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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explains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he urgency of response. Then,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new era. Nex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4R crisis 
management theory is introduced,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4R crisis management theory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explained. Set in the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based on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in the four stages of crisis reduction, crisis rea-
diness, crisis response, and crisis recovery was introduced.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peed up AI enabling crisis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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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描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说明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和应对的紧迫性；之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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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各种挑战；接下来介绍了4R危机管理理论的理论基

础，说明了4R危机管理理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适用性；随后以此次新冠疫情为背景，介绍了基于大

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危机缩减、危机预备、危机处理、危机恢复等4个阶段的用途；

最后对如何加快AI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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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的短短 20 年内，我国已发生了 2 次重大疫情事件(2003 年的 SARS 疫情和 2020 年初的

新冠疫情)，我国正面临一个危机频发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当今的各类危机，实

现危机管理的转型，从被动型应付危机转为主导型危机处理，建立现代化的危机管理体系是时代发展提

出的要求。 
近几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工智

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拉开了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幕，将成为新产业革命的引擎。人工智能不仅

是人类各类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的替代，更是人体感官的延伸和人的能力的增强。基于此，将人工智能

引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之中，便有了其现实意义。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的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与卫生事件相关的一个分支，它与突发公共事件属于包含

和被包含的关系。在 2006 年 1 月 8 日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Emergency of Public Health)定义为：“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

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1]。具体来说，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就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① 突发性，虽然事件在发生之前会有一些预兆，但由于突发事件发生太过

于突然，难以充分地捕捉和分析这些预兆，因此对突发事件做出准确的判断，给出有针对性的预警是十

分困难的；② 群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不仅对个别个体产生影响，而且对涉及面更广的社会

群体的影响更为巨大，会导致很多人感染甚至死亡；③ 频发性，由于公共卫生事业资金投入不足、不重

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变迁形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以及有毒有害物质不合理使用和管理不到位，都

会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发生；④ 严重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导致大量人员的发病和死亡，对

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⑤ 国际性，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病原体经由交通、运输、旅游等渠道进行超远距离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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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紧迫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各级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

流行病调查、传染病隔离、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检测检验、卫生防护等有关物资、设备、

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这些措施能否快速落实，决定着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本次新冠疫情呈现出传染能力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多元化等特点。面对疫情日益扩散的严峻

形势，党中央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1 月 23 日凌晨，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 1 号通告，10 时起机场、

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在除夕前夕，对一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城措施，这在人类历史

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英明决策！”李兰娟院士评价道。为了最大程度上阻

止病毒的传播，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封城是一个万不得已的选择。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各级政府的储备量远不能

满足疫情防控的需求，曾一度出现极度短缺的状况。在这个紧急关头，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李

志强从接到制造口罩机的任务开始，半小时完成组队，4 小时完成任务评估，3 天完成任务设计，16 天

便制造出样机，每台口罩机每日产能可达到 14 万片口罩，实现了航空人制造口罩机的完美跨界，创造了

“中国速度”，极大缓解了“一罩难求”的局面。 
为夯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全国各级政府迅速釆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出台对外地返

回人员的居家隔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路径；同时陆续发放针对不同主体的防疫

手册，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疫知识水平，为遏制疫情的蔓延起到了积极作用。 

3. 我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 

建国 70 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我国取得了建成基本完善的卫

生体系、保持国家卫生费用持续增长、公共卫生设施水平不断提高等诸多成就。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各种新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大，造成的后果也日趋严重，这给我国公共卫

生事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3.1. 用信息化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离不开基于先进网络软硬件

技术的以智慧政府为中心的智慧城市建设。当前我国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还不能完

全满足城市应急管理的需要，比如在大数据管理中存在数据融合共享程度不够的问题，在城市微单元治

理中存在基层治理信息化支撑不足的问题，在资源协同管理中存在数字化管理能力存在短板的问题，在

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公共服务线上化尚存差距的问题[2]。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增大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压力，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3.2. 人员指挥调度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面对新冠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本次新冠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站出来组织人员、协调资源以应对疫情。这涉及到政府各级机构、社区、农村、慈善机构、志愿者

团队以及受灾受困对象等多个主体，牵涉到医疗救助、日常生活保障、志愿者队伍组织、交通物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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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紧急且繁重的工作，若指挥调度不当，不仅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还会对社会秩序和国家整

