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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一个斑块模型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地域扩散及控制 ， 通过分析无病平衡

点和计算基本再生数 ， 探讨了控制疾病异地和局部扩散的措施 ． 重庆与湖北相邻 ，
人 口流动频

繁
， 疫情前期有不少从湖北输入的病例． 我们将两个斑块模型用来刻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由湖

北向重庆的扩散 ，
通过数值模拟和敏感分析 ，

阐明将封城与其他围堵策略，
包括提髙病例发现

与隔离效率
，
提髙密切接触者追踪与管理效率

，
増加人际距离

，
个人预防措施及环境卫生措施

等相结合得以消灭疫情 ． 本文所用数据和信息都是国 内外权威部门公布的公开数据和信息或经

过脱敏处理的数据和信息 ．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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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ＭＲ
（
２０００

） 主题分类９２Ｃ ６０

中图分类 ０ ２９

１ 引言

２０１ ９ 年 １ ２ 月 ， 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了 不 明原因肺炎病例 ． 后来的研究表明 ， 引

起这种传染性肺炎 的是
一

种新型冠状病毒 ， 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病毒即非典病毒

（

ＳＡＲＳ－ＣｏＶ
）
和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

ＭＥＲＳ－ＣｏＶ
）
同属

一

个大型冠状病毒家族 ， 可以通

过直接和接触传播 ， 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 我国很快就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为乙类传染

病， 按 甲类传染病管理 ［

１
１

＋ 世界卫生组织将引发此次疾病的病毒称为 ２０１ ９ 新型冠状病

本文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收到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收到修改稿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１ １８ ３ １ ０ １ ２

；

１ １ ７７１ １６ ８
） ，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ＤＭ Ｓ
－

１８ ５３６２ ２
） 资助项 目 ．

ｔ 通讯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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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

２０ １１ｎＣ〇Ｖ
） ，
将此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疾病 （

ＣＯＶＩＤ－

１ ９
｝嘎

作为 中国经济 、 文化 、 教育 、 工业的地理 中心，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
是中国 内

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 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 中国 ， 航空网覆盖

全国 ， 是华中地区唯
一

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 这些交通的便利进
一

步加快了这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扩散 ． 在疫情暴发初期 ， 疋好遇上每年
一

次的人 口流动高峰 １—

春运 ， 人 口流动特别频繁 ． 加上初期对该病毒认识不足 ， 有一段时间
（
在 １ 月 ２３ｎ 之

前
）
未对流动人 口采取控制措施 ， 使得感染者和潜伏期人群大釐流动 ， 引起疫情的大范

围地理扩散 ． 到了２０２０ 年元月 份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蔓延到了湖北省全省和全国

各地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口 ， 据全Ｓ ３ １ 个省 、 自 治 区 、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 ，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８０９２８ 例 ， 累计死亡病例 ３Ｍ５ 例 ， 其中湖北省累 计确诊病例

６７＿ 例 （武汉市 ５０００５ 例 ） ， 累 计死亡病例 ３１ ３０ 例 （武汉市 ２４９６ 例 ）氣

３ 月 １ １ｎ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 已经成为一次全球性大流

行 （
Ｐａｎｃｔｅｍｉｃ

） ， 截止 ５ 月 １ＦＴ ，ＣＯＶＩＤ－

１ ９ 已经传播到全球两丙多个国家和地区 ， 被感

染人数 已经突破 ３１ ７５２０７ 人 ，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２３４ １７ ２ 人 詞
． 目前 ， 我国国 内疫情 已

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 湖北省新发病例 已经降为零， 但韩围 、 伊朗 、 意大利 、 两班牙、

德围 、 法国 、 美国等域外国家的疫情十分严峻．

此次湖北省也是迄今为止中 国疫情最严重的省份 ． 重庆市与湖北相邻 ， 语言接近 ，

有着天然的地理和人际联系 ． 同时两地同高铁、 飞机 、 高速公路、 轮船等交通便捷 ，
人

口流动频繁 ？ 百度迁徙的记录表 明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６ｎ至 １ 月 ２１ｎ ， 迁入重庆的人群

中 ， 来 自 湖北省的排名第六约占 魏左 从重庆迁出 的人群中， 目的地为湖北的排名

第￥约占 ７％ ． 我们认为这是春运期间的正常流动 ． 值得注意的是 ，
１ 月 ２ ｉｎ 新闻媒体

报道新冠病毒肺炎可以人传人 ， 自 １ 月 ２２ｎ开始 ， 从湖北迁出的人群 占迁入重庆的 比

例就上升到 ６ ．５６％
，
排名上升到第四 ． 与此同 时 ， 从重庆迁出人 口 中 ， 目 的地为湖北的

比例虽略有下降 ， 但仍然排名第谨 ．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口１ 〇 时起 ， 武汉市城市公交 、

地铁、 轮渡 、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
机场 、 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 武汉

“

封城
”

［
５

］
．

２３ｎ到 ２４ｎ
， 湖北 １ １ 座城市相继发出严格管理人员流动的措施 ． １ 月 ２５ｎ ，

迁入

重庆人口 中 ， 湖北迁入比例高达 ８ ． ５容％
， 排名第３＊ｉ 月 ２７Ｆ１ ， 湖北襄阳市各火车站关

闭 ， 次 ｎ 轮渡也暂停运营 间 ． 至此 ， 除神农架林区外 ， 湖北省内 １ ２ 个地级市 、 １ 个 自

治州 、
３ 个省直辖县级市全部

“

封城 重庆和湖北之 间人 口迁徙 比例才再次回落 ．

图 １ 案床与全两除湖北顆＿象务 ，
：則Ｉ省 值辖市 ， 自奋Ｋ） 累计确诊病倒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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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１ 月 ２４ 日 各省报告累计病例数新闻 ， 重庆报告累计确诊病例数 ５ ７例 ， 在全国

除湖北外各省
（
直辖市 ， 自 治区）

中高居第西 ． 这与重庆和湖北之间的人 口流动有密切

关系 ． 但是到 了２ 月 ２５ 日 重庆报告累计确诊病例 ５７６ 例 叭 再次对比全国确诊病例数

据发现所占 比例明显降低 ，
Ｍ排名下降到第 ８

（
见图 １

）
．３ 月 １ ５ 日 重庆最后

一

例在院确

诊病例治愈 出院 ， 宣布确诊病例清零 ． 显然 ， 重庆近期 良好的疫情控制效果 ， 得益于严

格的控制措施 ． 围堵策略在重庆收到 良好效果 ． 本文将通过多群体斑块模型 ， 研究人 口

流动对省际间疫情传播的影响 ， 并讨论围堵策略中的核心措施对疫情的控制效果 ．

２ 医学地理学 、 中心地理论和传染病扩散

本节我们简单介绍医学地理学 ，

“

中心地
”

理论和传染病空间扩散的概念 ， 并阐述

他们在传染病斑块建模中的联系和应用 ．

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 ， 我国 的 《黄帝 内经 》 里就提 出医家不但要精
”

岐黄之术
“

，
而Ｍ

要
“上知天文 、 下知地理、 中和人事

”

，
《黄帝 内经 》 的 《素问 ■ 异法方宜论》 中也提

出不 同环境产生不 同疾病的论述 ． 现代医学地理学
（

ＭｅｄｉｃａｌＧ 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是空间分析技

术研究人群疾病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以及医疗保健机构和设施地域合理配

置的学科 ， 是医学和地理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 可以用来研究地理过程
（
如人群的迁

