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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我国疫情防控研究概况及相关理论、方法，从架构、功能等方面详细阐述多角色画像系统模
型构建，指出该模型能够为疫情发布、监测、排查、分析、预警、防控等提供数据全景支撑，为传染病疫

情防控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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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第１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

延。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１位，努力做好疫情监测、
排查、预警等工作，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

情［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

开。我国关于疫情监测［２－３］、分析［４－５］、预警［６－７］

等研究特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多针对流行性感

冒、手足口病、艾滋病等传播范围较小的病种；二

是研究周期跨度较长，多是在监测多轮疫情前提

下，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进行的分析与预警。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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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甚至世界范围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期间，

疫情监测、发布、分析与预警研究不足。在新型冠

状病毒快速传播的情况下如何对疫情相关数据进行

有效监测、公布与分析，在分析疫情数据基础上及

时预警并制定适当防控措施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

题，对此在真实数据基础上，本文提出勾勒虚拟信

息模型的用户画像系统［８］。

２　相关理论和方法

２１　大数据技术

目前大数据尚缺乏统一定义，通常被理解为一

个数据量庞大的集合。大数据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海

量数据本身，而是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厘清其内

部蕴藏的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大数据技术是采

集、存储、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进而发现事物发

展规律，预测和防范事件发生的技术总称，主要包

括大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挖掘、可视化技术。

２２　用户画像

一种刻画用户信息模型的技术，在收集、统计、

挖掘、分析大量属性信息和行为数据基础上抽象出用

户标签体系，进而勾勒虚拟用户信息模型，凸显用户

信息全貌，构建标签体系是用户画像的核心任务。用

户画像技术最初应用于市场营销、社交媒体及数字图

书馆服务等领域，随着大量研究的持续开展其应用范

围不断拓展。张杨邁等通过构建城市画像刻画多维度

城市特点，为建设智慧城市提供科学依据［９］；韩梅

花等通过提取抑郁特征为抑郁症患者画像，根据抑

郁情感指数向患者推送有助治疗的文献资源［１０］；杨

晓宇等构建患者画像析出患者需求，为临床科室实

施精准医疗提供科学决策依据［１１］。借助大数据技

术，用户画像利用用户标签体系提供了一种全面呈

现事物信息特点、预测事物发展规律并为制定未来

发展方案提供数据支撑的简易方法。

２３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出行轨迹研究

　　手机定位数据主要包括手机信令、传感器和社
交网络数据。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定位数据获取

难度降低，个体出行行为特征成为当前研究热

点［１２］，其中出行轨迹提取是最基本内容。在此基础

上手机定位数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停驻点识别、出行

交通量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Ｄ）信息获取以及出
行方式识别等方面。

２４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ＧＩＳ）

　　ＧＩＳ是一门与计算机、地理信息、遥感及信息
科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主要包含空间和属性两种数

据，通过对空间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分析处理，

集成整合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实现空间实体的物

理定位、属性查询、分类汇总与可视化显示等功

能。ＧＩＳ广泛应用于资源调查与管理、灾害预测和
预防、环境监测与保护等方面。流行病防控研究领

域已引入 ＧＩＳ，程文炜等利用 ＧＩＳ分析中老年糖尿
病患者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影响因素，为完善区

域化糖尿病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１３］。查文婷等利

用ＧＩＳ分析手足口病在长沙市不同区域的时空分布
特征，为卫生资源优化配置、防控手足口病指明方

向［１４］。依据强大的空间计算和分析能力，ＧＩＳ已成
为流行病学研究的有效工具，在动态展示流行病分

布，依据时空、环境等因素分析与预测流行病发展

趋势等方面展现出良好性能。

３　构建多角色画像系统模型

３１　概述

本系统可以通过相关数据直观展示居民、社

区、医院、工作机构以及各级行政区域有关疫情发

展的基本状态，为疫情防控提供预警和决策依据。

该模型分为３层架构，按照大数据处理流程自底向
上分别是基础数据层、数据分析层和信息服务层，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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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角色画像系统模型架构

３２　基础数据层

系统的大数据来源，涉及疫情防控所需的所有

底层数据，主要包括医院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人口和计划生育、户籍档案、手机定位、酒店

住宿以及航空、铁路、公路客运等。这些数据可反

映当前疫情发展基本态势，是疫情分析的基础。

３３　数据分析层

３３１　概述　利用大数据技术抽取基础层数据，

经过数据清洗、转换、集成、存储等环节，以标签

属性方式输出至信息服务层。标签体系是画像系统

模型的重要环节，标签设置以展示疫情环境下各种

角色基本状态，为疫情防控提供依据。模型分别创

建了居民、社区、医院、工作机构和各级别行政区

域标签体系，从不同角度展现当前社会状态，分别

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反映疫情发展情况。

３３２　居民标签体系　居民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基本个体，居民属性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健

