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火神山、雷神山，为生死救援开启“时光通道”
硬核技术：北斗高精度定位、5G+远程医疗

2 月 4 日， 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患者。

这个武汉首家新冠病毒肺炎专门医院

从开始设计到投入使用， 仅花了 10 天

时间， “中国速度” 令世界瞩目。

“神速 ” 背后 ， 有万千建设者挥

汗如雨的努力 ， 也有高科技代替人力

的功劳。 比如 ， 要高效率地启动各项

工程建设， 第一步就要快速完成各项

高精度测量工作 ， 其中 ， 北斗高精度

定位和测绘技术成为关键。

大年三十 ， 有几位 “北斗人 ” 奔

赴火神山医院工地 ， 孙见新就是其中

的一位， 他在现场为建设方提供北斗

RTK （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 ） 设

备， 使用千寻星矩 SR3 高级版， 运用

国内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

术， 为医院建设进行基础测绘定位与

施工。

“如果使用传统 RTK 技术， 测绘

人员外出作业需要自己架设基准站 、

携带基准站使用的电瓶 、 发射电缆 、

角架等诸多设备 ， 又贵又重也不易携

带， 而如今使用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

统， 并且以 ‘全国一张网 ’ 的形式提

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 ， 完全省去了

基站架设环节， 节约了大量时间。” 一

位 “北斗人” 这样说。

来自接收机设备提供方千寻位置

的数据显示， 在武汉火神山 、 雷神山

两个医院项目方圆 1.5 公里以内， 总计

有 60 多个账号在访问千寻位置提供的

高精度定位数据 。 尽管工作现场条件

艰苦， 但孙见新在事后表示 ， 测量工

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 “火神山建设工

地原本有些地方是树林覆盖地 ， 信号

极弱 ， 而采用这种厘米级定位服务 ，

信号传输不受距离限制 ， 为施工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展现了中国在

基建领域的惊人实力 ， 同样让人感叹

的， 是施工现场各种移动终端设备惊

人的传输速度———正式商用以后 ， 以

速度见称的 5G， 第一次被推上了十万

火急的防疫前线 。 在阻挡疫情的生死

关头 ， “5G+远程会诊 ” 犹如建立了

一条空中 “绿色通道”， 将为挽救更多

人的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华为公司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 早

在 1 月 23 日， 华为总部就紧急成立春

节疫情保障项目组； 1 月 25 日， 华为

支撑湖北移动 、 湖北联通开通了蔡甸

火神山 5G 基站 ， 并在短时间内完成

了 5G 基站到货 、 调测开通 、 优化等

工作。

1 月 31 日早上 9 时 30 分 ， 中国

电信武汉分公司接到项目通知 ， 需要

紧急完成火神山医院与北京远程会诊

调试， 12 个小时内， 华为即协调到了

急需的 MCU （微控制单元 ） 及 SMC

（华为视讯业务管理系统 ）， 联手中国

电信完成了武汉火神山医院首个 “远

程会诊平台” 的网络铺设和设备调试，

可保极端网络环境下远程医疗的畅通

无阻。

通过这一平台 ， 千里之外的优质

医疗专家资源 ， 可通过远程视频连线

的方式， 与火神山医院的一线医务人

员携手， 对病患进行远程会诊 ， 这不

仅将进一步提高病例诊断 、 救治的效

率与效果，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武

汉一线医护人员调配紧张 、 超负荷工

作的痛点， 同时， 还可减少风险。

“这套系统支持 1080P 的高清画

质， 在远程医疗会诊的场景下 ， 两地

医疗专家可通过辅助码流分享病患的

CT 片等医疗档案进行诊断 。” 华为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 目前火神山医院

也已采购配备有移动摄像头的医用推

车 ， 可进病房近距离拍摄病患情况 ，

“后期若有需要， 推车拍摄的画面也可

以引入远程会诊系统。”