移 ， 时空改变等） 怎样影响疾病的扩散 ，
以及 自然环境 、 生物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人

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

８
，

９
１

＋ 当
一

种新的传染病在某个地方暴发的时候 ， 疾病就会从这个

感染源像流行波 （
ｅｐ ｉｄｅｍｉｃｗ ａｖｅ

）

［

１ ＣＩ

１ 随着人群的迁移向其他地方扩散 ． 这种流行波的提

法基于 ｆｆｉｇｅｒｓｔ ｒａｎ
ｄ 关于创新浪潮

（
ｗａｖ ｅｓ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
的空间扩散的研究 Ｐ

ｙ
ｌｅ 认

为阻止流行波扩散的方法之
一

就是采取不 同的控制措施 ％ 疾病的扩散又可以进
一

步

分为 ：

（
ｉ
）
扩张性扩散

（
ｅｘｐａｎｓ ｉｏｎ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

） ， 即从
一

个感染源向外向新的地方扩散
（
如同

野火
一

样
）

；

（

ｉ ｉ

）
迁移性扩散

（

ｒｅ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ｄ ｉｆｆｕ ｓ ｉｏｎ
）

， 即安置到新的地方把感染源留在原地 ；

（
ｉｉ ｉ

）
接触性扩散

（
ｃｏｎ ｔａｇ ｉｏｕ ｓｄ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

） ， 即通过直接接触把疾病传染给别人 ；
（
ｉｖ

）
等级性

扩散
（

ｈ ｉｅ ｒａｒｃｈａ ｌｄ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
）

， 即按大小层次依序扩散
（
如从大城市到大城市 ， 从大城市到

小城市 ， 从小城市到城镇等 ） ； （
ｖ

）
网络性扩散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

） ， 即按人群的地理和社

会结构通过交通和社会网络扩散 ． 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扩散事实上是上述几种扩散方式

的
一

个混合式扩散 ．

中心地理论 （
Ｃｅｎｔ ｒａ ｌＰ ｌ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 是 由德 国地理学家 Ｗａ ｌ ｔｅｒＣｈｒ ｉｓｔａ ｌ ｌｅｒ 和德国经

济学家 ＡｕｇｕｓｔＬｏｓｃｈ 分别于 １９３３ 年和 １９４０ 年提 出的 ， 是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的基础

理论之
一［

１２
，

１３
１

＋ 中 心地理论把城镇的人 口大小 ， 基本功能 ， 专业服务 ， 医疗设备 ， 文

教娱乐 ， 跟其他城镇的连接等进行等级分类
（
类似于我 国对城市的

一

线 、
二线 、 三线等

分类 ）
． 高级中 心地的人 口众多 、 功能齐全、 医疗设备充足等等 ， 如此类推 ． 高级中心地

之间的交流频繁交通便利 ． 这种频繁的交流和便利的交通使得疾病在高级中心地之 间

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非常容易 ． 新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很快就扩散到 了北京 、 上海 、 杭

州 、 广州 、 重庆 、 成都等大城市 ．

一

个高级中心地周围有若干个中级中心地 ， 同样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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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中心地周 围有若干个低级中心地 ．

一

般来说 ， 传染病会从
一

个高级中心地扩散到周

围的 中级中心地 ，
再进

一步扩散到下面 的低级中 心地 ． 如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很

快就扩散到了 湖北省的各个地级市 ，
再从各个地级市扩散到各个县城 ， 等等 ．

图 ２ 全両的 ，
地区的和 Ｍ部的乎 ｊＳｊ

＇？

敵 ［

ｎ
ｌ

斑块 （
皿ｉｌｔｉ －

ｐａｔｃｈ 或者 ｍｅｔａ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ｏｎ
） 模型的建模方法事实上是将医学地理学理

论和 中心地理论结合起来 ， 用数学模型的方式来刻画传染病的地域传播 ． 根据中心地理

论， 更一般更实际的斑块模型应该是多茂度多区域多等级的结构 ． 为了简单起见 ， 我们

这里仅考虑单尺度一个等级的斑块模型 ， 但我 们的模型可以 推广用来研究新冠状病毒

在国和国 、 省和省 、 省级城市和地级城市 、 地级城市和县城之间的地域传播 ．

３ 多斑块新冠病毒模型

我们 以省为单位 ， 建立斑块模型 ． 假设 《 省是斑块 （ 在 〖 省内 的人 口 是均匀混合

的 ， 总共有 《 个省 ． 学＃们 目前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和所占 比例 尚存分歧 ， 因此我

们在模型中不单独考虑无症状感染 根据新冠病毒肺炎传播特点 ， 把 ｆ 时刻在 ｉ 省的

人群分为易感者 众 潜伏期 人群 （及 （切，
未就医感染者 （

１办１） ，
密切接触者 中被隔离

者
（
ｆｔ （

ｔ
） ）

， 住院＃（
馬

（切 和康复＃（
風⑷ ）

． 由 于围堵策略核心措施中病例 隔离和 医疗

机构感染控制措施的实施 ， 我们认为被隔离齐 （Ｑｉ ） 和住院者 （压 ） 都不能接触其他人 ，

从而不具有传播病毒的 能力 ，
而潜伏期人群 （应） 和感染者 成 ） 都具传染力 ， 用参数 沒

表示他 们的传播力的区别 ．

一旦发现 禺 中的某感染＃的密切接触者就会被隔离 ，
而感

染＃一经确诊就会收治入院就医 ． 那么在 ＃ 时刻 ， 省内能与他人接触的总人数为

Ｎｉ （

ｔ
）
＝

Ｓｉ （
ｔ）＋ 

Ｍ
￥ （

ｔ
）
＋ｉ －

，
ｊ
＝１

， 
２

， 

？

＊ ■ ＊

ｊ

ｎ．

假设康复者具有抗体 ， 不再成为易感 被隔离＃（ＱＪ 和住院者 （历 ） 不能在斑块

之间流动 ， 其他子群体都可能在 ｉ 省和 ｊ 省之间流动 ． 用标准发生率表示感染项． 感染

齐如果未能被确 沴收治入院 ， 可能在家靠 自 身免疫力康复或者因病死亡 ． 被隔离的潜伏

期人群 由于监测严密 ， 若非其他原因 自然死亡 ， 最终都会被确珍收治入院 ． 那么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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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人群满足以 下方程组 ：

