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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

———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仪表盘的调研与启示

摘 要: ［目的 /意义］调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仪表盘快速成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全球最具权

威性和影响力的数据源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提供参考启示。［方法 /过程］以该仪

表盘为研究对象，从响应速度、平台依托、数据质量和理念导向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其成功因素。［结果 /结论］总结出对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下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六点启示: 强化建设服务主体责任担当意识; 预先储备搭建工具包和半成品式

平台框架; 提升数据集成、响应速度、实时监测等服务能力; 提高团队多学科协作能力、重视跨学科人才组织运用; 提

供充足经费保障和加强知识发现与情报咨询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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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ata Integration Platform under Public Emergencies: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s

on the COVID-19 Dashboard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Investigat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COVID-19 Dash-

board has quickly become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and influential data sourc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and providing ref-

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data integration platform under public emergencies. ［Method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dashboar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its success factors from four dimensions: response speed，platform support，

data quality and concept orientation. ［Ｒesult /conclus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six enlighten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in-

tegrated platform under public emergencies in China: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ubject;

pre-reserve construction kits and semi-finished platform frameworks; improve data integration，response speed，real-time monito-

ring and other service capabilities; improve the team’s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

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provide adequate funding guarantees; strengthe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intelli-

gence consulting suppor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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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能力建设专项项目“科技领域战略

情报研究咨询体系建设” ( 项目编号: E0290001 ) 和中科院信息

化专项课题“面向干细胞领域知识发现的科研信息化应用” ( 项

目编号: XXH13506-203) 的研究成果之一。

我国在 2005 年审议通过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中指出: 突发公共事件 ( Public Emergencies)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

事件; 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四类［1］。其一般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

确定性、影响社会性、非程序性决策［2-3］、破坏性［4］等基

本特征。对于外部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内部进入社会

转型关键期的我国来说，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

现今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并继续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即是一起典型的全

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会使社会处于一种非

有序运行的危机状态，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

系、不断提升政府应急管理决策能力是降低突发公共事件

损害的有效途径和迫切需求。而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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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够提供及时、准确、高质量数据的数据集成平台作

为信息支撑。

数据集成平台是一个能够从各种异构数据源中快速提

取和整合信息、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的平台［5］。政府

部门和学者均强调了数据集成平台建设在突发公共事件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审议通过《预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应急信息平台建设工作”［6］。邹逸江

认为建立统一的灾情信息系统有利于国家部门的迅速反应

和正确决策［7］。邓仕仑对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调研后指出

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完善的信息系统在应急管理中作用巨

大［8］。张宁歌认为搭建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快速高效获

取数据是加强应急准备工作和决策科学性的关键［9］。刘

保池指出我国应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以提高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10］。

我国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在大数据治理模式方面却有所缺失，在数据获

取、公开、分析、决策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11］。其原因

之一就是在构建适用于此次疫情的数据集成平台工作方面

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调研发现我国现有针对突发公共事

件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

对矿山事故［12-14］、地震［15-17］、森林火灾［18］、城市防灾［19］

等突发公共事件，从应用角度构建相应的数据集成方案、

框架或模型; 另一类是改进或引入新的数据集成方

法［20-24］。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对特定、预期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技术实现层面。但

该工作除技术框架之外还涉及建设原则、工作机制、人员

组织、服务模式、运营完善、经费支持等一系列任务; 且

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愈加复杂多变，突发公共事件也愈发

难以预期。这均迫切要求我国必须提高在紧急状态下、快

速构建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集成平台的能力。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JHU)

发布的“新冠肺炎仪表盘”( COVID-19 Dashboard) 在众多

疫情统计数据平台中脱颖而出，成为在美国一片混乱不堪

的总体防疫表现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为突发公共事件下的

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提供了一个示范案例。所以，为借鉴这

一数据集成平台建设典范的成功经验，本文以该仪表盘为

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在此次疫情中快速成为全球最具权

威性和影响力的数据源的关键因素并总结相关启示，以期

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1 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回顾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发现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5］;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
( WHO) 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26］; 2 月 11 日，WHO 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命名为“冠状病毒疾病 2019” ( COVID-19 ) ［27］;

3 月 11 日，WHO 评估认为 COVID-19 可被认定为大流行

病［26］; 5 月 1 日，WHO 评估认定 COVID-19 仍然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8］; 6 月 8 日，WHO 总