事 实 上 ， 除 了 火 神 山 医 院 ，

“5G+远程医疗 ” 已经于 1 月 31 日在

武汉协和医院投入使用 。 经过技术攻

关和解决方案优化 ， 这套由华为及中

国电信提供支持的 5G 远程会诊平

台 ， 不仅可以实现武汉协和医院几

个院区之间的会诊 ， 还可帮助武汉协

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 北京朝阳医

院、 武汉肿瘤医院连线 ， 进行异地远

程会诊。

有分析人士认为 ， 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前 ， “5G+远程医

疗” 的潜力还处于理论以及初步尝试

阶段， 因为这种在 “千里之外 ” 进行

远程手术或为患者提供诊断的服务 ，

在日常使用中 ， 需要更为周密严谨的

架构设计、 接触更为复杂多样的病例

样 本 。 但 突 发 疫 情 的 出 现 ， 给 了

“5G+远程医疗” 展现 “硬核技术” 的

舞台。 与疫情赛跑， “5G+远程医疗”

能否开辟出一条新的 “生命通道”， 人

们拭目以待。

贡献算法、 算力， 从病毒手里抢时间
硬核技术： 算法能力、 云超算能力

与病毒抗争的过程中，人类真正的

敌人是时间。

1 月 30 日，百度研究院宣布，将向

各基因检测机构、防疫中心及全世界科

学研究中心免费开放线性时间算法

LinearFold 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

RNA 结构预测网站， 以提升新型冠状

病毒 RNA 空间结构预测速度。 与生命

赛跑 ，这一次 ，手握人工智能 “硬核技

术”的互联网企业说，“要从病毒手里抢

时间”。

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流感

病毒一样， 都属于核糖核酸 （RNA）病

毒。 百度研究院科学家向媒体表示，使

用 LinearFold 算法，可将此次病毒的全

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从 55 分钟缩短至

27 秒，提速 120 倍，“这一算法是我们在

去年 7 月首次提出的，已发表于生物信

息学顶级会议 ISMB 2019 和生物

信息学权威杂志《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是 RNA

结构预测领域 40 年

来的第一次重大

提速。 ”

“百度开放了 LinearFold 核心算法后 ，

已经收到许多医疗科研机构 、 防疫部

门、企事业单位的询问、技术讨论和洽

谈合作意向。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内

部人士称。

检测速度提升 120 倍，对疫情的防

控有何帮助？ 上述科研人员解释称，这

套算法工具有助于生物医学专家加快

对病毒基因组性质的分析，理解病毒变

异的规律，“RNA 病毒经常会‘伪装’，一

些变异只是 RNA 的序列变化， 但也有

些变异可能出现二级结构变化，带来功

能和性质上的变化，这有可能是病毒跨

物种变异所造成的。 ”