Ｎ
ｉ

Ｎ
ｉ

、

Ｅ
ｊＰｉ

＾
ｒ
－

（
ｅ

ｉ ＼
ｇｉ

＼
ｆ

＾
ｉ
）

Ｅ
ｉ ：

ｄＳ
＼

ｄｔ

ｄＥ
ｉ

ｄ ｔ

ｄ ／
＇

ｎ

＝

芝〕
ｍ

（ｊ
＾
ｊ
＋９ｉ

Ｅ
ｉ
—

（
ｄ

ｉ ＼ ＼ 〇
ｉ ）
Ｉ

ｉ ：

ｊ
＝ ｉ

－

＾
－＝

＆
ｉ
Ｅ

ｉ
—

Ｑ．

ｉ Ｑｉ
—

ｉ
＾

ｉ Ｑｉ ^

ｄｉ^
ｎ

＝
Ｇ

ｉ ｈ＋ａ
ｉＱ ｉ

—

ｒ
ｊ
ｉ
Ｈ

ｉ
—

ｐｉ
Ｈ

ｉ
—

， ｉ
Ｈ

ｉ ，

ｄ ｉ？
．

ｎ

＇

ｍ
ｉｊ

＾
ｊ
＋ｌｉ

Ｈ
ｉ
—

ｆ
＾

ｉ
Ｒ

ｉ
＋Ｃ ｉｈ ：

其中参数定义如下 ：

表 １ 参数定 义

参數 定义

ｈ ｉ 省新生儿數量

＾
（
ｉ ＾ｊ ）

尺 类人群从 Ｊ

＇

省流动到 ｉ 省的人 口流动率 （
尺 ＝ Ｓ

；
Ｅ

，

Ｊ
，

＿Ｒ
）

￣ ｍ
ｕ

在 ｉ 省的 Ｋ 类人群离开 ｉ 省的概率 （
Ｋ ＝Ｓ

；
Ｅ

，


Ｊ

， 
＿Ｒ

）

（
３
ｉ

ｉ 省 内易感人群被未就医感染者传播病毒 的传播系数

Ｓ ｉ ｉ 省 内潜伏期人群传播病毒 能力与有症状感染者的修正系数

ｃ＾
ｉ ｉ 省 内 已被感染的隔离者被诊断为感染者送往就医的速率

ｅ
ｉ ｉ 省 内潜伏期人群被隔离的速率

１／讥 ｉ 省 内潜伏期时间长度

ｄｉ ｉ 省未住院感染者病死率

Ｉ
Ｍ ｉ 省 内 自 然死亡率

Ｖｉ
£ 省 内住院就医感染者病死率

ｉ 省 内未住院感染者康复率

ｄｉ ｉ 省 内感染者收治入院速率

ｎ ｉ 省 内住院感染者康复率

⑴

我们在建模时忽略人 口在斑块之间流动途中的 出生和死亡 ， 对任意 Ｚ
＝ｌ

，
２

，

． ． ．

，
ｎ

，

设
ｎ

ｍｆｉ
＝ ￣

Ｙ，Ｋ＝Ｓ
，

Ｅ
，

Ｉ
，

Ｒ ．

ｊ
＝

ｈ好 

ｉ

假设流动率矩阵 （
ｍ
ｇ ）

？ ｘ ？ 不可约 ．

我们注意到 Ｌｉ 等 Ｍ 结合移动数据和贝 叶斯推理 ， 利用
一

个类似的斑块模型来估

计武汉封城前未被确诊的人数 ． 本文是利用斑块模型 （
１

）
来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

国 的地域扩散和控制 ． 特别地 ， 我们将分析和模拟湖北和重庆之间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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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无病平衡点和基本再生数

考虑无病状态 ， 尽 ＝

Ａ
＝

Ｑ ｉ
＝ 払 ＝ 〇

，
讨论无病平衡点的存在性需讨论如下方程

组 ：

ｎ

Ｎ十 〉 ：
饥

ｉｊ

Ｓ
ｊ
—

ｆ
＾

ｉ
Ｓ

ｉ
＝〇

，

ｎ
Ｍ
⑵

〉 ：
ｍ
＾
Ｒ

ｊ

—

 ｆ
ｉ

ｉ
Ｒ

ｉ

＝

０ ．

ｊ
＝ ｉ

因为矩阵 ⑷＾
－

ｍ
ｇ ）

１

严格对角占优 ， ⑵ 的第
一

组方程存在解 ＃
＝

（对 ， 碭 ，

…

， 被 ）

满足 （
＃

）

Ｔ＝
（‘叫

－

＜ ） 同理可知 ⑵ 的第二组方程解为 妒 ＝

（
〇

，
〇

，

． ． ．

，
〇

）

． 进而可知系统
（
１

）
的无病平衡点为

（
＃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

利用基本再生数的计算方法 Ｐ
彳 可得

／
Ｆ

ｉ
ｆ

２
０ 〇

＼ ／
Ｖｎ ０ ０ 〇＼

０ ０ ０ ０ Ｖ ２ １ Ｖ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Ｖ
３ １

０ Ｖ
３３

０

Ｖ０ ０ ０ ０ ／ ＼〇 Ｖ ４２ Ｖ４３ Ｖ４４ Ｊ

其中

Ｆ
ｉ
＝

ｄ ｉａｇ
（
ｅ ｉ ／

？
ｉ ，

ｅ ２ ／
？
２ ，

？ ？ ？

，
ｅｎ

／
？ｎ

）
，

Ｆ２
＝

ｄ ｉａｇ（
／
？ｉ

，
／
？２

，

？ ？ ？

 ，
／
？ｎ

） ，

ｌ^ ｌ
＝

９ｉ
—

＾
ｉ ｊ ）

ｎ ｙ． ｎ ｉ

Ｖ２ １
＝

ｄｉａｇ （

－

ｇ ｉ
，

－

ｇ ２
， 

？ ？ ？

， 

－

ｇｎ ） ，

ｌ／
２ ２
＝

ｆ

＾
ｉ

—爪
勿

＇

）
ｎｘ ｎ ，

Ｖ３ １
＝

ｄｉａｇ （

—

ｅ ｉ
， 

—

ｅ ２
， 

？ ？ ？

，

—

ｅｎ
） ，

Ｖ
３３
＝ｄｉａｇ （

ｏ ；

ｉ＋ ／
＾
ｉ ，
ａ．

２＋
＊＊ ＊

７＋Ｍｎ
）

，

ｌ／
４２
＝

ｄｉａｇ
（

—

仏 ，

一

６？

２ ，

． ． ．

，

一

６？

ｎ
）

，

Ｖ
４３
＝ｄ

ｉａｇ （

—ｏ； ｉ ， 

—ｏ； ２ ， 

＊＊  ＊

，

—

ｃ＾ｎ
）

，

Ｖ４４＝ｄｉａｇ （
７
７
ｉ＋

／
／ １＋７ １

，
７
７
２＋＾２＋ ７ ２

，

？ ＊ ＊＋Ｍ ｎ＋７ｎ
）

－

Ｖ 的逆为

（
Ｖ

ｉ ｉ

１００ ０

、

ｙ
１
＝

－ｖ^ ｖ＾
１ｖ^

１０〇

〇Ｅ
１０

Ｋｖ＾ ｉ
Ｖ＾Ｖ＾＾＋ Ｖ^ Ｖ^ Ｖ

ａ＾Ｖ＾－

Ｖｉ＾Ｖｉ ａ
Ｖ
＾

１Ｖ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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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我们定义基本再生数为 ｆｉ／

１

的谱半径

Ｒ 〇 ：

＝

ｐ ｉ
Ｆ＾

１
－

Ｆ２Ｖ
２ ２

１

Ｖ２ １Ｖｎ
１

）
．

若 ＊ 省与其他省之间都没有人员流动 ， 则 ＊ 省封闭 ，
此时可得 ＊ 省的基本再生数为


（Ａ 十 叫 十 久 十 心 ）

十 属讲
〇

（
＜４ ＋Ｍｉ＋沒

ｉ＋＆
 ） （

ｅ
ｉ ＋＋Ｍｉ

）

值得注意的是 ， 如果采取封城措施 ， 使得所有 ｍ
ｇ

＝０（
＊

，

＊＝１
，

ｉｆ＝

５
； 
Ｅ

，

／
，

ｉ？
）

，
此时整个疾病的基本再生数

Ｒ 〇
＝

ｍａｘ
｛
ｉ？

〇｝ ，＜
＝
１

，

． ． ．

，

ｎ ．

也就是说 ， 必须要所有斑块的 ｉ４＜ １
， 才能保证 ＜１

， 疾病才能被彻底消灭 ． 否则 ，

如果 ＊ 斑块消灭了该病 （
ｉ

ｔ＾＜
１

） ，
而

ｊ
斑块暴发疫情 （

ｉ？
《 ＞ １

） ， 疫情并不算结束 ，
还有重

新被引入和再暴发的可能 ．

在封城以后 ， 对单个斑块 ＊ 来说 ， 等价于

久
＞（４ 十 叫 十 心 ）

十 讲
一

（Ａ 十 叫 十 心 ） （
６

丨 十 讲 十 叫 ）
． （

３
）

也就是说 ， 如果能将所有斑块的感染者收治入院速率提高到 充分快 ， 使得
（

３
）
对任意

１ＳＳ？ 满足 ， 那么疾病最终会被消灭 ． 这
一

结果体现了 围堵策略 中病例发现与 隔离

这
一

措施的重要性 ． 但感染者收治入院的速率 氏 是有上界的 ． 我们如果以
“

天
”

