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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地感染人数激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
列严格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使得确诊病例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然而，部分国家随后逐步放松防控，导致
2020年7月下旬病例数突增，引起全球密切关注。本研究评估了2020年1月至2021年2月全球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COVID-19大流行情况。计算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时依再生数[R(t)]，结果表明，世界上几乎一
半的国家和地区从未控制过疫情。在曾经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中，近一半未能持续采取疫情防控
措施，导致全球疫情出现反弹，而且一半数量的国家或地区疫情反弹规模比第一波更大。本研究还提出
并使用时依的国家级传播风险评分（CTRS），考虑R(t)和每天的新增病例，以展示国家或地区一级的传播
潜力和趋势。利用时依CTRS进行时依层次聚类，成功发现了促使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21年年初
全球COVID-19大流行加剧的国家和地区，并提示近期COVID-19传播风险增加的国家和地区。此外，回
归分析表明，实施和放松包括关闭工作场所和居家隔离在内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可能与最近的全球
COVID-19传播变化有关。总之，对过去一年全球COVID-19大流行进行的系统评估表明，目前全球疫情
处于一种未曾预料到的状态，各国在第一波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有限。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公
共应对措施，以遏制全球未来的COVID-19疫情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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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截至2021

年 2 月 21 日已经导致了 1.1 亿人感染和 240 万人死亡。

COVID-19严重损害了人类健康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有望成为21世纪典型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发生之

初，各国在实施干预措施的速度、规模和强度方面存在差

异。中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迅速采取了隔离所有病例和疑

似感染者、追踪接触者、广泛进行检测等防控措施，遏制了

疫情的发生[1―3]。然而，其他国家在疫情早期没有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甚至选择了群体免疫的路线，使得早期确诊病

例的大量累积以及极高的病死率[4―5]。在吸取了第一波疫

情的惨痛教训后，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采取了关闭城市和宵

禁等防控措施，以将每日确诊病例数保持在可负担水平，这

是一个国家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积极标志[6]。

中国、韩国、新加坡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研究证明，人

A R T I C L E I N F O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23 February 2021
Revised 25 May 2021
Accepted 28 July 2021
Available online 14 September 2021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疫情
防控措施及效果

ELSEVIER

Research
Public Health—Article

Contents lists available at ScienceDirect

Engineering

j o u r n a l h o m e p a g e : w w w. e l s e v i e r. c o m / l o c a t e / e n g

*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addresses: hbshen@njmu.edu.cn (H. Shen), fengchen@njmu.edu.cn (F. Chen).

2095-8099/©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on behalf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imited Company.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英文原文：Engineering 2022, 13(6): 186―196
引用本文：Yongyue Wei, Jinxing Guan, Xiao Ning, Yuelin Li, Liangmin Wei, Sipeng Shen, Ruyang Zhang, Yang Zhao, Hongbing Shen, Feng Chen.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Waves: Limited Lessons Learned Worldwide over the Past Year. Engineering, https://doi.org/10.1016/j.eng.2021.07.015



群层面的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包括关闭学校、保持身

体接触距离、封城等在减缓大流行方面是有效的[7]。不幸

的是，由于公开场所防控行为的松懈，确诊病例数和死亡

人数一直在增加。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仍未采取

足够严格的防控措施，以在下一波疫情浪潮到来之前遏制

住当前疫情，致使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新增病例出现。在

第一波疫情大流行之后，由于缺乏特异性的抗病毒预防和

治疗措施及疫苗，NPI的放松意味着疫情复发不可避免。在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来

