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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会关于防疫工作的相关情况报告

自疫情发生后，中国数学会作为中国科协“战‘疫’有我，为决胜攻坚提供

科技志愿服务”的联合倡议单位之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

要批示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中国科协有关防疫工作的部署要求，发挥学科

优势，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建模、预测等工作，为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唐三一教授联合陕西师范大学生物数学团队、西安交

通大学生物数学团队以及加拿大吴建宏教授团队，建立了包括密切跟踪隔离、

封城效果检测的传播动力学模型，基于 1 月 22 日 24 时前数据，实现了模型辨

识和拟合。研究成果已完成并投稿。同时他们还对未来一周的疫情进行了预测。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早决策早预警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学会理事、学会生物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建筑大学崔景安教授带领的

北京建筑大学生物数学团队第一时间参与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数学建模与预

测工作。模型团队负责人是厦门大学陈田木博士。模型结果经过国家疾控中

心专家讨论后形成报告，而后报给国家卫健委，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学会理事、东北师范大学范猛教授自疫情爆发开始，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

和学界研究动态，他所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生物数学研究团队联合加拿大约

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朱怀平教授研究团队及东北地区部分生物数学学者，

以数据和机理为驱动，基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传播现状，应用

动力学建模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探究延迟确诊对疾病传播的影响，预

测疾病发展趋势，并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封城闭户”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很好地拟合了当前疫情实际，相关研究结果已提

交给长春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为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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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为更加科学、

高效地控制住疫情发展，中国数学会会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

系主任周晓华教授的研究团队综合利用流行病学数据、病毒基因数据、交通

流量数据等各种信息，从数学模型和统计模型相结合的角度对本次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该团队于 1 月 24 日完成了武汉

市新型冠状病毒潜在感染人数的估计，结果发表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报（英文版）》（China CDC Weekly）；于 1 月 29 日利用新完成的模型和

更新的数据对未来 3 天的病例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得到了验证；于 2 月 3

日估计出传染期时长的分布中位数和均值，且随着确诊速度加快，感染时长

大幅度缩短；于 2 月 8 日估算出传染病控制再生数，发现全国各地区的控制

再生数都处于下降趋势，说明防控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该研究成果已发表

在 MedRxiv 上。该团队还提出了随机动力学模型，可用于刻画潜伏期、无症

状传染、有症状传染、隔离期、治疗、康复等复杂状态，考虑舆论和民众恐

慌水平以及人群在不同城市间的转移。接下来，还将在模型中融入气候数据、

交通数据、医疗状况等相关信息，根据估计出的模型参数，预测疫情走势，

研判干预措施将引发的效果，为干预措施的设计提供参考。下一步，该团队

还将以部分地区为试点，结合病毒基因数据对人群易感性和超级传播者等敏

感问题进行研究。

中国数学会监事、复旦大学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程晋教授带

领由复旦大学陈文斌教授、陆帅教授，浙江大学徐翔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

江渝副教授、刘可伋副教授、严阅博士、许伯熹博士、陈瑜博士等人组成的

研究团队，基于全国各级卫健委每日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和治愈数数据，提出

了一类基于时滞动力学系统的新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特别是针对此次新冠疫

情中病毒潜伏期和治疗周期上体现的新特征，模型中引入了时滞过程来进行

描述。模型预测的疫情发展与公布数据相吻合，验证了新模型的有效性。同

时研究团队考虑到复工开学不可避免，以上海为例，专门模拟了在不同数量

20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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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性传染源情况下对上海未来确诊人数的影响。研究论文已被《中国科学：

数学》接收并发表，同时相关决策建议通过专报上报上海市主要领导。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国数学会会员肖燕妮教授所带领

的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生物数学团队在 2003 年成功预测 SARS 流行

趋势的基础上，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数学团队、加拿大吴建宏教授团队合作，

深入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发展趋势和未来传播风险的研究，基于新型冠状病毒

的传播机理、密切跟踪隔离和封城等策略，建立了符合实际的数学模型，对

疫情发展进行了精准的短期预测。模型预测结果与报告疫情数据基本一致，

相关研究成果被《科学网》专题报道。该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时，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学院徐颂华教授领导

的医学人工智能团队联合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西安交大

第二附属医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技术力量，为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紧急

开发出一套免费在线健康咨询、问诊与新冠风险筛查系统。该系统是一款综

合的医疗在线服务平台，打通了医疗环节中的各参与者、各系统、各终端，

实现互联互通，促进信息数据充分流动，为患者提供疾病问诊、健康答疑、

病情跟踪、实时监护等一站式医疗服务。通过这套系统，患者可直连西安交

大二附院相关科室资深医生，进行远程健康咨询、问诊与新冠风险筛查。《科

技日报》专题报道了平台建设相关情况，据悉，该团队也在继续免费为全国

各大医院、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相关服务，为遏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为在当下环境中改善中国经济，为中国政府提供有利的经济决策，作为中国

数学会主要会员单位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

202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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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了包括“新型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的若干研究课题，努力为控制新型肺炎疫情以及稳定经济运行做出贡献。

数学院汪寿阳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

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目前已经完成并上报了

十多篇政策研究报告，内容涉及疫情对金融市场、农业生产、中小企业、房

地产、交通与旅游业、零售行业、区域经济、 进出口等行业的影响，多篇被

中办等部门采纳采用，部分报告已经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要批示，相关政策

建议已被政策制定部门所采纳。

系列报告部分目录如下

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与对策建议（2020年2月2日）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对全年