为单

位 ， 考虑感染者出现症状后至少需要用
一

小时可被确诊收治入院 ， 那么 ２４ ． 因此

（

３
）
非空的必要条件是 ＋ 内 ＋＆

） 
＋／

３你
— ⑷ ＋ 内 ＋＆

） （
ｅ

ｉ
＋ 识 ＋ 内 ）

＜２４ ． 显然 ，

如果 Ａ 非常大的时候 ， 这是不能满足的 ． 因此
， 需要在增大 久 的减小 Ａ 才能达到控制

足
。 的 目标 ． 取消大型活动 、 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 、 延长春节假期等增加人际距离

的措施 ， 佩戴 口罩 、 正确洗手等个人预防措施 ， 常规清洁、 减少共用物品 、 室内通风等

环境卫生措施 ， 都属于减小 Ａ 的措施 ．

另
一

方面 ，
＜ １ 也等价于

Ａ 
＜
： ７

＋

卞 ？ （
４

）

ｆｃ
＊＾ｄ

ｉ ＋ｍ ＋

９
ｉ＋ Ｃｉ

这意味着在封城的前提下 ，
只需要将所有的 Ａ 充分减小就可以控制疫情 ， 将疾病消灭 ．

同 时注意到 ， 如果我们增大 氏 和 ｅ
ｉ ， 可以增大不等式 （

４
） 的右边 ， 也就可以适当放宽 ａ

的上界 ． 这意味着 ， 将提高病例发现与隔离效率 ， 提高密切接触者追踪与管理效率 ， 与

增加人际距离 、 个人预防措施、 环境卫生措施等相结合 ， 才能更好的将 控制 １ 以下 ．

这同时也意味着 ， 仅仅依靠封城是不能消除疾病的 ， 需要和其他控制措施相结合 ，

需要公卫系统 、 医院 、 社区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彻底消灭疫情 ． 但另
一

方面 ， 封城控制

人 口流入能阻止疾病的传入 ， 又有助于某个斑块
（
特别是疫情相对不是特别严重的斑块 ）

的疫情控制 ． 我们 由 图 ３
（
ｂ

） 可见 ， 如果不采取旅行限制 ， 继续保持之前的人 口 流入状

态 ， 不论感染人数规模还是疫情持续上升时间都将更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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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关于湖北和重庆的两斑块模型 ： 数值模拟与敏感分析

本文主要以湖北 、 重庆为讨 对象 ， 设湖北省为 Ｉ
＝
１

，
重庆市为 Ｉ

＝
２ ． 省际间的

流动率 ｔｏ
呑 （

疋 ＝ 尽 尽 Ｉ
，

ｉ？
） 的取值根据百度迁徙在省际间迁入迁出的平均值得到 ． 讨

论主要是基于湖北和重庆前期的人 口 流动及疫情进行分析 ，
因此参数主要基于这两个

省 ， 直辖市进行选取 ． 虽然武汉封城开始于 １ 月 ２３ｎ ， 但根据百度迁徙数据表明 ， 湖

北迁入重庆人 口 的明显减少从 １ 月 ２６口 开始 ． 因此我们将时间分为两段 ＊（

１
）

１ 月 ２ １

１１宣布人可传人新闻开始 ， 各省开始有较详细的数据记录 ， 到 １ 月 ２５口 前 ， 我们认为

这段时间湖北与重庆之间存人 口 流动 ；
（
２

）１ 月 ２６ｎ 以后 ， 湖北大部分城市封城 ， 湖

北与重庆之同人 口流动设为 〇 ． 根据重庆市卫健委疫情通报 ，
２ 月 ｓｓｎ 开始重庆新增

确诊病例数为 〇
，
并持续保持至今 ， 我们对重庆的累计确诊病例数统计和拟合到 ２ 月 ２５

ｎ 为止 ．

我们假设确诊病例皆被收治入院 ，
因此卫健委通报的 累计病例数应为模型 中 历 的

累计数 ． 疫情通报中的 因病死亡例数也来 自 岛， 而未入院治疗的感染者中 因病死亡例

数无法得知 ，
因此我 们在数值模拟 中假设同

一地域 内未确 诊住院感染者的因病死亡率

与住院治疗者的 因病死亡率相 同 ， 即假设 必
＝

％ ．前期全Ｓ ４０２ １ 例确诊患若的分析

发现 ： 平均潜伏期 （即 １細）
为 ５ ． ２ 天 ；

１ 月 ２２ｎ后发病的患者 ，
从发病到诊断的平均

间隔 （
即从 厶 到进入 珥 ） 为 １ 天 ； 平均住院时间

（
即 １

／％ ） 为 １０ 天左打 ［叫 由于对被

隔离者的症状监控严密 ， 假设被隔离者
一旦发病就被收治入院 ， 因此可假设 ％

＝

％ 未

住院感染者的康复速率难以确定 ， 我们假设 ＆
＝参数 句 戽 与 ＆ 都在数值模拟 中

拟合 ， 但 由 子湖北省疫情比重庆严重 ， 我们假设 ＃ ｉ
＞羝 并

假设湖北感染者确 诊收治入院等待时间为 ５ 天
， 心

＝ ０ ． ２
， 重庆感染＃确诊收治入院等

待时间略大子 ２４ 小时 ， 办 ＝ ０ ．

９ ． 类似于用斑块模型来研究武汉周边地 区新冠病毒肺炎

的Ｘ作 Ｍ ， 翁们采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系统的未知参数 ， 包括 毳 ％ 和 以
＝

１
；
２

）

．

图 ３ 量展笨敢＿堵策赂敦
：巣對— ＿＊奢奉＿逾踪隔离措 萆否痛行旅行限制 ：， 控制人 口流动

湖北省 ２０ １８ 年总人 口５ ９１ ７ 万人 ， 全年出生共 ６８ ． ２ 万人 ， 全年死亡共 ４ １ ．於 万人？

重庆市 ２０ １８ 年常住人 口Ｍ ０ １
．

７９ 万人
， 〒均每天新出生人 口 部 ８ 人

，
平均每天死亡人数

５９ ３ 人 ２ 月 蓝 ＦＴ 前重庆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死亡病例 ６ 例
［

７
］

． 与重庆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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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照 ， 湖北 ２ 月 ２５ｎ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６５ １８ ７ 例 ， 累计病亡 ２６ １５ 例 Ｍｌ 我们重点

