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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ase of COVID-19 epidemic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pidemic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The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
eign literature was searched and analyzed, and the visualization works of epidemic data of each stage published by major 
media during the outbreak were collect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us, the user classification, data type, characteris-
tic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epidemic visualization design were obtained. The collected visualization design scheme of 
epidemic situation has made 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of public concern,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user pertinence of the design scheme 
and strengthen the design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usability and user experience. Also,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vis-
ual design of people flow, logistics, information flow and other data, to achieve systemat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real-tim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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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布，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与

2003 年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相比，现在信息化已经

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的支持。

疫情的防控需要相关信息的支持，信息主要来自各种

数据，数据一般需要可视化才能方便使用。随着疫情

发展，媒体或机构每天将国内、国际的疫情数据以不

同的可视化方式向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呈现疫情的

发展态势，并不断优化可视化呈现内容和方式。有必

要对此次疫情的数据可视化设计方案进行收集、分析

和总结，发现疫情数据可视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以

利于今后完善、优化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用更准确、

直观的方式为卫生行政等相关部门，在疾病监测、医

疗资源分配、人员流动管理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为大

众了解疫情信息从而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提供帮助。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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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阐述 

1.1  数据可视化 

1.1.1  数据可视化的概念 

在计算机学科的分类中，利用人眼的感知能力对

数据进行交互的可视化表达以增强认知的技术，称为

可视化[1]。16 世纪，天体和地理的测量技术得到发展，

通过三角测量等技术可精确绘制地图，数据可视化开

始萌芽。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的发展使得数据可视

化加速发展，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等技术，新的可视

化方法和技术迎来爆炸性增长[2]。数据可视化将相对

复杂、冗杂的大数据经过挖掘、转化，提炼出结构化

数据内容，并通过可视的方式以用户更易理解的形式

展示出来，清晰表达数据内在的信息和规律。数据可

视化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可以涉及所有行业和领

域。随着当前技术平台的发展，数据可视化除了“可

视”这一基本特点外，还具有及时性、可互动、具有

故事性等特点。 

1.1.2  数据可视化与设计 

信息可视化设计需要经历数据挖掘、数据处理、

图表选择、可视化设计、可用性测试等过程，见图 1。

数据可视化过程中设计师主要的工作包括需求分析、

用户研究、可视化设计与评价、视觉设计等。在数据

需求分析阶段，设计师需要对用户真实需求进行深度

挖掘分析；在数据展示阶段，设计师需要将有效数据

及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设计；在用户获得信息阶段，

设计师需要设计用户评测机制，通过收集并分析用户

的测试结果，整合成可优化的需求点，不断对可视化

进行迭代优化。 
陆菁基于人类认知特点的数据可视化的研究，采

用系统模型过程分解的方法，提出了基于用户认知的

数据可视化模型[3]。此模型主要包含四个层次，即战

略层、范围层、结构层、表现层，每一个层次都是基

于上一个平台而存在的，范围层是依据战略层的目标

而制定的针对用户的研究，结构层的交互及数据映射

取决于范围层的框架布局，表现层的感知设计取决于

结构层中的交互方式及数据映射。 

1.1.3  可视化工具 

在进行数据可视化的处理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工

具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常用的工具有 Tableau、Power 
BI、QlikView、FineBI、Google data Studio、excellent 
compare 等。Tableau 可导入各种格式的文件，实现快 
速的清晰的可视化；微软开发的 Power BI 可以和微

软的其他工具紧密集成，提供高灵活性的可视化制

作；QlikView 提供了自动关联数据的功能，用户无需

手动建模就可以获得可视化成果，但对于复杂的需求

操作要求较高；FineBI 使用简单，可以通过官方教学

视频快速学习，并可以多个用户协同操作，输出可视 

 
 

