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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某入境航班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机场海关关员已等候多
时。在航班入境前，上海海关已根据
数据信息将其确定为重点防疫航班，
并将航班上 30 余名乘客确定为“高风
险人员”。

依托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开发出
的数据分析工具，并结合航空公司实时
舱单数据以及边检等联防联控部门提
供的相关信息，上海海关不仅能对“重
点”航班“打有准备的仗”，还能够针对
经疫情非重点国家以非联程方式转机
入境的重点人员开展识别，筛查出有近
期疫情重点国家旅居史的高风险旅客
予以布防和检疫。

此次战“疫”中，不少机场通过与
相关部门大数据对接，提前掌握近期

有疫情重点国家旅居史的旅客及航班
信息，安排医务人员进行精准查验。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
刘海涛介绍，当前已应用大数据技术
排查来自疫情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人员
达 20万人次。

当前，随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人
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在此情况下，如
何对流动人员行程展开查验，推动疫情
防控更加精准高效？应用大数据技术，
程序变得十分简单。

工信部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和 3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服务，手机用户可以通过短信、
小程序、二维码、网页等方式查询本人
前 14天到过的所有地市信息，截至目前
累计查询量已超过4.5亿次。

从查找同乘接触者、精准追踪个人
接触史，到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疫情传
播模型、预估评测病毒传播路径，再到
精准对接调配物资需求、人员车辆，大
数据展现了在疫情防控、现代医疗、城

市治理等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也为未
来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然而，在疫情防控初期，多地在疫
情信息数据采集中仍更多采取传统人
工方式。对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瑶表示，当前大部分
城市发展的大数据技术应用，更多面向
城市生活管理场景，而对于此次疫情这
样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由于不可控
变量高频次发生，通过“实战”检验算法
的时间窗口非常短，容易让一些常规算
法暴露出短板。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秘
书长丛亮也表示：“这次疫情暴露出社会
治理、公共能力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等方
面存在着一些短板和弱项，这些都是未
来发展的空间和投资增长的潜力所在。”

数字高地释放“云端”动能
—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前景

■本报记者 潘 娣

大数据：战“疫”在智慧城市

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 127届广交会于 6月
中下旬在网上举办。这一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国
际贸易盛会，将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实现中外客商足
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举办“网上广交会”，是特殊时期、
特殊背景下的全新尝试，也是应用信息技术推动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一次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VR、AR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创建了一批新
型服务场景，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也为生产生活带来
不少便利。

在这些场景的应用中，信息技术在展现其创新力量的
同时，也赋予互联网发展新的内涵，让人们看到未来信息技
术发展的广阔前景，值得期待。

写在前面

前段时间，一篇标题为《此时此刻，
上百万人在看》的文章在社交平台广泛
传播，其中包含全球 1000多个景点（区）
的 360 度全景虚拟游览。文章一经推
出，3天内阅读量超过 200万人次，给不
少宅在家的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心
灵的慰藉”。

这是虚拟现实（VR）技术在疫情期
间线上旅游的应用场景。疫情发生以
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
术在远程医疗、远程巡检、非接触式测
温、线上商业展示以及泛娱乐需求等多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疫情防控领域，测温无需近距离接
触，可在 3米外通过 AR眼镜“扫一扫”
实现快速测温；文化娱乐领域，虚拟现
实结合 5G技术，就可以实现文艺演出、
体育赛事、场馆和户外景区等的直播；
电子商务领域，通过全景虚拟导购平

台，用户利用手机可随时随地浏览商
品；智慧教育领域，应用虚拟现实技术
的沉浸式教学，可进一步升级学生的课
堂体验……这些应用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中大显身手。

虚拟现实技术并不是新名词。早
在 2016年，虚拟现实技术就受到广泛关
注，一度被认为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下一
个风口。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0月，
国内VR体验店数量已超过 3000家，再
加上小型的临时性体验点，各类线下体
验店数量至少达到上万家。

疫情期间，由于线下工作和娱乐

活动的锐减，人们的生活和娱乐诉求
在现实场景难以得到满足，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进行沉浸式体验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替代品。国内某 VR 硬件公司
向媒体透露，春节以来的运行数据表
现明显好于平时，用户平均日使用时
长增加到 70 分钟。而据 2019 年的一
项调研显示，当时的用户平均月使用
时长仅为 6.2小时。

沉浸式体验的特点，在心理疏导领
域也有很大发挥空间。利用虚拟现实
技术能够安全、有效帮助医患减轻心理
负担、疏导压力。据报道，虚拟现实内

容制作中心不仅利用VR辅助传统心理
疗法，而且联合相关医院与企业共同研
发沉浸式内容场景，开展心理状况测试
与心理干预治疗。

当然，目前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对
网络硬件有较高要求。日前，工信部表
示，截至 2月底，全国建设开通 5G基站
16.4万个。今年将加快推进 5G网络建
设进度，预计年底全国 5G基站数将超
过 60万个，实现地级市室外连续覆盖、
县城及乡镇有重点覆盖、重点场景室内
覆盖。这也将进一步夯实虚拟现实产
业加速发展的网络基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表示，经
此一“疫”，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价值在
疫情中得到普遍认可，大众及行业市场
对这一新兴领域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大
幅提升，推动了产业级、网联式、规模
性、差异化的普惠发展。