控制疫情，全球疫情形势将会进一步加重。在下一波疫情

大流行时期，会有更多人死亡，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8]。

时依再生数[R(t)]是指在时间 t由一个原发病例感染引

起的继发病例的预期数量。R(t)是衡量不同时间点疫情传

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决策指标。然而R(t)不能揭示大流行的

规模，而每日新增病例能够描述疫情的严重程度，这也是

至关重要的。因此，本研究评估了全球各国对COVID-19

大流行的防控情况，综合R(t)和每日新增病例数，提出国

家级传播风险评分（CTRS）这一时间序列指标用于评估

各国疫情的增长潜力。本研究对 2020年 10月 1日到 2021

年2月21日各国的CTRS进行了层次聚类，以便按照真实

情况对世界各国的COVID-19疫情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和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网

站（https://covid19.who.int/table）公布的2021年2月21日

之前的国家级每日确诊病例数。2021年 2月 21日之前累

计确诊病例数小于 1000例的国家和地区被剔除。为了避

免由于工作日-休闲日变化引起的每周疫情数据波动，本

研究采用7天移动平均法，即将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与

之前7天的值进行平均，然后取平均值，使得新增确诊病

例数平滑。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赤道几内亚、博茨

瓦纳和毛里塔尼亚）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出现了出乎意料的

巨大变化，违反了传染病传播规律；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因此，引入了一种方法来

衡量每个国家的每日新增病例数的波动。

Volatility t = ln ( )Rt

Rt - 1

SDvolatility =
∑
t = 1

k

(Volatility t -Mean volatility)2

k - 1
（1）

式中，t = 1,…, k表示评估的时间点，k表示从第一个病例

出现到分析截至日期的天数；这一波动指标描述了不同国

家R(t)的每日变化。因此，波动指标的标准差（SDvolatility）

表示每日R(t)的离散程度。一个国家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出

现异常波动，可能是由于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导致的，致使

该国的SDvolatility比较高。为了防止这些国家对国家级传播

动态的分类产生影响，本研究排除了SDvolatility前10%的国

家和地区。

国家的 NPI 从牛津大学 COVID-19 政府应对跟踪器

（OxCGRT）获取，于 2021年 2月 21日访问[9]。在OxC‐

GRT中，NPI被分为以下15类：8项限制和关闭措施（关

闭学校、关闭工作场所、取消公共活动、限制私人集会、

关闭公共交通、居家要求、限制内部流动和国际旅行）和

7项卫生系统政策（公共信息宣传活动、核酸检测政策、

接触者追踪政策、卫生保健紧急投资、疫苗投资、口罩政

策和疫苗接种政策）。OxCGRT数据库中包含的干预措施

的原始变量是有序、多分类的；在本研究中，将这些NPI

变量转换为二元变量：“无干预”或“有记录的干预”

[10]（见附录A中的表S1）。对于OxCGRT中记录了省或

者州级NPI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和美国），首先为州或

省创建二元指标，然后通过对省或州一级指标取平均值得

到国家级的NPI变量（例如，如果美国一半数量的州引入

学校关闭策略，那么美国学校关闭策略的状态值为0.5）。

2.2. 数据分析

2.2.1. R(t)变化情况分析

使用序贯贝叶斯模型来估计自疫情发生之初每个国家

的R(t) [11]。模型中的代际间隔（serial interval）分布参数

按已发表文献设置（均值为5.2，标准差为1.58）[12]。

R(t)低于 0.8被认为疫情缓解，而R(t)高于 1.2被认为

疫情恶化。连续 11个R(t)值（代际间隔的两倍）大于 1.2

的周期被认为是波峰，而连续 11个R(t)值小于 0.8的周期

被认为是波谷。为了比较各国之间的流行病模式，每个国

家自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波峰和波谷数量都标准化为每100

天的数目。根据 2020年 10月 1日之前的数据，本研究纳

入的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以下几个亚组：“从未控制”“曾经

得到控制”“得到控制后反弹”“反弹超过之前最大值”

“波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和地区被分为 5个区

域：美洲、欧洲、东南亚、东地中海、非洲和西太平洋。

2.2.2. 国家级传播风险评分

剔除CTRS指标，用于描述COVID-19的国家级传播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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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S t = lg (R(t)´Ndaily casest ) （2）
式中，Ndaily cases,t表示第 t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CTRS表示