图 1  大数据与可视化 
Fig.1 The big data and visualization 

 
化内容；Google data Studio 完全基于网页端，简单易

上手且可视化的视觉效果较好；excellent compare 是

Excel 的工作表比较同步工具，可以与 Excel 完美兼

容，比较多个文件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处理。

各种软件为可视化设计提供了有力支持，向帆认为虽

然通用模型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观察数据，但是没有任

何通用的模版具有针对性，因此它是一个起点阶段的

工具，当需要实现深度的观察和表达时，就必须在研

究期间运用视觉设计[4]。 

1.2  数据可视化的设计原则 

1.2.1  有用性 

有用性即是指产品的功能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

原始需求。用户的需求来自多个方面，如欲望、信念、

情绪等，在疫情数据可视化的作品中，大部分用户的

需求来源是社会认知取向，即正确了解世界，了解疫

情发展趋势等。黄华曾经在研究中指出社会认知理论

的基本前提是：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完

全处理某个特定的情境下所有感官的信息[5]。这种有

限性表明需要发展出一些系统对冗杂繁复的信息进

行归纳处理，提升加工效能。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大

众接收的疫情信息呈碎片化，多从间歇性的新闻播报

中获取大致的量级范围信息。疫情数据可视化作品将

多个维度的数据经过整理归类，以各类名词为主，如

累积确诊、累积治愈、累计死亡等，分板块清晰高效

地展示数据，以此满足用户的原始需求。 

1.2.2  易用性 

易用性又包含可学性、可记忆性、低错、容错性

和效率等方面。尼尔森提出的环境贴切原则指出：系

统的一切表现与表述都应该尽可能地贴近用户所在

的环境，包括年龄、学历、文化、时代背景等[6-7]。

哈佛大学学者乔普夫所提出的最小努力原则也指出

人们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时，总是力图把所有可能付

出的平均工作最小化[8]。对于疫情可视化设计来说，

需要准确把握各类型用户的心理模型，符合用户的操

作习惯，使用户更容易理解不同操作带来的不同层次

信息。 

1.2.3  主观满意度 

主观满意度是指用户使用产品的主观感受，影响
因素有很多，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部分：信息架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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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体验和视觉设计[9]。信息架构决定用户操作逻辑，
需要合理排布信息层级，展示清晰各级数据之间的逻
辑关系，主次功能分区展示。在交互体验阶段，用户
的角色有着鲜明的变化，从被动接收数据变成主动控
制数据和探索信息，分析信息。美学原理是依靠视觉
进行信息传达设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准则，设计结果
最终以视觉形态进行呈现，用户对设计产出的最初感
知也来源于视觉呈现[10]。将视觉传达的理论运用在疫
情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让警示信息更醒目，让数据
信息更清晰直观，通过色彩设计、插图形象设计、信
息图表设计、材质设计等方面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
降低民众的恐惧焦虑心理，给民众以温暖[11]。在评估
和比较数据内容相似的两个信息图表时，可以通过基
于任务的评估研究来客观衡量和比较它们的功能是
否具备有效性，以及视觉形式的恰当性、吸引力、美
感和视觉效果[12]，由于疫情可视化作品需要更加严谨
准确地传达客观信息，所以在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取舍
权衡尤为重要。 

1.3  数据可视化设计评价 

1.3.1  可视化评价因素 

如何有效地评价疫情数据可视化的设计方案，需
要考虑到在可视化评价过程中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
素，通过合理控制变量来评估数据可视化中影响用户
可用性的因素，从而指导未来数据可视化的优化方
向，主要包括用户、数据及测试三个主要方面。 

1）用户。用户对数据可视化的可用性评测起着
关键性作用。用户类型、对数据可视化的了解程度、
对可视化交互了解程度、对可视化评测实验的了解程
度均对可视化评价有所影响，为了更科学地评价可视
化设计，需要考虑到用户作为参与者，在不同专业背
景下，对于数据信息的个性化获取需求。 

2）数据。在信息可视化中，数据的密度和大小
等自身特征会影响到可视化方式的选择。优质的原始
数据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数据本身应该适合
用可视化方式进行表达，二是数据应该具有代表性并
且涵盖可视化呈现中的全部数据类型[13]。如何选择有
用的信息数据及交互呈现方式影响了可视化的可读
性与易读性，不同的数据类型、数据量大小、数据的
维度都会影响可视化的可读性。 

3）测试。可用性测试主要需涉及四个方面：设
计测试任务、确定测试用户、进行测试、以及在完成
测试后迅速分析找到可用性问题[14]。设计任务设定多
为能够覆盖核心操作的任务，同时需要考虑到用户界
面组件设计、任务驱动的交互操作设计、手势的交互
操作设计等因素。测评内容包括时间、答题准确率、
用户满意度。从任务测试完成用时、任务正确率、用
户满意度评分等结果分析目前痛点和优化方向。 

1.3.2 可视化评价方法 

1）专家评估。可以通过邀请可视化领域的专家

对可视化系统进行专家评估[13]。选用可视化领域的专
家作为评估者，能够用专业水准评判出现有的技术在
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这样的数据和任务，对此做出比
较精确的判断。如有多个专家，可进行打分后将分数
综合起来以抵消个人的偏见。 