干事谭德塞在媒体通报会上表示全球疫情形势正在恶

化［29］; 6 月 29 日，谭德塞表示，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正在

加速传播［30］; 7 月 17 日，WHO表示预计需筹集 103 亿美

元以帮助低收入国家抗击疫情［26］。现整理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总体状况及达到关键节点病例数日期如图 1 所示。

注: 数据来源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仪表盘
项目 GitHub存储库主页［31］

图 1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总体状况

由图 1 可知，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 2444 万、累计死亡病例数超 83

万，且病例数仍呈快速攀升态势，疫情“震中”以亚洲、

欧洲、美洲的转移路径迅速肆虐全球，疫情总体状况依然

十分严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成为人类近百年来最

为严重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 月 31 日，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

面对的最大考验［32］。事实证明，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现有秩序和治理体系产生了

严重冲击，对全球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苦难和

伤痛。

2 JHU新冠肺炎仪表盘概况介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严峻态势，全球及各国

的实时疫情统计数据对于各级决策者采取正确及时的卫生

应对措施、科研人员开展具有准确数据支撑的科研攻关和

社会公众快速了解疫情实时状况及发展趋势，并最终实现

尽快抑制病毒传播、结束疫情大流行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

值。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部门、疾控中心、第三方

机构等陆续发布的疫情实时统计数据平台开始引起广泛关

注，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仪表

盘”在众多版本 ( WHO、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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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BBC、《纽约时报》、微软 Bing、哈佛大学等) 的

数据平台中脱颖而出，迅速得到各国政府部门及权威媒体

的高度认可和大量援引，3 月份的高峰日访问量即已超过
20 亿次［33］，成为全球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数据源。以

下将从其所属机构与研究团队、研发目的与数据来源和主

要数据服务模块对仪表盘进行概况介绍。

2. 1 所属机构与研究团队

新冠肺炎仪表盘项目隶属于 JHU 怀汀工程学院
( Whit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的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
( CSSE) 。JHU创建于 1876 年，是由美国教育家吉尔曼
( D. Coit Gilman) 将英国通识教育和德国专业教育相结合

而创立的一所世界顶级私立大学，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所研

究型大学［34］，在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实力雄厚。CSSE 是

怀汀工程学院土木与系统工程系 ( CaSE) 的下属研究机

构，致力于采用多学科方法对当地、各国和全球重要系统
( 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灾难响应等) 进行建模和优

化［35］。JHU和 CSSE 为仪表盘项目提供了权威的平台依

托、及时的技术支持和充足的资金保障，并专门建立了集

成疫情数据图、疫苗、预防等信息内容的新冠病毒研究中

心 ( Coronavirus Ｒesource Center) 网站［36］。

仪表盘的核心研发成员是 CSSE 的 L. Gardner 教授和

其两名中国博士生董恩盛、杜鸿儒。Gardner 同时任职于
CSSE和彭博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着有关生物安全流动性、

传染病建模等跨学科研究工作［37］，于 2019 年 12 月公开

发布研究成果“疫情边界控制决策支持框架”，并曾与澳

大利亚团队合作开发了一个有助于预防登革热、美国麻疹

等疾病在全球蔓延的展示工具［38］。董恩盛和杜鸿儒均是
Gardner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美国东部时间 1 月 21 日上

午，Gardner与董恩盛在小组讨论中决定制作一个可以追

踪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展示图，当晚董恩盛仅用不到 8 小

时即制作完成第一版新冠肺炎仪表盘，经过审核修改等程

序后，Gardner于美国东部时间 1 月 22 日上午 11 时将其

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公开发布，恰逢北京时间 1 月 23 日

武汉宣布“封城”［39］。杜鸿儒于 2 月 1 日加入团队，完成

了数据自动更新的代码编写工作。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与

任务量的剧增，研究团队规模扩充至包括本系其他博士研

究生、其他学院志愿者 ( 主要为中国留学生) 和提供技

术支持的公司技术人员近 50 人。

2. 2 研发目的与数据来源

新冠肺炎仪表盘的研发目的是利用在线交互可视化方

式，实时展现所有受疫情影响国家感染 COVID-19 的确诊

病例、死亡病例和康复病例的数量及地理位置，为公共卫

生部门、科研人员和公众提供一个用户友好型的、能跟踪

疫情发展的实用数据工具［40］。

仪表盘数据来源广泛，其中三种主要渠道为: ①世界

或区域官方卫生组织，如 WHO、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ECDC) 等; ②各国政府及各级卫生部门，如英国政府、