一个新病例在一个感染期产生的预期新感染人数的对数。

2.2.3. 层次聚类

为了确定自 2020年 10月 1日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之

间每 6天（大约一个感染期[12]）的流行模式的相似性，

根据6天的CTRS值，使用无监督聚类分析对这些国家和

地区进行聚类。

2.2.4. 潜在传播风险预警

基于分析时间段最后一天的R(t)和每日新增病例数，

使用易感-暴露-感染-康复（SEIR）模型预测未来 12 天

COVID-19疫情的传播动态。参数如下：传播率β = R(t) ×

γ，其中γ = 5.2 d [12]；潜伏期（1/α）设为5.2天[13]。模

型的人口数是基于每个国家人口总数设置的。病例数的初

始值（I0）为分析时间段最后一天之前的 5天的累计新增

病例数，初始潜伏期人数E0 = 5.2 × Id，其中 Id为最后一天

每日新增病例数。采用四节龙格库塔（fourth-order Run‐

ge-Kutta method, RK4）求解微分方程，预测每日新增病

例数。随后，使用预测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和R(t)来估计未

来的时依CTRS值。

为了验证本文的模型，将2021年2月9日定为最后一

天，以预测随后 12天（即 2021年 2月 10日至 2021年 2月

21 日）的新病例数量。将预测值与 2021 年 2 月 10 日至

2021年2月21日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和实际CTRS值进行比

较，评估预测效果。

2.2.5. 非药物干预措施效果评估

在OxCGRT记录的 15项防控措施中，排除实施频次

小于 5%或大于 95%的防控措施，只保留以下 9项措施：

关闭学校、关闭工作场所、取消公共活动、限制私人集

会、关闭公共交通、居家要求、限制内部流动、接触者追

踪政策和疫苗接种政策。为了找到6天内CTRS的变化与

控制措施之间的相关性，对 CTRS 数据之间的差异[从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21日中的每一天和其之前6

天的CTRS的差值（在以下方程中记为ΔCTRS）]，以及

之前30天9个防控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建模，所采用的的

混合效应模型方程如下：

DCTRS ij = b0 +∑
k = 1

8

bijk NPI ijk + ui + eij （3）
式中，i = 1,…, 151代表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16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51个国家和地区的防控措施被记录

在OxCGRT中）；j = 1, …, 52表示 2021年 1月 1日至 2月

21日中的第 j天；k = 1, …, 9代表不同的NPI；ΔCTRSij表

示CTRSj–CTRSj–6的 6天变化；NPIijk和 bijk分别为第 i个

国家/地区第 j天第k个NPI的指标和对应的回归系数；u表

示当天的随机效应，e表示残差，两者都服从正态分布。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将系数转换为 10b，以反映下一

代病例数的变化。

2.3.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采用R软件（3.6.3版本）。采用R包EpiEs‐