展示对重庆疫情模拟的结果 ． 图 ３
（
ａ

） 选取 １ 月 ２６口为初始时刻 ， 我们假设之后因 旅行

限制使得 ｍｇ 和 丨 都为零 我们假设重庆的初值 ％
（

０
）

＝３ １ ０１ ７９００
，

好
２ （

０
）
＝ １ １ ０

，
并假

设馮 （
〇

）均 （

〇
）
＋ １２ （

〇
）２丑２ （

〇
）

，
５讲 ）

乏Ｑ ２ （
０

）
泛场

（

０
）

，
初值 均

（

０
）

，
Ｉ
２ （

０
） ，Ｑ ３（

０
） 通过最

小二乘法来估计 ． 图 ３
（ ａ

）
中的黑色实线为模型拟合结果 ． 估汁的重庆初值 ￡Ｍ 〇

）
＝１ １０

，

办㈣ ＝
３Ｓ

，Ｑ ２ （
０
）
＝

３２０
， 估计相关参数 句

＝ ０ ． ９
，／％

＝１０ ０ ． １ ． 我们进
一

步关注

围堵策略的核心控制措施中密切接触奍迫踪和管理 ， 如果对密切接触者完全不采取 隔

离 ｅ
２
＝

０
， 即使其他参数都＃致 ， 那么疫情将比现有情况糟糕的多

（
见 图 ３

（
ａ

） 中较高的

绿色虚线
）

． 但如果及时隔离，
比如在感染荞发病第二天立刻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 ， 即使

勿
＝

１
， 那么疫情峰值将比现有数据略低 （

见图 ３
（
ａ

） 中较低的避色虚线）

．

图 邓Ｊ
） 选取 １ 月 ２ １Ｆ１ 为初始时刻 ， 仍然到 ２ 月 跑 ｎ 为止？ 此时所有省份之间 自 由

往来 ，
边界也未设检疫 ． 因 为期间有封城措施 的实施 ， 使得 ｍｇ 和 ｍｇ 不再是常数 ， 而

是随时间 ｆ 改变的 函数 ． 由于前后措施不同 ， 我们不能强行拟合报告确诊病例数 ， 但是

希银通过模型展呆因为措施不同 ， 选取不同参数下的数值结果 ． 我们在展示数值结果时

选取两种极端假设 ：

（
１

） 如果我们不及时在几天后采取交通管制 ， 保持 ？ｔ！苍 和 ｍ
｜ｉ 为初

始状态的常数 ， 其他参数选取和 图 ３
（ａ ） 中黑色实线

一致 ， 那么感染人数会大董增加 ，

并且 ２ 月 ２ ５．ｎ 以后疫情还会一直持续 ，
还有新增确诊人数 （

见 图 ３㈦ 中蓝色 虚线
）

；

⑵ 如果我们从 １ 月 ２１［
１ 当 天开始就开始封城 ， 即 比图 ３

（
ａ

） 提前实施封城 ， 我们发现

爲 比图 ３
（

ｂ
） 中 蓝色虚线相应值增大 １ ００倍 ， 仍可以将模型拟合最终规模与报导累计确

珍病例最终规模
一

致 （见 图 ３
（
ｂ

） 中黑色实线 ）
． 这说明对于疫情相对较轻的斑块 ， 封城

对控制疫情的最终规模和持续时间有
一定作用 ．

图 ４ 凝礙围堵策略对玫慮基本再隹数胁敦腦￥比； 谀变遼縣隔离效率时 ，
跑 随传播系数薄致麽１

（Ｗ改斑感染者确诊收治敦率財 ， 随传播系数的改变

除了关注
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 ，

疫情的控制还需要关注全局 ． 回到对基本再生数

坳 的讨论上 ． 图 ４
（
ａ

）
假设两个斑块具有相同的传播系数 ， 即 典 ＝ 良 我们改变两

个斑块的潜伏期人员隔离速率 ， 如呆完全不隔离所有潜伏期人群 ， 即 ｅ
ｉ
＝

ｅａ
＝

０
， 可见

基本再生数远大于采取隔离措施后的情形 ． 图 ４
（
ｂ

） 则关注感染＃的确诊收治入院速率

对基本再生数的影响 ． 我们仍然假设斑块 １ 疫情较严重 （利 用湖北省的参数 ） ，
斑块 ２ 疫

情相对较轻 （利 用重庆的参数 ）
， 如果我们通过

一系列措施使得 Ａ 二 ｆｔ
＝

Ａ 保持斑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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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参数不变 ， 改变斑块 １ 的参数 ＆
（
即感染者确诊入院的速率

）
， 如果疫情严重的斑

块中感染者确诊入院效率 明显提高 ，
比如感染即被确诊入院 ， 那么整体疫情的基本再生

数会大大减小 ．

围堵策略 中的追踪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措施 ， 不论对减小疾病的基本再生数 ｉ？
。 ， 还

是降低各斑块感染人数都具有明显的效果． 还值得
一

提的是 ， 加快感染者确诊入院的效

率也对疫情的控制有重要的影响 ． 尽快将感染者确诊收治入院 ， 既能有效控制感染者的

病情发展 ，
又能避免感染者 因无法进行有效隔离而感染更多的易感人群 ． 而提高这

一

效

率需要多方努力 ， 不仅是医院方通过增加检测试剂和准备充足 的床位 ； 还需要对大众进

行科普宣传教育 ，
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下必须尽快就医； 也需要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

者进行有效追踪 ， 从而缩小寻找感染者的范围 ， 提高效率 ．

５ 讨论

相对于传染病的时 间发展动力学和控制来说 ， 传染病的时空动力学和地域传播方

面的研究要少得多 ，
尤其是在建模和模拟时空数据方面 ． 由于交通系统的迅速发展和全

球化的高速进程 ， 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扩散从
一

个城市到 另
一

个城市 ， 从
一

个省到

另
一

个省 ， 从
一

个国家到另
一

个国家 ， 非常迅猛 ，
让各级各地各国政府 、 医疗卫生系统

和普通 民众猝不及防 ． 传染病的这种长距离大范围多尺度的地域和时空传播值得我们

去检验和反思我们原来的建模思想和模拟方法 ． 由 于武汉和湖北大部分城市在元月 ２３

号到 ２５ 号相继封城 ， 单
一

的仓室模型是否适合用来刻画全国的传播动力学 ？ 如果不适

合应该如何修正 ？ 在这种重大传染病大暴发的时候 ， 除了 计算基本再生数和预测疫情

走势 ， 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还能为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哪些及时和有效的方案和策

略 ？ 我们通常所做的和能做的数学结果跟公共卫生部 门所想要的有哪些差距 ？ 这次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迅猛的大范 围地域传播通过强有力的干预和 巨大的牺牲被控制住了 ，

但从数学建模的角度怎么去 回顾去理解去刻画去分析这些过程 ？ 进
一

步地 ， 我们该怎

样去培养我们的学生去学 习新思想掌握新方法 ， 去独立思考联系实际 ， 使得他们将来能

够比我们更好地去应对类似的或更复杂的情况 ？

研究传染病的时空动力学和地域传播的
一

个经典方法是考虑人群的随机空间迁移 ，

然后用反应扩散方程来描述传染病的传播 如果把某地的初始感染源作为初值 ， 根

据 Ｆｉ ｓｈｅｒ 的思想 ＿ 和 Ｂａｒｔ ｌｅｔ ｔ 的概念 ％ 这类模型会产生流行波解 ， 这个流行波将空

间分成未被感染区域和被感染区域 ， 并从未被感染的区域向被感染的区域以常数速度

移动 ． 用反应扩散方程来刻画具体的传染病时空传播和模拟相关数据的工作不多 ＠ ，

２ ３
１

，

困难之
一

是对空间区域连通性的要求 ， 这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地域传播不适合 ． 可以用

