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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与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自2019年末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对人类社会和经

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传播建模的重要性

通过建立传播模型，可以模拟病毒传

播过程，预测疫情发展趋势，为政府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助力疫情防控
传播建模分析与预测有助于制定有效

的防控策略，降低感染人数，减轻医

疗负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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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众多学者和机构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建模研究，涉及多种模型和方法，取得了一定成

果。

国际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在传播建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结合

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模

型和方法。

国内研究进展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如模型精度不高、数据获取困难等。

研究差距与不足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处理

技术路线与实施步骤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建立高精度的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模型，预测疫情

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收集国内外公开报道的疫情数

据，进行数据清洗、整理和分

析，确保数据质量和可靠性。

采用基于动力学模型的传播建

模方法，结合大数据分析、机

器学习等技术手段进行模型构

建和优化。

明确研究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步

骤，包括模型构建、参数估计、

模型验证、预测分析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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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传播动力学模型构建



该模型可以描述传染病的传播速
度、传播范围以及疫情发展趋势

等关键信息。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通常包括SIR
、SEIR、SIS等多种类型，其中
SIR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是一种基于数
学原理的模拟传染病传播过程的

模型。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概述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传
播范围广，且存在无症状感染
者和潜伏期传染等特点。

疫情的传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如人口流动、社交距离、
防控措施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
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需要
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控和治
疗。

新冠肺炎疫情特点分析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可以选择合适的传染病动力学模型进行构建。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需要考虑人口流动、社交距离、防控措施等多种因
素，并设置相应的参数。

参数设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同时，还需要对模型进行验证和校准，以确保其能够真实反映疫情的传
播过程和发展趋势。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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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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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评估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包括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等方面，确保数据可用于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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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统计数据

包括各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发布的疫情数据，具有权威性

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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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数据

通过爬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疫情相关信息，获取更广泛、实时

的数据，但需要进行有效筛选和验证。

数据来源及质量评估



去除重复、无效和异常值，
处理缺失值，保证数据质
量。

数据清洗 特征提取 数据变换

从原始数据中提取与疫情
传播相关的特征，如感染
人数、死亡人数、治愈率、
传播速度等。

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转换，
如对数变换、标准化等，
以满足建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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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与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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