tim（2.2.3版本）、Pheatmap（1.0.12版本）、nlme（3.1.145

版本）来估计R(t)，进行层次聚类以及评估NPI和CTRS

变化之前的关联程度[11,14]。

3. 结果

206个国家和地区的COVID-19感染数据来自WHO网

站；其中，18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感染人数超过 1000人

（图1）。R(t)波动率分析显示，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

个国家和地区的R(t)波动率变化较大，排名前10%，原因

可能是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或资源不足（见附录A中的图

S1）。剔除这18个国家和地区后，对剩余的168个国家和

地区进行后续分析。然后，剔除 2020年 10月 1日之后开

始出现COVID-19疫情的两个国家或地区，最终纳入分析

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为 166个。非洲R(t)波动率的变化显著

高于其他地区（P < 0.0001）（见附录A中的图S2）。

根据标准化后的每 100天波峰和波谷的数量，对 166

个国家和地区绘制散点图，并按标准化的波峰和波谷数目

的三分位数将其划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图 2（a）]。

除了 81个从未对COVID-19流行进行控制的国家和地区

（如美国）之外，有6个国家和地区（如奥地利、突尼斯和

冰岛）出现了高波峰和低波谷，表明在没有采取充分控制

措施的情况下，COVID-19疫情容易卷土重来。另外，10

个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约旦和南苏丹）有高波峰和

高波谷，代表对COVID-19疫情采取了有效的遏制措施。8

个国家和地区（如中非共和国、芬兰和卢森堡）有低波峰

和高波谷。此外，15个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德国和意

大利）出现了较低的波峰和波谷，表明总体上对COVID-

19疫情大流行的控制效果显著。中国被划分为中波峰、高

波谷，表明多次局部发生或复苏后被迅速有效地遏制。

按照2020年10月1日前的R(t)对全球疫情防控效果进

行汇总分类。在研究的166个国家或地区中，至少有一个

波谷的85个国家或地区被列为“曾经得到控制”。在这85

个国家或地区中，56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出现反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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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28个国家和地区反弹后的疫情比之前更严重

[图 2（b）]。值得注意的是，美洲纳入研究的 37个国家

和地区中的 27个（73.0%）、东南亚纳入研究的 8个国家

和地区中的 5个（62.5%）、地中海东部纳入研究的 21个

国家和地区中的 12个（57.1%），以及非洲纳入研究的 36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17个（47.2%）的COVID-19疫情没有

得到有效控制；高于欧洲（54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17个，

占 31.5%）和西太平洋（10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3 个，占

30.0%）（P = 0.0025）。与其他区域（P = 0.0001）相比，

西太平洋（6/10, 60.0%）和欧洲（30/54, 55.6%）有更多

的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在得到控制后反弹，而且比之前更严

重。另外还进行了敏感度分析，连续 11天（两倍代际间

隔）R(t)在 1.1以上则被认为是流行波的波峰，而连续 11

天R(t)小于 0.9被认为是波谷[见附录A中的图 S3（a）]。

此外，还研究了R(t)大于 1.3被定义为波峰而R(t)小于 0.7

被定义为波谷的情况[见附录A中的图S3（b）]。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对每个国家和地区每天的

CTRS进行估算。在 6天移动窗口内（大约一个感染期），

根据连续 6天CTRS的相似性，将 166个国家和地区聚类

为 8个子集；国家和地区的时依聚类结果清楚地显示了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2月国家级的疫情和趋势（图 3）。

首先，美国始终处于最高层级，甚至是最高层级中的唯一

成员（图 3中的 I）。在 2020年 12月上旬和中旬，全球疫

情大流行形势异常严峻，可能主要是由于美国（图3中的

I）和土耳其（图3中的 II）的疫情恶化，而巴西、英国和

俄罗斯的疫情加重（图3中的 III）进一步提高了全球疫情

大流行浪潮。幸运的是，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初，

巴西、英国和俄罗斯疫情迅速好转，与美国的疫情形成鲜

明对比（图 3中的 IV）。在 2021年 1月中旬，巴西、西班

牙和英国疫情恶化（图 3中的V），而捷克、土耳其、波

兰、加拿大、日本和爱尔兰的情况有所改善（图 3中的

VI）。此外，在 2021年 1月 23日至 2021年 1月 28日的聚

类窗口中，情况有所恶化：美国、巴西、英国、西班牙、

法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等7个国家位于最高层级（图3中

的VII），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第二层级（图3中的VIII），

以至于最高层级国家的疫情形势看似有所好转。此外，

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2月3日，4个国家（法国、墨

西哥、俄罗斯和英国）疫情得到改善，进入第二层级（图

3中的 IX）。2021年2月4日到2021年2月9日西班牙疫情

恶化，进入了第二层级（图3中的X），此外波兰和马来西

亚也进入了第二层级（图3中的XI）。最近，一些国家和地

区的情况继续好转。例如，2021年2月10日到2021年2月

15日，马来西亚和葡萄牙下降到第三层级（图3中的XII）；

2021年2月16日到2021年2月21日，以色列疫情也好转，

进入第三层级（图3中的XIII）。在同一时间，第二层级的

情况有所改善，这是由于6个国家和地区（伊拉克、乌克

兰、智利、荷兰、瑞典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入了第二

层级（图3中的XIV）。占全球人口总数7.1%的美国和巴西

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至今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每日

