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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上午，從外地返回梅城鎮後自覺留家
觀察的小朱，已經進入居家觀察期的第七天。正
當她準備踏出院子大門透口氣時，手機突然響起
。 「您好，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請您在居
家隔離期間在家休養，不要外出哦。」

原來，小朱出門時，家門的監控攝像頭
已經將她的蹤跡報給梅城鎮智慧治理系統，
片區網格員一收到消息便立即對小朱進行了
一次溫馨提醒。 「對於外來人員，我們防控
人員掌握信息後就馬上輸入到智慧系統後台
，就能實現精準、實時監控。目前看來，大
家基本上都自覺在家觀察。」 相關負責人說
道。

「為了提高管控效能，我們現在將 『城
市大腦』 智慧治理的研發成果運用到了居家
觀察人員的管控工作中去。」 梅城鎮副鎮長
陳韻之告訴記者， 「該系統能夠利用現有的監控
設備，自動甄別外出的居家隔離人員，同步給分
管該片區的組長發送預警信息，從而實現了技
防＋人防的有效結合。」

疫情數據 一屏盡見
在杭州下城區長慶街道平安辦，王海洋與同

事24小時輪班值守在 「城市大腦數字駕駛艙」 裏
，監測着大屏幕上實時滾動的防疫相關數據。當
日體溫、是否有來自疫區的車輛，新入小區人員
從何而歸……6個社區的管理數據就在王海洋面前
的屏幕上實時跳動。這些數據同時被精準流轉到
轄區所在的衛生、社區、治安等各個系統，實現
快速響應。

2016年，杭州提出建設城市大腦，用大數據
改善城市管理。疫情爆發之後，長慶街道的 「城
市大腦數字駕駛艙」 升級為街道防控疫情指揮中
心，王海洋的工作重心迅即調整，在後台應對突
發和預警，對信息進行上報、下達或處置。

「轄區內有一輛湖北牌照的汽車。」 幾天前
，王海洋收到這條網格員上報的 「事件」 。警覺
的他第一時間把這一 「事件」 流轉到轄區執法綜
合隊，執法隊員上門排查後，發現車主是一名湖
北武漢籍的蔬菜經營戶，而近兩年都沒有回到武
漢過春節，近期也沒有接觸來自武漢的親朋。隱
患排除，王海洋和同事才放心下來。

手機一點 即時處理
這只是王海洋每天應對的突發事件之一。以

前需要多次撥打電話核實，現在手機一點，就可
以實時反饋和處置。記者看到，在指揮中心大屏
幕上，實時滾動着包括 「疫情監測」 、 「疫情預
警」 以及 「居家隔離人員管理」 等模塊信息，王
海洋們要通過實時跳動的數字，發現風險，採
取措施。

居家人員的健康狀況、來自重點疫區的
車輛、新入小區人員的身份信息，通過數字
系統匯總到數字駕駛艙內，一旦出現符合預
設條件的人員或車輛返回小區，大屏幕就會
跳出預警信號，24小時輪班的一線社工，將
在第一時間上前詢問、登記和預檢。

大公報記者 俞晝

隨着新冠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的不
斷深入，居家觀察人員的管控工作成
為截斷病毒傳播途徑的關鍵一環。如
今，利用 「城市大腦」 智慧城市管理
系統，杭州各個小區正進行精準防控
：建德市梅城鎮利用現有監控設備，
實時監控居家隔離人員家門，隨時提
醒隔離者不要外出；下城區長慶街道
實時監測疫情信息，發現風險，採取
措施。數字化手段，正成為快速控制
傳染源的最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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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新吳區聯指辦
專員丁潔銘發現太湖花園一
社區171號402室，1月10日
後用水量由零突增，懷疑可
能有居民入住

20:53 事件通過 「江蘇省網格化社會
治理信息系統」 下派給街道
中心專員陳成主辦

20:54 陳成將事件下派給社區中心負
責人胡雯

20:58 網絡員張濤收到指令，隨即趕
赴事發地點核查

21:40 張濤通過網絡系統上報情況及
處理結果：該居民戶王某某
一家三口曾到南太平洋郵輪
旅行，途經天津港並於1月10
日返回無錫，但未主動向社
區報告，當即按規定落實居
家觀察措施。

太湖花園水量飆增事件簿

大公報整理

任務傳達、處理紀錄

任務信息

庚子歲臨前夕，疫魔侵擾神州，人們不禁回想17年前可怕的SARS疫情。今日
中國的資訊科技水平突飛猛進，為醫療監控隔離措施帶來無限可能性，疫情防控
工作靈活度大增。《大公報》今起推出《大數據抗疫》系列專題，聚焦資訊科技

如何在監控病源、病毒研究、精準用藥和保障生活等方面壯大抗疫大軍，為醫護人員爭取的寶
貴時間，於阻擊疫魔戰線上化被動為主動。

編者按

▲方毅（右三）的團隊與李蘭娟院士（中
間）的團隊合作精準防疫 受訪者供圖

家居用水數據化 一目了然遏瞞報
「太湖花園一社區171號402室，1

月10日後用水量由零突增，可能有居民
入住，請網格員立即上門核查。」 江蘇
無錫市新吳區網格員張濤突然收到這樣
一條指令，他立即做好防護措施後前往
目的地。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無錫市新吳區
與無錫市水務集團建立協作機制，依託
大數據技術對轄區居民戶用水量信息進
行分析，由此篩選出近期可能新增人員
的用戶清單。 「如果一戶人家有新增人
員，那麼洗手、洗澡、上廁所等累加的
用水量肯定會明顯增加，但用電量、用
氣量卻不一定會明顯增加。」 新吳區委
政法委綜治處負責人楊勇解釋說。目前
，這一協作機制已由新吳區推廣到無錫
全市。

