院、其他单位的需求情况,智能分

析匹配,根据供需品的对应关系及供需

紧急等级,进行智能调派,并可以根据当

前物资的消耗情况,预测各区域的未来

物资需求,积极准备应对。 

3.3临时应急选址分析。面对大规模

传播的疾病,高效的医疗资源调度可能

依旧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患者数,此时

就需要临时新建应急医院,如本次的火

神山医院。疫情信息模型系统可以结合

患者的空间分布和其他选址考量因素

(如避免人员密集区),提供充足的数据

基础和智能分析,辅助临时医院的选址

并提供周边就近的建设材料厂商等信息,

加速决策效率,优化决策质量。 

3.4全过程追踪记录。针对疫情控制

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分析、决策、执行、

管理,并进行追踪记录,从疫情的发生、

预防、控制、处理,所有的工作及时间线

都能完整记录,便于事后总结分析、形成

相关经验报告,为未来的预防提供参考。 

3.5对外信息公开。为了缓解社会恐

慌感、提升政府公信力,应及时通过平台

向民众公开相关信息,如疫情最新动态、

病患分布空间、各区域的危险等级、医

疗资源当前状态、物资调度情况等,一是

让民众了解当前疫情局势,采取有效的

预防措施；二是提升政府公信力,让民众

了解所有工作的开展细节,增强对战胜

疫情的信心；三是引导群众朝正确的方

向施加援助,如物资援助、志愿者等,更

好地发挥自治共治优势。 

3.6适宜复工区域分析。通过对疫情

最新动态、病患分布空间和各区域的危

险等级进行评估分析,依托疫情信息模

型系统,经过数据计算分析得出适宜复

工区域,并结合人口画像及社会活动分

析,筛选出适宜复工的人员,帮助政府及

企业管理层决策,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

发展带来的影响。 

4 结语 

目前的应急决策仍然以人工预设的

逻辑为主,随着城市数据的逐步累积和

丰富,针对不同疫情的处理,可以通过历

史数据结合实际场景,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学习,智能生成量身定制的专属

应急预案,并可以更准确地预测疫情的

发展方向、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未来,在CIM这个数据模型的载体上可以

叠加更多的应用场景,从疫情应对到应

急管理、再拓展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

城市大脑来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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