虚拟现实：期待“风口”常在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以及商业化海量数据处理需求的
扩大，云计算逐步走进生产生活。疫情
防控期间，“云课堂”“云办公”“云复工”
“云签约”等需求大规模增长，壮大了云
经济，也凸显了推动云计算产业发展的
重要性。

曾经仅仅作为办公辅助工具的一些
软件成为远程办公首选，停课不停学的
学校将教室搬上“云”平台……据统计，
全国上千万家企业、近 2亿人开启在家
办公模式；通过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在线学习的学生累计超过 1.95亿人次，
浏览量达 9.94亿次。

疫情期间，企业上云提升了供应链
保障能力。疫情发生后，广东省广州市

某日化企业捐赠价值2亿元消毒类产品，
定点配送到2119个医院。该企业全面复
工后，应用数字化计算管理平台，统筹调
度数万名员工高效协同，保障防疫物资
持续供应。

事实上，此次疫情中崭露头角的云
计算产业已经发展了十余年。只要在
云服务平台注册账号，企业和个人用户
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所
需的服务资源和技术能力，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金融、零售、政务、医疗、出行等
各个行业。每年“双 11”网络购物节，支
撑电商平台海量交易的就是各大云计
算服务平台。

近年来，我国企业上云步伐明显加
快。工信部发布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
南，提升“互联网+”环境下的综合集成
服务能力，推动云计算产业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新增上云企业
超过 40万家，软件百强企业云服务相关

运营收入增长超过 90%。工信部信息
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下一步将
培育工业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平台经
济、产业链金融等新业态，打造云上产
业链，促进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提
升整体竞争力。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云计算
产业发展与应用白皮书》预测，到 2023
年 我 国 政 府 和 企 业 上 云 率 将 超 过
60%。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
据，预计到 2022 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
模将达到 2902 亿元。有专家表示，未
来云计算在推动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将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生
活方式。可见，云计算产业方兴未艾，
未来可期。

云计算：生产生活在“云”上

庚子新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骤然打响。在这场全民战“疫”中，
浙江省温州军分区加入地方联防联控体
系，参与通信保障、疫情研判、联防联
控等工作。

近日，笔者走进温州市，记录下一
个个科技战“疫”故事。

大数据追踪密切

接触者

2 月 1日，温州市瓯海区某小吃店
店主父子被确诊。饭店就餐人数多，人
流量大，如何有效确认密切接触者？接
到命令的民兵信息保障分队与当地相关
部门联合，应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小吃店
周边基站注册信息，收集到 3100 个手

机号码。区政府、公安等部门联合三大
运营商取得万余条数据进行研判、匹
配，最终定位出3615人。

人员锁定后，他们群发告知短信到
对应用户手机上，经过逐一电话联系核
实后，摸排出40名进店人员。
“疫情防控就是与时间赛跑！”温

州军分区动员处处长颜伟珍介绍，疫
情防控期间，他们共运用大数据信息
系统分析研判 4000 余 个电话号码，
15000 余条信息数据，发送 7000 余条
信息提醒通知，精准定位 66名 C类接
触人员，有力提高辖区疫情防控质
效。

无人机担任“防

疫员”

“请大家关好门窗，现在准备使用
无人机喷洒消毒水……”4月 3日，在
乐清市柳市镇某社区，一架小型智能无

人机绕行喊话一圈后，一架携带消毒水
的大型无人机缓缓升空，接着从空中均
匀地喷洒出消毒液。

乐清市人武部部长王兵介绍，2
月 4 日以来，他们派出无人机分队对
全市多个重要场所，25 个街镇进行防
疫知识宣传、重要区域消杀等防疫工
作。
“相比人工作业，使用无人机空中

喷洒消杀更高效、便捷，效率是人工喷
洒的数倍。”无人机分队民兵陈蒋益告
诉记者，疫情严重期，他们一日两班
倒，每天下午定期对重要场所、公共区
域进行消杀。对于部分面积较大的场所
区域，无人机的应用有效扩大了巡查和
消杀范围。

在永嘉县，当地还应用无人机展
开空中巡查，了解防控区域人员聚集
情况，通过机载红外热感应器实时掌
握人员健康情况，利用无人机机载音
箱“空中喊话”，劝导居民落实居家
隔离措施。

浙江省温州军分区运用科技手段助力疫情防控

科技战“疫”显身手
■尤秀渡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芳龙

一线传真

近日，由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街道搭建合作平台，上地医院参与研发的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帮助企业员工“寻医问

诊”。工作人员可通过语音问答、人工智能查询等方式，向机器人描述症状。机器人结合智能硬件与核心算法，向查询者

反馈初步判断结果，给出用药建议。图为4月1日，工作人员在阅读智能机器人给出的用药建议。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