新增病例数占全球每日新增病例数的34.6%。

CTRS 也有能力识别未来风险。本研究首先测试了

CTRS预测未来情景的能力。利用 2021年 2月 9日之前的

数据，对2021年2月10日至21日的每日新增病例数进行

SEIR模型拟合，结果与观测值较一致（Pearson相关系数

r = 0.991，P < 0.001）[见附录A中的图S4（a）]。然后假

设R(t)自 2021年 2月 9日以来保持不变，预测 2021年 2月

10日至21日的CTRS值；预测CTRS值与实际CTRS值的

Pearson相关系数 r为0.988（P < 0.0001）[见附录A中的图

S4 （b）]。因此，为了探讨各个国家未来COVID-19的传

播情况，基于2021年2月21日之前的CTRS值，对随后的

图1. 数据处理和分析流程图。CTRS表示以国家为单位的COVID-19传播潜力；SDvolatility表示R(t)波动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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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2021年2月22日到2021年3月5日）的CTRS值进

行估计，并进一步进行层次聚类。在随后的 6天里，7个

国家（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荷兰、西班牙、瑞典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风险下降了一级，进入了第三层级

（图3中的XV）。

为了探究近期各个国家COVID-19疫情大流行形势变

化的潜在原因，本研究评估了之前 30 天的 NPI 与 6 天

CTRS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如所评估日期和其6天前CTRS

的差值）。前1~27天实施的工作场所关闭政策与CTRS减

少 6.8%（95% 置信区间：0.8%~10.5%）至 10.2%（95%

置信区间：5.7%~14.5%）相关[图 4（a）]。此外，前 1~

28 天的居家隔离与 CTRS 降低 3.2%（95% 置信区间：

0.4%~7.2%）至 7.1%（95% 置信区间：3.8%~10.3%）相

关[图 4（b）]。纳入研究的其他 7个NPI对CTRS的变化

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工作场所关闭政策和 30天前的居家

隔离措施的共同实施，使得下一代病例数量从 6.2%

图2. 2020年全球COVID-19大流行防控情况。全球防控措施的效果用R(t)来描述。对于每个国家，若R(t) 连续11天（代际间隔时长的两倍）在1.2以
上则视为一个波峰。若R(t) 连续11天在0.8以下则视为一个波谷。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波峰和波谷数目被标准化为每100天的数目。（a）深蓝色点表示

81个未曾控制住COVID-19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对剩下的曾控制住COVID-19的传播的85个国家和地区，其每100天的波峰波谷数目以三分位数为界

分为高中低三类；两条垂直虚线和水平虚线分别表示波峰波谷数目的三分位数。（b）各个国家的防控措施效果评估。本研究包含的166个国家和地区

参考WHO划分为6个区域。图例中的数字表示本研究中每个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数目。雷达图极点上的数字表示每个亚组的国家和地区的总数。雷达

图上列出的比例表示每个亚组内不同区域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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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置信区间：1.0%~11.2%）下降到 14.6%（95%置信

区间：9.9%~19.2%）[图 4（c）]。附录A中的图 S5和表

S2展示了其他NPI与CTRS的分析结果。在CTRS的12天

变化的分析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见附录A中的图S4

（d）~（f）和图S6]。

4. 讨论

目前还没有研究人员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COVID-19疫情流行模式进行过研究，本文尚属首次。总

的来说，本研究评估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疫情大流行

第一年的情况，并确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疫情以及发展

趋势方面的相似之处。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还能够预测和

监测近期国家级疫情大流行形势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有18个国家和地区由于R(t)波动率的