经济的影响有限（2020 年 2 月 5 日）

3. 疫情高峰拐点的预测与政策建议（2020 年 2 月 5 日）

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零售行业的影响分析与对策建议（2020年2月6日）

5. 疫情对我国农村经济的主要影响估算与对策建议（2020 年 2 月 6 日）

6. 查明疫情导致的民众恐慌心理的深层次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元宵节

前后疫区的麻木、焦虑情绪（2020 年 2 月 6 日）

7. 尽快启动研究专项，科学研判和积极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2020 年 2 月 8 日）

8. 新冠肺炎疫情对交通运输业的冲击影响在 2 月份最大，需求将在下半年得

到释放（2020 年 2 月 8 日）

9.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农业生产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容

忽视（2020 年 2 月 8 日）

10. 积极统筹安排，舒缓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2020 年 2 月 8 日）

11.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我国产业链对外转移的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需要

关注（2020 年 2 月 9 日）

20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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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著名经济学家陈锡康预测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为零增长，疫情过后中国经

济将强劲增长，三季度增速有望达到 8% 左右（2020 年 2 月 11 日）

13. 在打赢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应积极抢占国际传播阵地，主动发出中国声

音（2020 年 2 月 11 日）

14.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全年市场走势仍将

趋稳（2020 年 2 月 11 日）

15. 稳健精准施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积极应对特殊时期经济下行风险

与挑战（2020 年 2 月 11 日）

16. 新冠肺炎疫情对 2020 年进出口形势的影响分析与对策建议（2020 年 2

月 12 日）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防治，迅速采取

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阻止疫情蔓延，成果正在逐渐显现，全国的新增病例数已

呈现下降趋势。近期，伴随着北京、上海等地的陆续复工，人员聚集，人流

密集，是否会带来疫情的二次爆发？这一问题备受关注。

　　

由西安交通大学生物数学团队和陕西师范大学生物数学团队共同组成的研究

团队针对这一问题就湖北地区进行了研究。该团队通过收集全国以及湖北各

地市的疫情数据、人口流动数据、春运期间武汉人口迁入和迁出趋势和流入

到湖北其他地市的人口分布情况，构建以武汉为中心的复杂网络模型，通过

统计计算与参数估计确定网络模型未知参数，分析武汉及周边 15 个疫情严重

地区复工的最佳时间，评估早复工对这些地区疫情发展特别是二次爆发风险

的影响。该团队的主要研究结论显示：湖北地区的复工不能早于 3 月 2 日，

否则疫情可能二次爆发；若 3 月 2 日复工并有较强的防控措施，湖北各个城

市的疫情在较长时间内将不会二次爆发。该团队的相关论文已发表于《中国

科学：数学》，相关研究成果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

依据，服务于国家重大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202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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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该研究团队主要由西安交通大学生物数学团队和陕西师范大学生物数学

团队组成，在中国科学院徐宗本院士的顶层设计和亲自带领下，致力于

数据和问题驱动的传染病动力学、有害生物控制、肿瘤的综合治疗建模

与分析。特别地，在突发性传染病发展趋势的预测、国家重点关注的重

大传染病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成果。中国数学会理事唐三一教授为该团

队主要成员之一。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重庆市科协常委、重庆师范

大学副校长、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市应用数学中心主任、中国

数学会竞赛工作组成员杨新民教授带领研究团队科学预测疫情发展，用科技

力量驰援抗疫攻坚战。

该研究团队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Logistic 模型和 Bernstein 函数，采用计

算机编程，在较为准确地预测了 2 月 8 日至 2 月 15 日疫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又对 2 月 16 日至 2 月 22 日全国、重庆市、湖北省孝感市、全国（不含湖北省）、

湖北省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分别进行了预测。该团队的研究报告《新冠肺炎疫

情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已上报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并被重庆市科协《科

技工作者建议》2020 年第 3 期单篇采用，且得到副市长屈谦、熊雪肯定批示。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各省市后续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为科

学防疫做出了贡献。

　　在全国各方的努力下，受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病例占确

诊病例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是，全国的重症患者数量仍然很多。在当前形势下，

全力加强重症患者的救治，减少轻症患者向重症、危重症转化是提高治愈率、

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2020.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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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邹秀芬教授所带领的生物数学团队与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感染科江应安教授团队合作，深入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研究。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是湖北省政府防控疫情指挥部指定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

点医院，该合作团队收集了 2020 年 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在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经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确诊的 80 例肺炎患者死亡病

例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测数据和影像学资料等，通

过特征提取，临床分型和统计分析，发现患者各类白细胞数目及比例的情况

先好转再恶化，红细胞数目，血红蛋白水平没有明显好转，血小板计数持续

下降。酸碱度向酸性方向发展，这与体内氧气含量、二氧化碳含量变化一致，

乳酸含量持续上升，游离钙有恢复正常的趋势。白蛋白低于正常水平且有继

续下降的趋势，球蛋白多数处于正常范围，有上升的趋势。白细胞数目特别

是中性粒细胞数目的突然增多可能预示着患者开始迅速恶化至死亡。死亡的

主要原因是顽固性低氧血症引起的呼吸衰竭。 

该合作团队的研究工作已整理成论文投稿到《中华传染病杂志》，为探索新

冠病毒感染的发病机制，针对可能的细胞因子风暴，在重型患者早期即开展

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和 IL-6 单抗治疗，阻断细胞因子风暴，防止其向危重型

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合作团队还在抓紧时间继续对康复病人和危重病人的数据进行对照分析，

努力找出病例特征的差异性和治疗效果的差异性。为积极寻找有效的抗病毒

治疗药物，降低病死率和早日研发疫苗来应对 COVID-19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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