体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3.3. 应急物资储备的挑战 

应急物资作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处置的重要物质支撑，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

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应急物资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准备充足，及时到位，对整个应急救援的

过程、结果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口罩、消毒液等物资方面的产能占全球产能的 50%以上，本

可以凭借我国发达的工业体系尽快生产配送，但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全国 31 个省份启动一级响应，

各地封路，再加上工人在春运期间已回乡难以尽快复工复产，造成了应急物资的极度短缺。口罩普遍脱

销，医用酒精、消毒液、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耗材、设备及医药物资供给不足，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

挑战。 

3.4.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挑战 

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同步[3]。当前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繁

发生，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带

来的影响，不仅是对各国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考验，也是各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程度的体现。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要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解决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很

有可能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引发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3.5. 用高科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

展和技术创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每次对疫情的战胜，归根结底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社会组织能力，

这是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控制疫情传播，为战胜疫情赢得时间的关键；二是科学技术这一最终消灭病原体

的有力武器。本次疫情我国政府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表现出了极强的行动力；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第一线

有序开展疫情信息统筹、科学研判、巡防预警、物资运输、复工复产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取

得了世人瞩目的防控成就。但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

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储备还显不足，科技支撑能力还有待提高。 

4. 4R 危机管理理论 

4.1. 4R 危机管理理论概述 

4R 危机管理理论是由美国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思(Robert Heath)在其著作《危机管理》中首先提

出的，即危机管理可以划分为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四个阶段，

有效危机管理是对 4R 模型所有方面的整合[4] (如图 1)。 
缩减阶段是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其核心环节，危机在缩减阶段是最容易被控制的，同时花费

的代价也是最小的，组织在此阶段应该将其重心放在危机的预防和减少危机发生后带来的影响上。预备

阶段是危机管理的防范环节，在危机发生之前，组织应做好响应与恢复计划，并对相关人员开展培训和

演习，确保由于危机而导致的损失降到最小范围。反应阶段是危机管理的策略环节，在危机爆发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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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应在短时间内综合各种人力、物力和管理策略去应对并解决危机。恢复阶段是危机管理的后续环节，

在经历危机之后，组织中的人和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组织应尽快将设备、财产、员工及工作流

程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并对此次危机作经验总结，防止重蹈覆辙。4R 危机管理理论最初是为企业应对危

机而提出的，由于其科学性、实用性和普遍适用性现已被应用于多个领域之中。与此相同，4R 危机管理

理论同样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 
 

 
Figure 1. 4R crisis management model 
图 1. 4R 危机管理模型 

4.2. 4R 危机管理理论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应对的适用性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频发性、严重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一旦发生会给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也会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强烈冲击，需要政府采取果断、快速而专业的应

对措施。我国学者刘刚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极短的时

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4]。”，这说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满足危机的定义，

具有危机的特点，应当属于危机管理的范畴。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也是分不同阶段的，可以

运用 4R 危机管理理论中的缩减、预备、反应、恢复 4 个阶段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分阶段管理。 

5. 基于 4R 危机管理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依照 4R 危机管理理论，再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可以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危机管理分为 4 个阶段，分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缩减阶段、预备阶段、反应阶段

与恢复阶段。 

5.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缩减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缩减阶段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中，危机苗头初步出

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因素开始慢慢汇集，此时危机的特征是非常不明

显的，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时做好危机的风险评估、提升人员的素养，便成为提高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首要条件。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风险评估。现代的风险评估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析，是对

传统决策思维的拓展与延伸，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缩减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评

估内部和外部的指标体系(内部指标包括机构设置状况、制度规章完善程度、人员配备与组合、预警系统

状况和预案制定实施可行性等；外部指标为本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起数、参与群体、参与人数、涉

及领域、事件规模、组织程度、各种矛盾问题等[5])，可以整体把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种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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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觉某方面有风险存在，便可采用切实有效的办法进行风险管理。 
(2) 提高人员素养。人员素养是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缩减其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6]。人工智能作为

一种工具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人机合作的目的就是人和智能机器以不同的方式协同工作，发挥各自的优

势，以更好地完成任务。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必须重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并通过积极参与处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实践来积累经验。同时还应养成危机意识，保持对危机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及时发现并解决