来替换的模型之
一

是非局部的扩散方程 ＠ １

， 即用卷积积分算子来代替拉普拉斯算子 ，

但 目前这类方程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论方面的 ， 鲜有具体实际应用 ．

另
一

个研究传染病地域传播的方法是使用斑块模型 ， 根据实际情况这些斑块可以是

村庄 、 小区 、 乡镇 、 县城 、 城市 、 省甚至国家 ， 在每个斑块内假设人群是均匀混合的 ， 非

均匀性或非齐次性
（

ｈｅ 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
是通过人群在斑块之间的迁移来体现 ． 关于斑块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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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模型的文献非常丰富 ， 如专著
［

２５
］
和综述

［

２６
，

２７
］

． 早期关于斑块传染病模型的研究着

重于计算基本再生数 以及利用 来确定无病平衡点和地方病平衡点的存在性和稳

定性 ， 而利用斑块模型来研究传染病的初衷是探讨人群在斑块之 间的迁移对疾病的地

域传播的影响 ，
显然无病平衡点和地方病平衡点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

从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地域扩散看 出 ， 被感染人群特别是潜伏期人群
（
被感染了但症

状还没有出现 ） 的异地迁移是关键 ．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
一

个思路是讨论感染人群和潜伏

期人群的迁移率对基本再生数 的影响 ， 但这方面的工作很少 ｐ ８
，

２ ９
１

． 其实这是
一

个很

有趣也很难的数学问题 ， 即分析下代算子
（

ｎｅｘｔｇｅｎｅ ｒａｔ ｉｏｎ ｏｐｅｒ ａｔｏｒ
）
对参数的依赖性 ，

对于斑块传染病模型来说就是矩阵的主特征值对其元素的依赖性 ． 目前我们仅就
一

些

两个斑块的模型有些结果 ［

３￣３ １
１

， 对本文的斑块模型 （
１

） 也是如此 ．

值得指出的是 ， 我们这里只针对两个斑块进行了数值分析 ． 如果考虑更多斑块之间

的疾病扩散 ，
人 口流动会更加复杂 ． 而对于

一

个省份或者城市来说 ， 不能把控制眼光仅

仅钉在
一

个地域 ，
而应该纵观全局 ， 对所有有疫情的地域都加以重视 ． 对于重庆和湖北

目前的疫情防控来说 ， 最重要的都是防止其他地方的输入 ， 比如境外输入 ． 由于防控措

施的干预 ，
斑块间的流动系数 ｍ

ｇ （
ｉｆ
＝

５
； 尽 ／

，

ｉ？
） 也不总保持

一

个常数 ，
而是随着疫

情的变化在不同 时间点有不同 的值 ， 所以 ｍ
ｇ 可以看成是随时间 ｉ 变化的 函数 ．

我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实施的围堵策略的核心措施包括交通限制措施 ， 病例

隔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措施 ， 增加人际距离 ， 个人预防措施 ，
医疗机构感染控制措施 ，

环境卫生措施等 ［

３２
１

＋ 这些措施在模型 （
１

）
中都有相应的变量或参数体现 ． 本文对模型

（

１
）
的基本再生数 ｉ

ｔ

＊

。 的研究表明 ， 疫情暴发之时 ， 需要将封城与其他措施结合实施 ，

才能将所有地区的疫情控制下来 ， 将 减小到 １ 以下 ， 最终消灭疫情 ．

放眼全球 ， 整个世界是
一

个整体 ．
ＷＨＯ 的最新报告显示 ， 疫情 已经遍布全球 ， 欧

洲所有国家 、 美国每
一

个州都有病例报告 ． 但各个国家疫情不同 ， 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

同 ， 比如韩国 、 日本 、 意大利 、 英国采取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就各有不同 ． 我们可 以把
一

个国家作为
一

个斑块 ， 将本文的斑块模型运用到不同国家的疫情分析 ． 目前全球疫情也

与我 们对基本再生数 的分析结果
一

致 ： 只要还有
一

个地方疫情严重 ，
人类就还没摆

脱这种病毒的威胁 ， 疫情就没结束 ，
遏制病毒蔓延需要多种防控措施结合实施 ．

我们关于非典斑块模型 ［

１Ｑ
］ 和本文新冠状病毒肺炎斑块模型的分析再次表明 ， 关闭

边境只能推迟疾病的传入 ， 不能阻止 ． 在我国 刚暴发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时候 ， 意大

利是最早同 我国断航的 国家之
一

， 但 目前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 因此
， 在传染病大

规模暴发的时候 ， 无论是小地方小单位还是大区域甚至 国家 ， 地方保护主义的策略是不

会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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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ｏ ｎａｖ ｉｒ ｕｓＰ ｎ ｅｕｍｏ ｎｉａｏ ｆＸ ｉａｎ ｇｙａ ｎｇＰ ｎ ｅｕｍｏ ｎｉａ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ｘｉ ａｎｇ ｙａｎ ｇ

．

ｇ ｏｖ
． ｃｎ ／ｚｘｚｘ／ ｊ

ｒｇ ｚ ／２０２００ １ ／
ｔ ２０２００ １ ２７＿ ２０ １８ １ １０ ． ｓｈｔｍ ｌ

．２０２０
）

［
７

］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

（
Ｈｅａｌ

ｔ ｈ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ｏ ｎｏｆＣｈ ｏｎ ｇｑ ｉｎｇ
．Ｎｏｖ ｅｌＣｏｒ ｏｎ ａｖｉｒ ｕ ｓＳｉ

ｔ ｕ ａｔｉｏ ｎＲｅｐｏｒ
ｔ ｏｆＣｈ ｏｎ ｇｑｉ ｎｇ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ｈｔｔ ｐ ：

／／
ｗｓ

ｊ
ｋｗ ． ｃｑ ． ｇｏｖ ． ｃｎ

／ｙｑ
ｘｘｙｑｔｂ ／ ２０２００ ２２６／ ２５６２８ ７ ． ｈｔｍ ｌ

，２０ ２０
）

［

８
］Ｍｅａｄ ｅＭＳ ．ＥｍｃｈＭ

，

Ｍｅｄ 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
，

３ｒｄ ｅｄ ．ＮｅｗＹｏｒ ｋ ：Ｇ ｕ ｉ ｌｆｏｒ ｄ
，

２０ １ ０

［

９
］Ｐｙ ｌｅＧＦ ．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Ｍｅｄ ｉｃａｌＧ ｅｏｇｒａ ｐｈ ｙ．Ｗａ ｓｈ ｉｎ ｇｔｏ ｎ

，

Ｄ ．Ｃ ． ： Ｖ ．Ｈ ． Ｗ ｉｎ ｓｔｏ ｎ＆Ｓｏ ｎｓ
，

１ ９７ ９

［
１ ０

］Ｒｕａ ｎＳ ，

ＷａｎｇＷ
，

Ｌｅｖ ｉ
ｎＳＡ ．Ｔ 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ｇｌｏ ｂａ ｌｔ ｒａｖ ｅｌｏｎｔ ｈｅｓｐ ｒｅａｄｏｆＳＡＲ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

ｉ
ｃ ａ ｌ

Ｂ ｉ ｏｓ ｃｉ ｅｎｃ 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 ｉｎｇ ， ２００ ６
， ３ ：２０５ ２ １ ８