通過大數據篩選出近期可能新增人
員的用戶清單後，相關信息迅速推送給
基層網格員走訪核查。楊勇說： 「如果
一戶戶去查有人沒人，那是很耗時耗力
的，工作量非常大。」 而大數據不僅大

大節省人力物力，減輕了基層工作負擔
，同時也提高了工作的精準性，防止瞞
報、漏報等問題。

截至2月3日，新吳區共發現湖北籍
人員及兩周內有在湖北居住史、旅行史
、接觸史的人員4戶14人，已全部落實
居家觀察隔離；發現未登記的其他外地
來（返）無錫人員94戶172人，已全部
開展個人防護、居家觀察等提醒告知。

（記者 賀鵬飛）

▲無錫新吳區一位網格員回訪解除居家隔
離的湖北返錫戶主 受訪者供圖

手機打卡報體溫 防疫人員免登門
在疫情防控上，長慶街道指揮中心

的出租房管理平台也派上了大用。2月1
日，街道針對轄區租戶進行了第二輪專
門排查，找到來自重點疫區的流動人員
約390多名，並迅速落實居家隔離。在
管理居家隔離人員的大屏上，星星點點
標註着紅黃綠三色，其中黃色代表來自
於重點疫區，紅色是已經確定居家隔離
的人員，通過三色預警進行分級管理。

王海洋和他的同事在大屏上一看，
就能看到區域內出租戶中，有哪些來自
各重點疫區。而智能化的技術也基於已
有信息對重點疫區人員、空置房、返程
高峰做出預測。 「因為這些信息可以直
接導入到模塊裏，進而迅速預測出一些
預警信息，大大減輕了抗疫人員的工作
壓力。」 王海洋說。

王海洋還表示，居家隔離居民每天
可以通過手機健康打卡，將自己的體溫
自動報送，避免了網格員上門測量體溫
時可能出現的交叉感染。 「每個網格有
多少戶居家隔離人員，哪一天納入管控
，今天的體溫是多少，都一清二楚。」

除了王海洋等指揮中心的人員外，
社區防控還有賴一眾社區網格員。他們
除了為網內居民提供各種服務之外，還
要隨時排查和上報隱患。一般來說，網
格員發現預警信息之後，通過手機上報
到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收到後第一時間
通知相應的部門，收到通知的部門立即
出動。 （記者 俞晝）

▲網格員會為居家隔離居民提供代購
物資等所需服務 新華社

▲江浙等地運用 「大數據＋網格化」 等手段在基層一線防疫。圖為2月5日，南京市
一位社區網格員在為進出社區居民測量體溫 新華社

「城市大腦」
防疫流程
對外來進入

社區的車輛、人員：

❶來自重點疫區的車輛或
人員一旦進入小區，指
揮中心大屏幕立即跳出
預警信號

❷ 24小時運轉的防控疫情
指揮中心的工作人員將
預警上報給轄區執法綜
合隊

❸執法隊員上門對車輛及
車主信息進行排查

對社區突發事件：

❶社區網格管理員發現預
警信息之後，通過手機
上報到指揮中心形成 「
事件」 信息

❷ 24小時運轉的防控疫情
指揮中心的工作人員收
到 「事件」 信息，將信
息轉發到相應的部門

❸收到 「事件」 信息的部
門立即出動，對突發事
件進行處理

對居家隔離人員：

❶街道針對轄區住戶及租
戶進行專門排查，所有
社區人員的信息顯示在
指揮中心的大屏幕上

❷居家隔離居民每天通過
手機健康打卡，體溫自
動報送

❸若居家隔離居民出現體
溫異常，指揮中心上報
醫務部門，醫務部門上
門對體溫異常者進行預
檢，採取相應措施

「大數據時代，跟過去SARS情況不
一樣。」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
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說，現在在大
數據的監測下，人員如何流動一目了然
。 「我認為應該用科學的手段，來幫助
管理部門來了解疫情發生的動態，也可
以幫助疾控部門來對可能的流動人員進
行流行病學調查。」

「我們在1月19日就成立了 『個醫』
團隊，並與李蘭娟院士取得聯繫，共同
投入到這場與新型冠狀病毒的戰鬥中。
」 浙江每日互動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始人兼CEO方毅告訴記者，雙方團隊
創新性地提出 「無意識的密切接觸者」
這一概念，用於精準防疫。

「無意識的密切接觸者」 ，指那些
沒有明顯症狀的攜帶者，他們不知道自
己攜帶了病毒。對無意識密切接觸者人
群的發現和控制，是此次疫情的二代甚

至三代患者數量控制的關鍵。
「通過大數據的計算和分析，就能

清楚地看到，有多少人流向了北上廣深
杭這樣的城市，又有多少人流向了內陸
廣大的農村，並且能夠看出這些人具體
的分布態勢。」 方毅說， 「這樣的話，
一旦發現了一個確診的病患，就可以通
過大數據去了解在確診前，該病患都接
觸了誰，然後再去找到這些密切接觸者
，做到精準防控。」

聯合團隊已將數據分析成果提供給
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門，為疫情防控相關
部門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實現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可追溯、可預測
、可視化和可量化。 （記者 俞晝）

追蹤人員流向 透視播毒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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