问题，有效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5.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预备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预备阶段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中，危机将要爆发的阶

段。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所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是十分必要的。针

对这一阶段而言，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监测和反应能力，是政府主要的工作重心。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预备阶段由危机预警、危机培训与演习两部分组成。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预警。危机预警是预备阶段中进行危机防范的重要工作，有效的预警能

极大加快危机爆发时组织的反应速度。目前各国政府主要依赖传统监测手段(各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流感样病例监测哨点医院协作，由医疗机构诊断并报告流感临床诊断病例和确诊病例)来建立传

染病疫情预警系统，但这种监测体系存在很多弊端：获取的数据来源单一，无其他来源数据的比对修正；

定时抽样、每周汇总的数据获取方式，数据结果相对滞后；监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覆盖全国的监测网

络中任一节点出现差错都将影响数据的准确性[7]。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开展传染病预测预警工作，通过

扫描社交媒体、在线新闻文章和政府报告，来寻找传染病爆发的迹象，将极大地帮助相关政府部门及时

监控疫情，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事前预防的成功率，减少国家疾病预测和疫情防控的成本。在此次

新冠疫情中，加拿大多伦多的 Bluedot 公司利用 AI 驱动的算法，该公司的 AI 系统通过搜索外语新闻报

道、动植物疾病报告和各类官方公告向其客户发出警告，实现了国外首个新冠疫情预警。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培训与演习。进行系统的培训与演习是提高紧急条件下应急管理水平的

有效途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培训可以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将知识库中所有的信息进行整合和联系，

形成涵盖所有知识的底层图谱，并记录下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加培训的深度和广度。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模拟演习，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模拟情景，推演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流程，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演习的结果。可提高政府对疫情态势的判断能力，增

强对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能力，在模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应对方案，为以后在实战中能快速反应、

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5.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反应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反应阶段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中，危机已经爆发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中，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因素不断扩散，对交通运输、餐饮、旅游、文化娱乐、制

造等行业造成严重影响，社会秩序难以正常运转。政府在这一阶段面临的难题是做出怎样的反应以策略

性地解决危机，尽可能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反应阶段由确认危机、隔离危机、处理和消除危机三部分组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确认。确认危机是反应阶段的首要环节。在疫情暴发的初期，琐碎的有效

信息夹杂在各式各样的信息“噪音”之中，人为地处理这些数据很难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专家① 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② 辨认危机的种类。③ 判断危机的影响程度。④ 
剖析危机产生的原因[6]。来实现对危机的早发现，从而有更多时间来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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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隔离。隔离危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危机的传染源、阻断其传播的各

种渠道。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恰逢春运时期，而武汉又是我国的交通枢纽，大量的人员流动给人员的隔离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国① 通过交通大数据和电信大数据，大体掌握了重点疫区人群迁移情况，有效锁

定了输入型感染者活动范围和散落各地的隐形传染源，为各地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参考[8]。② 利用 AI
测温技术无接触、自动化、无间断工作的优势，解决手持式测温枪效率低、安全性差的问题，实现智能

测温的检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员交叉感染。百度的 AI 测温系统在北京清河火车站落地，在车站

内人群高密集、高流动的环境中，该系统可以实现单人通道顺序通行下 1 分钟内超过 200 人同时实时体

温检测。③ 引入疫情防控宣传机器人，帮助人们快速了解全面、权威的新冠疫情知识，提升个人卫生防

护能力，对疫情的扩散起到遏制作用。④ 采用智能外呼平台迅速摸清所在辖区居民的健康情况和流动情

况，不仅能够极大减轻基层社区人员的工作负担，还能降低面对面接触导致感染的风险。山东有一小区，

为快速排查外来人员，根据小区先行提供的人口登记信息，AI 机器人可自动批量拨打电话，短时间内便

可完成千户居民的统计[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处理和消除。危机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危机，它在反应阶段中居于核

心地位，危机能否消除最主要就是看危机处理的方式和效果。对此，我国① 采用了远程医疗技术，突破

空间上隔绝的障碍，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缓解一线医护人员紧张的问题，为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

服务。② 引入智能影像辅助技术，取代手工勾画病变区域的定量评估方法，将大幅度缩短确诊时间，更

高效地完成大量病例的确诊工作。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依图合作开发的首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智