［
１ １

］Ｈａｇｅｒｓｔ ｒａ ｎｄＴ ．Ｉｎ ｎｏｖａｔ ｉｏ ｎＤ ｉｆｆｕｓ ｉｏ ｎａｓａＳｐａ
ｔ

ｉａｌＰ ｒｏｃ ｅｓｓ ．Ｃｈｉ ｃａ ｇｏ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Ｃｈ ｉｃａ ｇｏＰｒ ｅｓｓ

，

１ ９５３

［

１ ２
］Ｇｏ ｏｄａｌ ｌＢ ．ＴｈｅＰｅ ｎｇｕ ｉｎＤ ｉｃｔ ｉｏｎ ａｒｙ ｏｆ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Ｌｏｎ ｄｏ ｎ ：Ｐｅｎｇ ｕ ｉｎ

，

 １９８７

［
１ ３

］Ｋｉ
ｎｇＬ Ｊ ．Ｃ ｅｎｔｒａ ｌＰ ｌａｃ ｅ Ｔｈｅｏｒ ｙ．Ｂｅｖｅｒ ｌｙＨ ｉ

ｌ ｌｓ
，

ＣＡ ：Ｓ ａｇｅＰ ｕｂ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１ ９８４

［
１ ４

］Ｌ ｉ
Ｒ

，

Ｐ ｅ
ｉ
Ｓ

，

Ｃｈ ａｎＢ
，

Ｓ ｏｎ ｇＹ
，

Ｚｈ ａｎ ｇＴ
，

ＹａｎｇＷ
，

Ｓ ｈａｍａ ｎＪ ．Ｓ ｕｂ ｓｔａ ｎｔ
ｉ
ａｌｕ ｎ ｄｏ ｃｕｍｅｎｔ ｅｄ

ｉ
ｎ ｆｅｃ ｔ

ｉ
ｏｎ

ｆａ ｃｉ ｌ ｉ
ｔａｔ ｅｓｔｈ ｅｒａｐ ｉｄ ｄ ｉｓｓｅｍ ｉ ｎａｔ ｉｏ ｎｏｆｎｏｖｅ ｌｃｏｒ ｏｎ ａｖｉｒ ｕ ｓ（

ＳＡＲＳ －ＣｏＶ ２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３６８ ：４８９ －

４ ９３

［
１ ５

］ｖａ ｎｄｅｎ Ｄｒ ｉｅｓ ｓｃｈｅＰ
，Ｗａｔｍｏｕｇ ｈＪ

．Ｒｅｐ ｒｏ ｄｕｃ ｔｉｏ ｎｎｕｍｂ ｅｒ ｓａ ｎｄｓ ｕ ｂｔ ｈｒｅｓ ｈｏ ｌｄｅｎ ｄｅｍ ｉｃｅｑｕ ｉ ｌ ｉ ｂｒ ｉａ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ｌｍｏ ｄｅ ｌｓ ｏｆｄ
ｉ
ｓ ｅａ ｓｅ ｔ ｒａ ｎｓｍ

ｉ
ｓｓ

ｉ
ｏｎ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

ｉ
ｃａ ｌＢ

ｉ
ｏ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ｓ

，２００ ２
， １８０ ：２９ ４ ８

［
１ ６

］
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 ． 中 华 流

行病学 杂 志 ，

２ ０２０
， ４ １

（
２

）
：１ ３９ １ ４４

（
Ｓ ｐｅｃ ｉａ ｌＥｘｐ ｅｒｔＧｒ ｏｕ ｐｆｏ ｒＣｏ ｎｔｒ ｏｌｏ ｆｔ ｈｅＥｐ ｉｄ ｅｍ ｉｃｏｆＮｏｖ ｅ ｌＣｏｒ ｏｎ ａｖ ｉｒ ｕｓＰ ｎｅｕｍｏｎ ｉａｏｆ ｔｈ ｅＣｈ ｉｎ ｅｓ ｅ

Ｐ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ｖ ｅＭｅｄ ｉｃ ｉｎ ｅＡ ｓｓ 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ｔｈ ｅ ｅｐ ｉｄ ｅｍ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 ｅｒｉｓ ｔｉｃ ｓｏｆ ｎ ｏｖｅ ｌｃｏｒｏ ｎａｖ ｉｒ ｕｓ

ｐｎ ｅｕｍｏ ｎｉ ａ（
ＣＯＶＩＤ－ １ ９

）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ｐｉｄ ｅｍｉ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４ １
（
２

）
： １３ ９ １ ４４

）



３２２ 应 用 数 学 学 报 ４ ３卷

［
１ ７

］
王霞 ， 唐三

一

， 陈勇 ，
冯晓梅 ， 肖燕妮 ， 徐宗本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Ｔ武汉及周边地区何时复工 ？

数据驱动 的 网络模型分析 ． 中 国科学 ： 数学
，

２０２ ０
，

５０ ：１ １０

（
Ｗａｎｇ Ｘ

，

Ｔａ ｎｇＳ
，

ＣｈｅｎＹ
，

Ｆｅｎ ｇＸ
，

Ｘｉａ ｏＹ
，

ＸｕＺ ．Ｗｈ ｅｎｗ ｉ ｌ ｌｂ ｅｔ ｈｅｒｅｓ ｕｍｐｔ ｉｏ ｎｏｆ ｗｏｒ ｋｉ ｎＷｕ ｈ ａｎ

ａｎｄｉ
ｔ ｓｓ ｕｒ ｒｏｕ ｎｄ ｉ ｎｇａ ｒｅａｓｄｕ ｒｉ ｎｇＣ ＯＶＩＤ －

１ ９ ｅｐ ｉ ｄｅｍ ｉｃ ？Ａｄａｔ ａ－ｄ ｒｉｖ ｅｎｎ ｅｔｗｏ ｒｋｍｏ ｄ ｅ ｌ ｉ ｎｇ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

ＳＧ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ＧＡＭａｔｈ ｅｗ，ａｔ
ｉ
ｃａ

，２０ ２０
， ５０

：１ １０
）

［
１ ８

］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重庆市 ２０ １８ 年卫生健康主要统计数据 ，
２０ １ ９

（
Ｈｅａ

ｌ
ｔ ｈ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
ｏ ｎｏｆＣｈｏ ｎｇｑ ｉ

ｎｇ ．Ｔ ｈｅｍａ
ｉ
ｎｈ ｅａ

ｌ
ｔｈ 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ａ

ｌｄａｔ ａｏｆＣｈｏｎ ｇｑ ｉ
ｎ ｇ２０ １ ８ ．

ｈｔｔｐ ： ／／ｗｓ
ｊ
ｋｗ ． ｃｑ

．

ｇ ｏｖ
． ｃｎ ／ｓｊ ｆｘ ，

２０ １ ９
）

［
１ ９

］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

（
Ｈｅａｌ

ｔ ｈＣｏｍ ｍ ｉｓｓ ｉｏｎｏｆＨｕｂ ｅ ｉＰｒ ｏｖｉ ｎｃ ｅ ．Ｎｏｖｅ ｌＣｏｒ ｏｎａｖ ｉｒ ｕｓＳ ｉ
ｔ ｕａｔ ｉｏｎＲｅｐｏｒ

ｔ ｏｆ Ｈｕ ｂｅ ｉＰ ｒｏｖ ｉｎｃ ｅ
，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５ ．ｈｔｔ ｐ ：