这意味着，透视同源病毒序列之间

二级结构不变的部分，这种保守结构很

有可能是病毒基因组里最重要的部分，

有助于科学家们针对保守结构设计疫

苗和药物。

无独有偶，疫情发生后 ，阿里巴巴

达摩院算法专家顾斐立即奔赴浙江省

疾控中心，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基因进行

特征分析，并推出多个算法模型 ：在序

列比对过程中，对算法增加了分布式设

计，有效提升比对效率；在病毒序列拼

接阶段使用分布式设计的 de Bruijn

图算法，变异病毒也能精

准检测。

2 月 1 日， 浙江省疾控中心上线了

自动化的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它背

后搭载的就是达摩院研发的 AI 算法 。

使用这套算法 ， 可将原来需要数小时

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 ，

并能精准检测出病毒的变异情况。

阿里云专家介绍 ， 目前医院普遍

采用核酸检测方法 ， 只能检测到病毒

基因的局部，可能出现漏检的情况。 而

这套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 ， 采用的

是不同于核酸检测法的全基因组检测

技术， 对疑似病例的病毒样本进行全

基因组序列分析比对 ， 能够有效防止

病毒变异产生的漏检 ， 大幅提高疑似

病例的确诊速度和准确率。

在浙江省疾控中心基因测序负责

人孙逸看来， 该平台可为病毒解析提

供支撑， 未来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检

测范围覆盖整个确诊病例……为后续

疫苗与药物研发打下坚实基础。

有企业提供核心算法 ， 也有企业

提供庞大算力。 与生命赛跑，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

研究院的黄牛教授实验室 、 中山大学

药学院的罗海彬教授团队正承

担“新冠肺炎”的药物筛选和病毒突变

预测工作，急需大量算力支持。 关键时

刻，“侠客”出手。 腾讯相关人士向媒体

确认， 腾讯云已向罗海彬教授团队提

供了批量图形处理器 （GPU）云服务器

免费使用权 ， 帮助其推进病毒药物的

筛选工作。 同时，向黄牛教授实验室提

供了大量标准的 CPU 算力以及对象储

存能力， 帮助这两个研究团队进行基

因测算的离线计算任务。

“17 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

大的互联网市场 ， 当前的互联网技术

有了长足的进步 ， 更开启了线上医疗

诊断。 ”百度副总裁、深度学习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吴甜认

为， 人工智能技术可从多方面助力疫

情防控提升效率 、 降低风险 、 精准施

策；大数据及分析技术 ，可为疫情科学

防控提供参考 ，“这一次 ，大数据 、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让我们看

到了疫情防控中技术的贡

献， 未来它们的作用

会越来越大。 ”

■无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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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效应”

让信息流动
更高效透明

2020 年突如其来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打乱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 很多人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 是打开
手机看一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实时动态”， 全国新增
确诊病例、 疫情地图甚至数据分析， 都一目了然。

疫情面前， 只有清晰、 透明、 真实地呈现事实真相， 才有利
于民众克服不必要的恐慌， 而权威、 全面、 及时的信息集成和智
能分发机制， 则更有利于信息的精准实时传递。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的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 6 月，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 8.47 亿。 今天， 移动互
联网高度渗透， 信息流的集成与分发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手中
的利器， 更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 疫情之下， 我们撷取了几
个场景， 看看互联网企业如何发挥技术 “乘数效应”， 让信息更
透明、 更高效地流动。

“硬核科技” 正面对抗疫情
人工智能、 5G 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 北斗高精

度定位……疫情严峻时刻， 中国互联网企业手中的这些
“硬核科技” 正在全速运转

从武汉向外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 ，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 “战争” 中， 一批又一批 “逆行者” 穿上
厚厚的防护服， 紧急赶赴一线驰援。

年纪稍大的人或许会对这场景似曾相识。 17 年前， 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 （SARS） 疫情中， 也有这样的紧急出动、 也
有这样的最美 “逆行”。 那一年， 对中国互联网而言也是值得
纪念的年份。 因为非典疫情导致信息沟通不便， 人们开始在
网络上搜索新闻， 新浪、 搜狐、 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均在那一
年成功上市， 腾讯网在那一年诞生； 因为购物不便， 马云在
那一年创建了淘宝， 京东开始向线上转型……由此打开了中
国互联网的想象空间。

17 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长大了。 在 2019 年世界
十大互联网企业中 ，中国互联网企业占了四席，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京东均是当年非典疫情的亲历者。两次疫情相隔虽然
只有短短 17 年，但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太多。 这一次，中国的
互联网公司已不再是有力使不上的“旁观者”，而是抗击疫情大
军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握紧手中的“硬核”———人工智能、5G 技
术、大数据、云计算、北斗高精度定位……充分运用这些技能对
抗疫情，从病毒手里抢时间，用“生死时速”搭建“时光通道”。

移动互联网高度渗透， 信息流的集成
与分发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手中的利器，

更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

■无芯

场景 2? 信息定制与个性化分发

高效的信息流动和精准的信

息获得是防疫的重要保障 。 17 年

前的非典爆发时期 ， 人们在门户

网站上搜索信息 ， 如今 ， 信息分

发机制变得更加智能 ， “出口 ”