能影像评价系统在 1 月 28 日正式上线，该系统对新冠肺炎病变检出率敏感性达 97.3%，特异性达 99%，

对肺炎的严重程度可在 2 至 3 秒内完成量化评价。③ 通过基于疫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的调度平

台，可详细掌握各类重点医疗物资企业的产能、产量、库存等情况，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医疗物资供给

和分配的有效性和时效性[8]。④ 使用无人机运送医疗物资和协助消杀工作，在避免交叉感染的同时，也

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将人力转向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深圳龙岗宝龙工业区采用五台无人机，在一

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了 30 多万平方米的消杀工作；顺丰无人机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降落，将 3.3 kg 的医

疗和防疫物资送到了医护人员手中[10]。 

5.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恢复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恢复阶段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中，危机逐步缓解和消

除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引起危机的因素的运动也逐渐停止。

对于政府来说，现阶段的重点在于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影响，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总结危

机管理中的不足，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经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恢复阶段由恢

复危机以及危机的后续处理两部分组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恢复。本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引起的不单是人们的健康问题，还涉及到经济、

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复工复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① 利用智能网络平台进行网上办公、

网上教学等活动，在疫情期间企业做到“不打烊”，学校做到“停课不停学”。在全国“战疫”期间，

为减少因停工停产所带来的损失，WeLink、钉钉、腾讯会议等网络平台开始大量普及，为减少人群聚集，

降低外出交叉感染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② 通过大数据平台呈现各城市迁徙、交通等情况，并结合 AI
技术分析可能存在的潜在隐患，防止疫情反扑，真正做到安全复工复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后续的处理。除了总结经验以外，为了完全解决危机，防止其再度发生，研

制疫苗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病毒检测的环节可将疑似病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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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析时间大大缩短，而将高效的人工智能算力运用到药理毒理研究、蛋白筛选、新药研发等工作中，

将大幅加快老药新用与疫苗等药物的研制进程[8]，对战胜新冠病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钟

南山院士团队和腾讯公司于 2 月 27 日正式达成合作，共同成立“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双方

会首先携手持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但更长远的目标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攻坚流行病、呼吸疾病和

胸部疾病的筛查和防控预警，当我们未来再遇到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时，实验室研究的防控预警能力

就能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对原有的 4R 危机管理理论的流程图略作修改，形成了 AI 赋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危机管理模型(如图 2)。 
 

 
Figure 2. AI-enabled crisis management model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图 2. AI 赋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模型 

6. 加快 AI 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6.1.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聚焦人工智能产业

核心技术研发，攻克技术难关，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到现在必须关注的问题。从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技

术对疫情防控赋能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存在着 AI 的不可解释性无法有效融入流行病学体系、AI 对于

多维数据的处理能力不足、数据采集及整合能力建设滞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AI 技术在疫情防

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应对流行病建模以进行可解释性的理论攻关，提升海量多维度数据处理

能力，来补齐存在的相应技术短板[11]。 

6.2. 加强技术研发支持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发展势头迅猛，政府应积极引导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业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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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活力，进一步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共性技术和关键器件的研发支持，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和应

用单位、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通过提供完善的保护与支持体系帮助企业成长和壮大，在疫情发现、预

警和防治等方面积极做出应有的贡献。 

6.3. 扩大 AI 应用场景 

随着医疗数据和算法模型的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新冠疫

情这个特殊时期，人工智能以颠覆性的方式，实现了工作效率的极大提升，催生出了新的需求，人工智

能的应用呈现出落地快、范围广、效果显著等特点。尽管如此，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短板和问题。应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场景，

攻关并打造一批创新性强、落地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和产品，用 AI 赋能的方式助力疫病诊治，

降低人员交叉感染风险，提高疫情管控工作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6.4. 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和相关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我们应鼓励校企合作，支持高校加快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和学科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其他

基础学科的交叉融合，丰富和完善人工智能主干知识体系和跨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和特色方向，探索出一个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提升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提供更

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7. 结语 

“战疫”三个月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以“肝胆相照”的张伯礼院士为代表的全体一线

防疫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疫情防控赋能的基础上，我国当前疫情

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我们也应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慎终如始”四个字，要时刻树立危机意识，继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充分发

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此外，针对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态

势，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牢牢巩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成效，深度优化社区管控措施，持

续抓好各地疫情防控工作，为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

攻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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