变化较大而被排除在外，其中一半是非洲国家和地区，非

洲国家的R(t)波动率的变化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由于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波动较大，导致 R(t)波动率变化较

大，表明核酸检测能力以及关键医疗资源可能存在不足。

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卫生设施有限，在社区方面可能存在医

疗资源短缺的问题。非洲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千人拥有 1.8

张医院床位和0.9名医生，远低于意大利（每千人4.0名医

生）、美国（每千人2.6名医生），以及中国（每千人2.0名

医生）[15]。非洲的医疗用品主要依赖进口；在COVID-

19疫情大流行的早期，世界各国对COVID-19防控诊疗所

需的物资的出口进行了限制，加剧了非洲医疗资源的短缺

[16]。截至2021年2月21日，非洲国家和地区平均每百万

人进行核酸检测 29 118次，远低于北美洲（660 339次）、

欧洲（657 773 次）、南美洲（160 837 次），以及亚洲

（127 634次）[17]。随着核酸检测能力的提高，非洲的确

诊病例数可能会增加。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R(t)显示，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迅

图3. 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期间世界各地的国家级COVID-19传播的河流图。蓝色虚线的左边表示根据6天CTRS划分的过去的层级，右边为未来

的层级。未来层级根据SEIR模型预测的未来的6天CTRS层次聚类分析得到。颜色越红表示这些国家和地区未来的传播风险越高。每个箱子高度表示

这一层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数目。罗马数字标注了不同层级的关键变化，这些关键变化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列在最下方。每个层级窗口的起始日期展示在

图形下方。两个层级箱子之间的条带表示从左边层级到右边层级变化的国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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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效的防控措施遏制了第一波COVID-19疫情的流行浪

潮。然而，在曾经实施过疫情防控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中，

2/3的国家和地区随后经历了多次疫情复发。此外，在疫

情反弹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一半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更严

重的疫情，比首次疫情规模更大。更糟糕的是，过去一年

有 81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疫情未曾得到控制，占

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一半左右，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55.3%。在欧洲，68.5%的国家和地区控制了第一波疫情，

但55.6%的欧洲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疫情反弹，22.2%的国

家和地区后续反弹的疫情规模更大。防控措施的放松可能

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随后的COVID-19疫

情流行浪潮中，欧洲国家和地区似乎没有从第一波疫情中

吸取太多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文的分析，美

洲73.0%的国家和领土（即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从

未对疫情进行控制；除了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美洲的其

他国家和地区也需要其邻国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援助

[18―20]。

时依再生数R(t)表示传染期中一个病例能够传染的新

患者的平均人数[21]。因此，本文提出了CTRS指标，用

于代表当前新病例在未来一个传染期能够感染的预期新病

例数，从而揭示一个国家未来的短期风险。在验证阶段，

将预测和实际的CTRS进行比较，以证明CTRS指标在揭

示国家和地区COVID-19流行风险方面的可靠性。使用时

依的CTRS值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划分为不同等级，这一等级能反映国家和地区在COVID-

19疫情流行风险和趋势方面的相似性。自 2020年最后一

个季度以来，美国COVID-19疫情一直处于第一层级。根

据OxCGRT数据，自 2020年 10月 1日以来，美国只有不

到一半数量的州关闭了公共交通，这可能是美国肺炎患者

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此外，巴西一度进入第一层级，进

一步加剧全球疫情的恶化[22]。巴西的一些州曾经取消了

关闭公共交通的策略以及限制城内流动措施，这可能是巴

西出现恶化的一个原因。即使每日新增病例数显著减少，

处于第一和第二层级的国家在未来将继续推动COVID-19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疫情的6天变化似乎与实施或取