康状况、亲戚关系、籍贯与常住地、出行信息５个

维度。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等静态信息；

健康状况不仅能体现居民是否为新冠肺炎患者，还

能提取其既往病史、门诊病例等，为制定治疗方案

提供依据；亲戚关系、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信息可

以体现居民主要接触人员范围，为向相关人员提供

预警信息和寻找密切接触者提供线索；出行信息体

现居民近期活动范围，对于确诊患者而言可以结合

患者回忆找出感染后去过的地方和接触人员，向密

切接触人员和相关区域负责人发送预警信息；对于

普通居民而言可以显示是否与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

出行轨迹有交叉，为做好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见表１。

表１　居民标签体系

１级标签 ２级标签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健康状况 是否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是否新冠肺炎疑似患者

是否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既往病史

门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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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电子健康档案

亲戚关系　　　 家庭成员

主要亲戚成员

籍贯与家庭住址 籍贯

常住地

具体家庭住址 （精确到社区或村等）

近期出行信息　 航空、铁路、公路客运乘坐信息

酒店住宿信息

所有记录身份证号码的公共场所信息

近期出行轨迹

３３３　社区标签体系　社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区域

防控中的重要环节，是居家隔离政策的执行主体。

社区标签体系，见表２。

表２　社区标签体系

１级标签 ２级标签
社区基本信息 居民总数

地理位置

楼宇数量

本社区防控管理规定

新冠肺炎确诊 数量

患者信息 基本信息

所在楼宇、单元及门牌号

所在医院

新冠肺炎疑似 数量

患者信息 基本信息

所在楼宇、单元及门牌号

所在医院

尚在医学观察 数量

的密切接触者 基本信息

信息 所在楼宇、单元及门牌号

隔离情况

解除医学观察 数量

的密切接触者 基本信息

信息 所在楼宇、单元及门牌号

隔离情况

３３４　医院标签体系　医院是检测和救治新冠肺

炎患者的主体，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整个医院标

签体系综合体现了医院新型冠状病毒的接诊压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依据，见表３。

表３　医院标签体系

１级标签 ２级标签
医院基本信息 相关医护人员数量

床位数量

疫情期间正常运行的科室

疫情期间停诊科室

续表３

医疗资源信息 医疗设备信息　　　　　

医疗防护装备信息　　　

所需药品信息　　　　　

收治新冠肺炎 在院患者总数　　　　　

患者信息　　 在院患者信息　　　　　

重症患者总数　　　　　

重症患者信息　　　　　

治愈患者总数　　　　　

治愈患者信息　　　　　

死亡患者总数　　　　　

死亡患者信息　　　　　

发热门诊就诊 就诊人数总量　　　　　

信息　　　　 每日就诊人数总量　　　

各医生接诊人数总量　　

各医生每日接诊人数总量

３３５　工作机构标签体系　工作机构在疫情期间

仍然承担生产任务，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工作

机构属性与社区属性相似，主要包括基本情况、确

诊患者信息、疑似患者信息、尚在和解除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信息５个维度。基本情况包含本机构

人员总数及地理位置等信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

及密切接触者体现了本机构人员有关疫情的基本情

况，为疫情防控提供基本依据，为停工和复工提供

数据参考。

３３６　各级行政区域标签体系　各级行政区域是

各级行政机构宏观防控政策的执行客体，其属性与

社区属性相似，主要包括辖区基本信息、确诊患者

信息、疑似患者信息、治愈患者信息、死亡患者信

息、尚在和解除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信息及管制信

息７个维度。辖区基本信息包括人口总数、土地面

积、定点医院等；管制信息显示本区域基本的道

路、区域管制情况。

３４　信息服务层

３４１　功能　及时公布画像系统模型中各种角色

疫情信息，结合ＧＩＳ以可视化形式展示，依据用户

权限为居民、社区帮扶与物业工作人员、医院医护

人员、工作机构管理人员及职工、各级管理人员与

疫情防控人员等提供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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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与获取服务，对与感染人员和密切接触者有联