CDC、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NHC) 、纽约州卫生署

等; ③各类在线数据平台，如丁香园 ( 由中国医学界成员

运营的在线平台) 、WorldoMeters ( 一个为世界各地用户提

供世界统计数据的国际组织) 、1Point3Arces ( 北美最大的

华人网上社区) 等。其余还包括各国媒体及用户邮件反馈

等渠道，完整数据来源可见项目 GitHub存储库主页［31］。
2. 3 主要数据服务模块

新冠肺炎仪表盘主要提供基础数据、可视化图谱、筛

选与查找、时间序列和知识发现五大数据服务模块。

1) 基础数据。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粒度的疫情基

础数据 ( 累计确诊病例数、活跃病例数、发病率、病死

率、检测率、住院率等) ，其中美国精确至郡县级，中国

精确至省级，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墨西哥、巴西和智利精确至州级，其余为国家级。

2) 时间序列。仪表盘提供了多维度的时间序列，利

用直方图描述全球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美国累计死亡病

例数，利用折线图和对数折线图拟合全球和美国的累计确

诊病例数增长趋势。

3) 可视化图谱。仪表盘采用了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

公司 ( ESＲI) ( 世界最大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供商) 开

发研制的 ArcGIS在线交互地图系统，基于可视化地图进

行一系列的统计分析。图谱采用不同颜色表征不同分析维

度，不同大小的圆点表征不同维度下各国、省、州、市、

郡、县病例数的多少。

4) 筛选与查找。仪表盘中的美国疫情数据地图支持

各州、郡、县级疫情数据的筛选查找功能，且在可视化地

图上直接提供检索框，方便用户快速了解目标区域的疫情

状况。

5) 知识发现。基于收集的基础数据进一步挖掘新型

冠状病毒在各国的传播趋势、全球传播模式等问题，进而

为决策者、科研人员和公众提供更深层次的分析报告。

3 JHU新冠肺炎仪表盘的成功经验分析

新冠肺炎仪表盘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成为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球化数据集成平台，其成功经验

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3. 1 以最快的响应速度抢占全球数据集成和发布先机

在疫情于中国处于爆发初期、未得到世界主要国家足

够重视、且也未有机构开展类似工作的情况下，项目组即

于第一时间迅速完成了初版仪表盘的制作、上线工作，以

前瞻性眼光和最快的响应速度抢占了先机，获得了先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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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响应如此迅速，原因有以下三点:

1) 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对祖国疫情状况的关切。

L. Gardner与董恩盛的科学研究素养使其具备了高度的学

术敏感性，较早意识到实时更新的全球疫情数据集成平台

对各级决策者、科研人员、社会公众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

值; 作为中国赴美留学生，董恩盛对祖国的关切也使他较

早开始关注疫情状况并开展数据搜集等前期工作。

2) 具有坚实的相关知识技术储备与项目研究经验。

董恩盛接受过正规的地理和统计学学术训练，博士研究领

域包括空间分析、可视化及传染病的跨学科研究; 赴美留

学获硕士学位后，曾供职于美国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和 ES-

ＲI，2019 年 5—6 月曾随导师开展制作美国麻疹数据展示

图工作。坚实且高度相关的知识技术储备与前期项目经验

使其在极短时间内制作完成仪表盘成为可能。

3) 利用社交媒体快速发布传播，与疫情的演化扩散

同步形成数据传播影响力。新型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

信息的重要渠道，项目组选择利用 Twitter 进行仪表盘的

发布，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传播时滞，形成了“舆论滚雪

球”效应［41］，伴随着疫情的演化扩散，快速获得了巨大

的社会影响力。

3. 2 以全球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专业院校为平台依托
JHU的整体实力和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学术实力在

全球位居一流，2020 年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学排名第 12 位［42］，其临床、基础医学和健康学科位列世

界学科排名第 7 位［43］; 学校下设有医学院、护理学院和

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在 2020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最佳研究生院排名中分别位列全美该领域第 2 位、第 1 位