也更加多样 ， 个性化推送 、 甚至

按需定制都已不再是难题。

1 月 27 日 ， “浙里办 ” App

上线了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 ， 其背后的

支撑之一 、 是阿里巴巴达摩院研

发的 “智能疫情机器人”。 借助卫

生部门提供的知识包 ， 达摩院团

队让机器人自主学习与疫情相关

的专业知识 ， 经过多个通宵的测

试和调优 ， 机器人几乎可以秒答

大部分常规问询 。 目前这套系统

同时支援了黑龙江 、 山东济南等

地区。

与此同时 ， 基于阿里健康对

各级卫健委公布数据进行的实时

收集整理 ， 这些信息被分发到包

括手机淘宝 、 支付宝 、 UC、 钉钉

等在内的各大渠道。 2 月 3 日， 阿

里巴巴推出了疫情语音查询服务，

用户只需对天猫精灵说 “最新疫

情 ” “上海疫情 ” 等指令 ， 即可

精准获取全国和各地方的疫情累

计确诊人数 、 新增确诊人数等实

时信息……

借助人工智 能 技 术 ， 信 息

的集成与分发能力在今天的互

联网环境下大有作为 。 以今日

头 条 的 信 息 流 平 台 为 例 ， 在

“搜索 +推荐 ” 的 分 发 机 制 下 ，

用户的信息接收出现了 “被定

制 ” 的可能 ， 比如家住上海浦

东新区的用户 ， 每日被推送的

信息 ， 一定与区域的疫情现状

和生活保障有关 ， 个性化需求

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 。

几天前 ， 今日头条对 “抗击

肺炎 ” 频道进行了更新迭代 ， 新

增疫情地图 、 鉴真辟谣 、 物资募

捐 、 一线直播等多项功能服务 。

有关负责人告诉媒体 ， 当平台发

现某一地区的疫情舆论热度偏低

时 ， 还会适当增加疫情内容的推

送 ， 提高公众的警惕性 ， 也为政

府科学精准施策提供有效指引。

场景 1? 地图上的 “疫情” 大数据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节点，

正逢春运期间。 这场中国每年最声

势浩大的“人口迁徙”，为疫情防控

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 作为基础设

施存在的互联网，在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爆发期间的人口迁徙流动数

据监测方面，为社会治理带了巨大

价值。

按照常规， 百度地图每年都会

发布春运迁徙地图。 今年这张地图

发挥了巨大能量。 1 月 23 日 10 时，

武汉“封城”，封城前数日，大量人口

从武汉流出，确定这些“迁徙人口”

的迁出规模和流动轨迹， 是防控疫

情蔓延的重要线索。 从武汉迁徙地

图来看， 河南省和湖南省是武汉人

口迁出的重要地区。这些重要数据，

为其他省份提前布控打下了基础。

从人工采集数据到智能采集、

从局部扩大到整体再精准到微观网

格，过去 20 年中国互联网的技术进

步， 为人口流动监控带来了宝贵的

大数据。 事实上，在这次疫情中，百

度、 腾讯以及通信运营商等先后给

出了扎实的数据参考。 百度地图相

关负责人告诉媒体，针对疫情，迁徙

地图在短时间内连续迭代多次，“如

今，只要选择某一城市的‘迁出目的

地’或‘迁入来源地’，地图就可显示

迁徙规模指数。 ”

小小一张在线地图， 不仅能反

映人口迁徙，还是最直观的信息呈

现窗口。 市民如果碰到发热等紧急

情况， 全国范围内如何寻医就诊？

高德地图上线了 “发热门诊查询”，

至截稿时， 共覆盖全国 294 个城市

的 5734 个发热门诊。

在线地图的最大功能是交通导

航，春运返程，各大道口都设置了测

温点，包括高德、百度都及时发布了

最新动态信息，哪个测温点最拥堵、

是否需要填报信息表， 这些有效信

息的实时精准推送， 让人们的回程

路变得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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