／／
ｗ

ｊ
ｗ ． ｈｕ ｂ ｅ

ｉ
． ｇｏｖ ． ｃｎ

／
ｂｍｄｔ

／
ｚｔ ｚ ｌ

／
ｆｋｘｘｇｚｂｄｇｒｆｙｙｑ／

ｘｘｆｂ
／２０２０ ０２／

ｔ ２０２００ ２２６ ＿ ２ １ ５３５８ ５ ． ｓ ｈｔｍ ｌ

）

［
２０

］Ｍｕｒｒ ａｙＪＤ ．Ｍａｔ ｈｅｍａｔ
ｉ
ｃａ ｌＢ

ｉ
ｏｌｏ ｇｙ

Ｉ Ｉ ：Ｓｐａｔｉ
ａｌＭｏ ｄｅ ｌ ｓａｎ ｄＢ

ｉ
ｏｍｅｄ

ｉ
ｃａｌＡｐ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Ｂ ｅｒ ｌ

ｉ
ｎ ： Ｓｐ ｒ

ｉ
ｎｇ ｅｒ －

Ｖｅｒ ｌａｇ ，２０ ０３

［
２ １

］Ｆｉ ｓｈｅｒＲＡ ．Ｔｈ ｅｗａｖｅｏｆａ ｄｖａ ｎｃ ｅｏｆａ ｄｖａ ｎｔａｇｅｏ ｕｓｇｅｎｅｓ
．Ａｎｎａｎ ｌｓｏｆ

Ｅｕｇｅｎ ｉｃ ｓ
，１ ９３７ ，７ ：３５ ３ ３６９

［

２２
］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 ＭＳ ．Ｄｅｔ ｅｒｍ ｉ ｎｉｓ ｔｉｃ ａｎ ｄｓｔ 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 ｍｏ ｄｅ ｌｓ ｆｏｒ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ｅｐ ｉｄ ｅｍ ｉｃ ｓ ．Ｐｒ ｏｃ ｅｅｄ ｉ ｎｇｓ ｏｆ

ｔｈ ｅＴ ｈｉ ｒｄ

Ｂ ｅｒ ｋｅ ｌｅｙＳｙｍｐｏｓ ｉｕｍｏ ｎ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ｓａ ｎｄＰｒｏ ｂ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Ｖｏｌ ｕｍｅ ４ ：Ｃｏｎｔ ｒｉｂｕ ｔ

ｉ ｏｎ ｓｔ ｏ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ｓｏ ｆＨｅａ ｌｔｈ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 ｆＣａ ｌ ｉｆｏｒ ｎｉａＰｒｅｓ ｓ
，

Ｂ ｅｒｋｅ ｌｅｙ
，

ＣＡ
，

 １９５６
，

８ １ １ ０９

［
２３

］Ｒｕａ ｎＳ
，

ＷｕＪ ．Ｍｏｄ ｅ ｌ
ｉ
ｎｇ

Ｓｐａｔｉ
ａｌＳｐ ｒｅａｄｏｆＣｏｍｍｕ ｎ

ｉ
ｃａｂ ｌ ｅＤ

ｉ
ｓ ｅａ ｓ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

ｉ
ｎ ｇ
Ａ ｎ

ｉ
ｍａｌＨ ｏｓｔｓ

， ｉ
ｎ

ａ

Ｓｐａｔ ｉ
ａｌ

Ｅｃｏ ｌｏｇｙ

， ５

，Ｒ ． Ｓ ． Ｃａｎｔｒ ｅ ｌ ｌ
，Ｃ ．Ｃｏｓ ｎｅｒａｎ ｄＳ ．Ｒｕａｎ （

ｅｄ ｓ ．

）
．Ｂｏ ｃａＲａｔ ｏｎ

，ＦＬ ：Ｃ ｈａｐｍａｎ＆Ｈａ ｌ ｌ ／ＣＲＣ２０ ０９
，

２９３ ３ １ ６

［
２４

］ＹａｎｇＦ ，

Ｌ ｉ
Ｗ

，

ＲｕａｎＳ ．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ｓｏ ｆａｎ ｏｎ ｌｏｃａｌｄ

ｉ
ｓ ｐｅｒ ｓａｌＳ ＩＳ ｅｐ ｉ

ｄ ｅｍ
ｉ
ｃｍｏ ｄｅ ｌｗ

ｉ
ｔ ｈＮｅｕｍａ ｎｎ ｂｏｕ ｎ ｄａ ｒｙ

ｃｏ ｎｄ ｉ
ｔ

ｉｏｎ ｓ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 ｌＥｑｕａ

ｔ
ｉ ｏｎｓ

，

２０ １ ９
，

２ ６７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５ １

［

２５
］Ｓａｔｔ ｅｎｓ ｐｉ ｅ ｌＬ ．Ｔｈ ｅＧｅｏｇｒ ａｐｈ ｉｃＳｐ 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ｆｅｃ ｔ ｉｏｕ ｓＤ ｉｓ ｅａｓ ｅｓ ：Ｍｏ ｄｅ ｌ ｓａｎ ｄＡｐ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Ｐｒ ｉｎ ｃｅｔｏ ｎ ：

Ｐｒ ｉｎ ｃｅｔｏ ｎ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
２６

］Ａｒｉ ｎｏ Ｊ ．Ｄ ｉｓ ｅａｓ ｅｓ ｉ ｎｍｅｔ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Ｍｏｄ ｅ ｌ ｉｎ ｇａ ｎｄＤｙｎａｍ ｉｃ ｓｏｆ Ｉｎ ｆｅｃｔ ｉｏ ｕｓ Ｄ 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 ｅｒ ．Ｃｏｎ

－

ｔ ｅｍｐ ．Ａｐｐ ｌ ．Ｍａｔｈ ．１ １ ．Ｚ ． Ｍａ
，

Ｙ ．Ｚｈ ｏｕ
，

ａ ｎｄＪ ．Ｗｕ
，

ｅｄ ｓ ．Ｓ
ｉ
ｎｇａ ｐｏｒｅ ：Ｗｏｒ ｌｄＳｃ

ｉ
ｅｎｔ

ｉ
ｆｉ ｃ

，２０ ０９ ，

６５ １ ２３

［
２７

］ＷａｎｇＷ ．Ｅｐ ｉｄｅｍ ｉｃｍｏｄ ｅ ｌｓｗ ｉ
ｔｈ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 ｎｄｉ ｓｐ ｅｒｓａ ｌ

．Ｉｎ ：
“

Ｍａｔ ｈｅｍａｔ ｉｃ ｓｆｏｒＬ ｉｆｅＳｃ ｉ ｅｎ ｃｅｓａｎ ｄ

Ｍ 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

＂

，

Ｙ ．Ｔａｋｅｕ ｃｈ
ｉ

，

Ｙ ．Ｉｗａｓ ａ
，

ａｎ ｄＫ ．Ｓａｔｏ
，

ｅｄ ｓ ．Ｂ ｅｒｌ
ｉ
ｎ ：Ｓｐ ｒ

ｉ
ｎｇｅｒ

，２００７ ，６７ ９５

［
２８

］Ａｌ ｌ ｅｎＬＪＳ
，

Ｂｏ ｌｋｅｒＢＭ
，

Ｌｏｕ Ｙ
，

Ｎｅｖａ
ｉ
ＡＬ ．Ａ ｓｙｍｐｔ ｏｔｉ

ｃｐ ｒｏｆｉ 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ｔ ｅａ ｄｙ ｓｔａｔ ｅｓ ｆｏｒ ａ ｎＳ ＩＳ

ｅｐ ｉｄ ｅｍ ｉｃ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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