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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技术塑造的“新”城市背景下，多方

应对疫情的手段相比17年前的非典时期有着千差

万别。笔者将以各种新兴技术为线索，观察和讨

论泛智慧城市（即不囿于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

的不同技术在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如何提高城市

的韧性（弹性）。

一、大数据：不仅是对海量数据的应用，

更是对应着思维方式或城市与社会运行方式的改

变。从疫情的实时查询、可视化、接触人员识

别、分析预测，到辅助资源调度与防控决策，可

以看到大数据已经成为居民生活、城市运行的重

要参与媒介。

二、人工智能：其算法可以更好地将医疗资

源、社会资源与城市空间相匹配。从辅助病毒分

析、药物研发到智能识别医疗图像及公众体征，

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升了医疗工作的效率；智能

外呼服务及疫情自助咨询服务则更加体现其“科

技向善”、人性化关怀的一面。

三、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移动通信技术

的迭代使得大量日常事务得以线上运行，例如居

家办公、线上教育、线上娱乐等，通过虚拟连接

与空间隔离大幅提高了疫情时期公众居家生活的

“耐力”。咨询科普预约、物资供需匹配、疫情

线索上报甚至是远程医疗会诊，也得以借助高速

通信网络及应用生态平台发挥巨大效用。而云计

算作为大规模线上业务运行的核心幕后支持，其

弹性扩容能力也保证了春节和抗疫期间流量暴涨

业务的正常运行。

四、传感网与物联网：不论是救灾物资的高

效运输、医疗资源的追踪监管还是医疗环境、病

患体征的智能感知监控，亦或是智能健康家居的

布置，无不与传感设备及物联网技术密切相关。

随着应用成本的逐渐降低，万物互联将会成为可

能，传感网与物联网或将成为未来应对疫情最核

心的支持技术。

五、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无人化趋势在本

次抗疫过程中得以较多体现，如无人运营超市、

无接触式智能配送机器人、自动化消毒机器人、

导诊治疗机器人、巡航警示无人机等的出现，可

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六、智能建造：在智能建造技术群（BIM建

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技术等）的支持下，建

筑基础设施的施工效率和精准度有着大幅度提

升，为应急医院建设和设施提升提供充分保障。

七、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受到

疫情影响更大的是城市空间，我们不能出门、不

能逛街。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

所体现出的沉浸式、交互性、多感知性和构想性

特点，有望让人们把目光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

间，拓展居家生活的“活动”场景与范围。

八、共享经济：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共享

经济作为对传统经济的补充，发挥了互助作用，

保证了一部分供需关系的建立。不同社会力量在

运营的同时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技术并具

有风险共担的关怀，这种共享思维不仅仅在抗疫

时期，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将发挥巨大的潜

能与作用。

希望在未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泛智

慧城市技术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广泛应用，相比

SARS，它们的出现让我们的城市更有韧性，也

让我们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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