和第 1 位［44］;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 38 位校友中，获得诺贝

尔医学奖的就有 18 位［45］。新冠肺炎仪表盘项目虽由隶属

于怀汀工程学院的 CSSE主导，但 JHU在全球医学与公共

卫生领域长期积累的高权威性、高知名度和学术独立性等

先天优势，为仪表盘提供了优越的声誉保障和平台依托，

助其能得到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快速关注和高度认可。

3. 3 以多源准确、实时更新、可视化交互、细粒度的数

据为质量保证
1) 数据多源准确。仪表盘集成了多种来源的公开数

据，并以各个国家官方网站数据为主，确保了数据的权威

性和准确性。如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国

家卫健委和“丁香园”［40］; 美国数据主要通过对各州郡市

县的官方网站、政府新闻发布会、权威部门或媒体发表在
Twitter等渠道的疫情内容进行数据挖掘汇总获得［39］; 其

他各国病例数据也主要来自政府卫生部门报告、媒体报道

及在线数据平台。为进一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项目组还

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①保留数据原始记录，每次更新都

有回溯记录可查; ②总结时间序列表格; ③列出所有修正

记录; ④设有数据核实团队进行人工核查［46］。

2) 数据实时更新。仪表盘以高频率的更新速度确保

了数据的时效性。首先，项目组在数据收集阶段就注重选

择了时效性更高的数据来源渠道; 其次，项目组完成了数

据收集、数据清理、图表更新的编程工作，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开始采用半自动化的实时数据流策略，3 月之后，

数据爬取频率达到每 20 分钟一次，仪表盘更新频率达到

每小时一次［39，40］，远超 WHO、CDC 等数据集成平台的更

新速度。高时效性的实时更新使各数据需求主体能在第一

时间获取最准确的疫情变化数据，对于各国政府和公共卫

生机构的决策层掌握实时疫情动态并做出及时、合理决策

意义重大。

3) 数据采用可视化交互呈现模式。数据可视化能使

用户以更直观、快速的方式理解数据及其结构关系［47］。

项目组采用 ESＲI开发研制的一套 ArcGIS在线交互地图系

统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48］，所呈现的可视化界面直观易

懂、便于交互，并集成了不同维度的数据统计展示图，使

用户能够快速定位并了解所关注区域的疫情态势。为不断

完善数据可视化效果，项目组在 ESＲI 的技术指导下对仪

表盘进行了多次改版。

4) 数据粒度划分更细。仪表盘对重点国家数据粒度

划分精细度较高，可以精确至美国的郡县级，中国的省

级，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墨西

哥、巴西、智利等国的州级。细粒度的数据划分更有助于

支持决策者的精准施策、医护资源的精确调度和分配等。

3. 4 以服务、开放的理念导向建设平台，并从用户反馈

中持续完善改进

仪表盘开发之初即以服务、开放的理念作为导向和原

则，以为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科研人员和公众提供一个非

营利性、用于疫情跟踪的数据工具为目标［40］，且所有历

史数据均在 GitHub 上免费对外开放。为满足伴随全球疫

情趋势而不断变化的用户服务需求，仪表盘时刻处于动态

调整、完善的状态: 数据来源在不断地更新、替换和补

充; 可视化效果已进行多次改版，各项标注均充分考虑用

户体验; 各个国家的数据划分粒度也在不断细化。此外，

项目组通过公开邮箱和成员私人邮箱等渠道广泛接收专家

和公众的大量质疑、纠正和建议，并根据用户反馈对仪表

盘进行完善改进，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

4 JHU新冠肺炎仪表盘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下
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启示

JHU新冠肺炎仪表盘项目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各类、

特别是具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数据集成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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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现总结如下:

4. 1 强化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服务主体的责任担当意识

意识影响行为，担当决定作为。强化建设服务主体在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责任担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是充分

发挥数据集成平台效能的先决条件。数据集成平台具有数

据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色，具备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