消关闭工作场所的措施和居家隔离有关；因此，取消这些

措施可能是全球每日新病例数增加的主要原因。与实施关

闭工作场所措施相比，取消这一措施导致6天内新发病例

数增加 6.1%~11.4%。居家隔离也被证明是值得实施的措

图4. 前 30天工作场所关闭政策和居家隔离对CTRS的影响。。CTRS的 6天变化值是根据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2月 21日每一天的CTRS与 6天前

CTRS的差值计算的；同样，也计算了CTRS的12天变化值。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对9种防控措施的过去30天的实施状态进行分析。下一代病例数比率

表示实施单独的防控措施将导致的下一代病例数的变化（如果比率为0.9，则表示如果实施该措施，则在实施该措施后的6天或12天下一代病例将减

少10%）。关闭工作场所、居家要求，以及这两个措施联合实施对CTRS的6天变化值的影响分别在图（a）、（b）和（c）中展示；对CTRS的12天变

化值的影响分别在图（d）、（e）和（f）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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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因为该措施对疫情防控有重要影响；取消这一措施将

导致6天内下一代病例最多增加7.6%。此外，同时实施工

作场所关闭策略和居家隔离措施的效果比单独实施这两种

措施的效果更大；因此，这一防控措施的组合可以作为一

种应急策略，以控制突发COVID-19疫情。另一方面，尽

管有研究表明完全取消其他NPI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结

果，但是这些NPI在CTRS的 6天变化中并没有表现出决

定性的作用[10]。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实行了疫苗接

种策略。根据本研究，疫苗接种策略似乎是有效的，但目

前效果有限。如附录A中的图S5（g）所示，前 17~30天

实施的接种疫苗策略对减少新的CTRS显著有效，这表明

接种疫苗策略不会马上对疫情产生影响。需要更详细的数

据来准确地分析疫苗接种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是基于从WHO

网站获得的每个国家和地区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据进行

的分析。但由于核酸检测能力不足，一些国家每日新增病

例数出现异常波动，疫情曲线出现异常，无法真实反映疫

情的实际传播动态。为了回避这一点，本研究排除了

SDvolatility前10%的国家。然而，核酸检测能力不足的影响

仍然存在。更好的分析将依赖于当前无法公开获取的发病

数据。第二，本研究不考虑无症状感染者，而且症状较轻

的患者可能不愿意去门诊；这两者都将导致对全球疫情传

播形势的低估。第三，由于防控措施的复杂影响，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大流行情况和疫情趋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仍

不清楚。第四，虽然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被证明对各国风险

的短期预测是可信的，但对长期预测应保持谨慎。第五，

本研究只考虑了NPI对CTRS变化的影响。然而，天气和

气候通过影响宿主的易感性、病毒的生存和传播过程，在

传染病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项研究表明，气象指

标对COVID-19疫情的传播有影响。例如，Liu等[23]分析

了中国 30个省会城市COVID-19病例与气象因素的相关

性，发现气象因素在控制人口迁移后对新冠肺炎的传播起

独立作用。根据这项研究，低温、较小的昼夜温差和低湿

度可能有利于疫情传播。虽然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与疾

病传播并不具有相关性，但气象因素仍可能是影响全球疫

情传播动态的重要因素，并可能与 NPI 存在交互作用

[24―27]。第六，OxCGRT关于防控策略实施情况的记录

不能反映策略的实际实施或执行情况，这对大流行动态产

生了影响，从而影响了对措施有效性的评估。第七，对于

实施或取消防控措施的时机而言，可能会存在一个阈

值——超过这个阈值，流行病就会卷土重来，因此需要精

心设计一项研究来探讨。

总之，全球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规模和模式是出

乎意料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生发展的时间不同，

相互叠加，形成全球范围内不断恶化的疫情趋势。除了对

新冠病毒这一全新病毒的了解较少以外，各国对抗疫经验

的学习相对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未曾预料到的全

球疫情困境。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和指标是基于对世界各

国和各地区过去一年所学到的经验的总结，这对未来采取

有效的公共应对措施，以遏制COVID-19疫情大流行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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