系的人员进行及时预警，为下一步防控工作安排提

供数据支撑。信息服务层从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

基于居民、社区、医院、工作机构、各级别行政区

域等不同角度，以ＧＩＳ可视化方式通过大数据展示

社会各界疫情发展状态和趋势，为疫情防控精准施

策提供科学依据。

３４２　居民层面　一是预警信息服务。一旦发现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系统

马上向其家庭成员、主要亲属、工作单位负责人、

社区同一楼宇居民或同村居民发送预警信息，提醒

相关人员避免与其接触，做好防护措施等；向与其

近期密切接触人员发送预警信息，提示需要做医学

检测或居家隔离等。二是疫情相关人员信息查询。

在地图中呈现用户居住地周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

和密切接触者等各类人员信息，显示患者所在社区

及距离等位置信息，提醒居民避开感染严重区域，

降低被感染几率。三是出行轨迹查询。用户可以查

询近期周边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出行轨迹，明确是

否与自己的出行轨迹有交叉，根据具体情况做好预

防措施。四是管制信息查询。查询周边超市、药店

等是否正常营业，某道路或区域是否交通管制等，

为出行做好准备。五是发热门诊导航。为用户提供

周边发热门诊信息。

３４３　社区层面　患者信息查询，为社区帮扶人

员、物业管理人员提供及时、动态的本社区及周边

社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数

量及住址信息，为社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参考。物

业管理人员及时公布社区防控管理规定，帮助居民

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动态展示物业清洁和消毒工

作，增强社区居民防疫信心。

３４４　医院层面　一是及时上传新冠肺炎患者信

息。患者一旦确诊或被确定为疑似病例，立即将信

息上传到系统中，以便追踪与该患者相关的密切接

触者。二是根据新冠肺炎患者身体健康状况制定诊

疗方案。患者画像描述其既往病史、门诊病历及电

子健康档案等，根据这些诊疗信息结合患者具体情

况制定治疗方案，为全力抢救患者提供依据。三是

及时公布疫情期间停诊科室，开通网上门诊，避免

大量人员进入医院，切断传播途径。四是综合审视

医院收治患者数量、周边疑似患者数量、医疗资

源，宏观评估医院医疗压力，必要时争取相关支

援。五是监控医护人员工作状态。疫情期间，医护

人员工作劳动强度剧增，严格监控各医护人员工作

时长及身体状况，确保医护人员身体健康。

３４５　工作机构层面　一是时刻关注系统中本机

构职工有无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

触者，一旦出现相关人员，针对具体情况立即制定

防控方案，防止疫情在本单位传播。二是密切关注

本单位所有人员具体位置，根据疫情分布情况，一

旦发现身处疫情严重地区职工立即执行隔离方案。

三是及时公布停工和复工部门。根据疫情发展明确

各部门停工和复工时间并及时公布，提前让相关职

工做好准备。

３４６　各省、市、县、乡 （镇）等行政区域层面

　一是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

者、密切接触者等人员信息以及交通路线及区域管

制情况，扩大宣传力度，做好疫情防控安排。二是

时刻监控进入辖区外来人员，严格筛查新冠病毒携

带者。根据手机定位数据查看进入辖区人员近期是

否去过疫情严重地区，一旦发现相关人员则采取禁

止进入辖区或隔离等措施。三是绘制确诊患者传播

链，一旦发现确诊患者将其加入患者传播链，分析

各患者之间关系，为寻找潜在被感染患者提供线

索。四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做好隔离工作。一旦发

现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利用系统追寻密切接触者

并采取有效隔离和预防措施。五是可视化展示疫情

分布、各类患者居住地分布及增长趋势，制定有效

管制策略。六是可视化展示各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数量分布，宏观调配医疗资源。

４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成为我国当前重点工作。

本文构建多角色画像系统模型，用以全方位反映居

民、社区、医院、工作机构、各级行政区域等有关

社会各界的疫情发展状态，结合 ＧＩＳ以可视化方式

呈现给用户，为疫情公布、监测、排查、分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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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防控等提供数据全景支撑。该系统为新冠肺炎

及类似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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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领域知识图谱是支撑智能应用的重要基础。本

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计算机辅助人工构建

的方式，从新冠肺炎相关科技文献、诊疗方案等多

来源发现语义知识，从等级体系、主题分类、关系

类型等多维度进行深度组织，探索出一种专题知识

图谱构建方法，初步建成的新冠肺炎知识图谱提供

新冠肺炎相关概念等级分类、主题分类及病因、传

播、诊疗、防护等多种语义关联，可用于支撑生物

医学文献主题标引、语义标引及主题分类，以及文

献信息服务系统的主题、语义、分类检索等应用。

今后的工作重点包括新知识发现及补充完善、与

ＯｐｅｎＫＧ中新冠肺炎开放图谱的知识融合、基于所
建图谱的知识推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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