理中真正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49］的天然优势

和能力。数据集成平台建设和服务主体在面对突发公共事

件时应主动承担起为各级决策者、科研人员和公众提供更

加准确、及时、公开的数据的责任，充分发挥科学决策支

撑、科研活动支持、公众舆情引导等多方面作用，勇于担

当、有所作为，努力成为协调各项应急管理工作全面开展

的数据枢纽。

4. 2 预先储备数据集成平台搭建工具包和半成品式框架

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破坏性等特点要求

数据集成平台必须具备高响应速度，以帮助决策者在第一

时间快速了解事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做出快速应对。如果

在事件发生后再从零开始进行数据集成平台的搭建工作，

显然耗时耗力。因此，未雨绸缪、事前准备非常关键。这

就要求建设主体把功夫下在平时，预先规划、建设、储备

数据集成平台搭建工具包和具有各项基础功能、普适于各

种突发公共事件且具备灵活动态调整能力的半成品式的数

据集成平台框架。一旦突发公共事件爆发，仅需根据事件

独有特征进行小幅度、特性化的调整，即可在第一时间发

挥自身效能，大大缩短响应时间。

4. 3 提升数据集成平台的数据集成、响应速度、实时监

测等服务能力

新冠肺炎仪表盘集成的高质量数据是其被广泛认可的

关键。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从繁杂、良莠不齐的信息中甄

别出可靠、全面的数据，并对其进行有效地收集、存储、

组织与集成，是突发公共事件下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最需注

重和提升的基础能力。此外，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

数据集成平台的响应速度与实时监测能力也尤为重要，决

定着平台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公众视野。大众通常只记得第

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仪表盘制作了世界范围内第一张进行

全天候实时更新的全球疫情数据地图，而诸如哈佛大学等

多家机构合作发布的疫情数据地图虽然在可视化界面上更

加精细，但由于上线时间晚、更新速度慢，并未获得足够

关注。所以，在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时应着重提升其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时的数据集成、响应速度、实时监测等服务

能力。

4. 4 提高团队多学科协作能力、重视跨学科人才组织

运用

建设和维护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集成平台是一

项复杂、长期、任务量巨大的工作，需要多学科、多领域

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从仪表盘项目的成功经验来看，不同

学科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和具备多学科知识基

础的跨学科研究人员是项目顺利进行的有效途径和保障:

仪表盘由 JHU怀汀工程学院的 CSSE主持领导，由 JHU应

用物理实验室负责后端数据管理和网站升级，由 ESＲI 提

供数据可视化技术支持，由 JHU 图书馆负责招募小语种

志愿者进行翻译工作; 最初开发者 ( L. Gardner、董恩盛、

杜鸿儒) 均具有跨学科学习和科研背景。作为一个系统性

工程的仪表盘项目，正是由于不同专业人员各自发挥专业

特长，相互通力合作，才实现了平台效果的最大化。这种

应急状态下、重大应用型数据集成平台的高效组织建设能

力值得学习。我国在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

中也应注重提高团队的多学科高效协作能力、重视跨学科

人才的有效组织和运用，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复杂问题上的

能力和优势。

4. 5 对能干事能成事的团队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充足的经费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据统计，

JHU已连续 33 年成为全美科研经费最高的大学［50］。突发

公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持，平台开发设计的基本要素包含硬件基础设施 ( 网络通

信设备、计算机等) 、软件基础设施 ( 操作系统、终端工

具等) 和专业工作人员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 ( NSF)

和 JHU及时提供的充足经费使仪表盘团队能够更新高配

置服务器等相关设施，为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这

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能干事、能成事的团队，应加大经

费支持力度，统筹利用各资金渠道 ( 如政府、企业、学协

会等) ，健全数据集成平台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服务体系，

为保证平台的建设效率和服务质量奠定资金保障。突发公

共事件下的数据集成平台应高度服务于使用目的，对于那

些热衷于炒作各种新概念、建设各种平台却没有一个可以

真正使用 ( 功能非常低下) 的团队，不能长期浪费经费

支持。

4. 6 加强数据集成平台的知识发现与情报咨询支持能力

在大数据科学新范式下，数据分析即是知识发现和决

策过程。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应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下数据

集成平台的重要知识服务内容与咨询成果产出。数据集成

平台需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以为用户提供可靠、精准、

全方位的信息知识服务与战略决策咨询服务为更高层次的

发展目标［49］。如仪表盘项目团队之前建立的“疫情边界

控制决策支持框架”在美国麻疹等疾病的决策制定与分

析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决策者与科学界的好

评。随着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情报工作在科技战略布局

与决策支持层面的功能愈加关键，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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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何充分发挥情报工作的应有效果与贡献是包括数据

集成平台建设者在内的情报工作者们需要思考的现实问

题。其中，在数据集成平台基础上构建科学、客观、即

时、权威、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情报分析决策咨询支持

体系，是有关数据集成平台在未来建设与服务中需要重点

关注的内容。

5 结束语

现今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忽视

的重要课题。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经验教训来看，

高准确性、高时效性、高权威性且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的

数据集成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意义重大，能为各

级政府的及时合理决策和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攻关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也有助于提高公众的认知能力和知情权、

进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所以，应将完善数据集成

平台建设作为提升我国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能力

的重要一环。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于灾害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仅聚焦于技术实现层面，本文以 JHU 新冠肺炎仪表盘为

研究对象，在深入剖析其成功因素的基础上，从各建设环

节总结了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下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有益

启示。研究虽是从特定案例调研入手，但由于该仪表盘经

受了最严重疫情的实际检验，是数据集成平台建设的典

范，故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仍具有普遍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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