2）用户测试。用户测试是指在实际环境下对用
户使用可视化过程进行观察，从而对可视化案例进行
评测[13]。这种测试要注意避免对用户产生干扰，才可
以获得最接近实际的评测结果，因此与可用性测试不
同的是在这一方法中没有主持人角色。评测人员可以
在用户使用过程中进行观察和纪录，但是不可以提供
指导和建议，允许用户主动提出问题和建议，并将所
有用户反馈进行收集，将可视化进行优化改进。 

3）眼动实验。基于眼动信息的人机交互方式即
记录并识别眼球的不同运动模式作为输入命令信号，
实现对一些仪器设备的控制操作。基本的眼动模式有
凝视、扫视（眼睛上、下、左、右的运动）、眨眼等。
眼动信息可以应用于软件和网站的可用性分析测试，
帮助研究者了解使用者的行为和可用性问题。和传统
的可用性测试方式相比，眼动技术可以提供额外信
息，如洞察用户第一眼注视位置及搜索方式等。眼动
技术可以显示出用户的即时反应和关注点的分布情
况，能帮助研究者了解是什么吸引了用户的注意力，
从而思考重要内容的布局[15]，因此眼动实验被常作为
客观评价的手段之一。 
1.3.3  可视化评价过程 

1）准备阶段。在准备阶段需对可视化图表进行
框架分析，并设定出具体的被试任务流程。实验前撰
写实验计划，准备实验脚本，进行人员分工，熟悉实
验仪器等。招募好实验被测人员，并签订协议。实验开
始前对被测人员进行访谈，并对其进行用户画像定位。 

2）静态测试。设置好每张图片的呈现时间，开
始眼动实验后，被测试用户观看屏幕上的数据可视化
图表。实验结束后，将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夹，完成
后可查看眼动结果并导出测试图片。 

3）动态测试。对被测试人员进行眼动仪校准后，
让被测人员开始对图表进行实际操作。设置四名主试
人，一名负责给被测对象提示下一步任务及重置操作
页面确保被测状态；一名负责监视实时画面，并记录
各任务完成时间；一名负责记录被测对象的操作和回
答情况；一名负责摄像、录音。操作过程中可要求被
测人员进行发声思维，用户一边说出心里想的内容一
边操作，观察用户是否能独立完成，来判断界面的有
效性问题；观察用户在操作的时候是否做了很多无效
操作，来判断界面的效率问题；观察用户操作过程或
结束后有没有不满情绪，来判断界面的满意度问题。
实时记录被测得测试情况与提出的问题。操作完成
后，将测试结果进行命名及保存，以便分析。最后对
被测人员进行进一步访谈。 

4）分析与总结。在实验完成后对静态页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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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对动态测试结果进行定量分

析。观察实验录像和记录，对测试者行为和心理进行

分析，得出结论，进一步改善交互操作或减少认知障碍。 

2  疫情数据可化设计的用户及内容 

2.1  数据可视化在疫情中的应用 

2.1.1  在 MERS 疫情报道中的应用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是由冠状病毒（MERS- 
CoV）引起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于 2012 年 9 月在

沙特阿拉伯首次被发现，多数感染病例发生在沙特阿

拉伯。在程雨姣调查的二十四篇可视化报道中，有十

三篇属于知识科普类型，占有较大样本量，报道内容

主要为对于病毒的基本信息阐述，包括定义、感染源、

潜伏期等[2]。在呈现方式上，国内外媒体对病毒影响

区域报道时多采用数据地图形式和历时性叙事手法

以呈现不同时间段数据结果[2]。在公共卫生报道中，

对病毒的客体描述是健康传播的重要内容，是媒体将

现象和研究成果转为大众的健康知识，从而改变公众

健康理念和行为的过程[16]。 

2.1.2  在埃博拉疫情报道中的应用 

埃博拉病毒病是由纤丝病毒科（Filoviridae）的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EBOV）所引起的一种急

性病毒性传染病，病死率达 90%。最初于 1976 年在

苏丹出现，2014 年 2 月开始，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

疫情。BBC 团队在《谁，什么，为什么：有多少埃

博拉病毒感染者死亡？》的报道中绘制了从 1976 年

到 2014 年埃博拉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数据的统

计与处理，清晰呈现病毒的致死率，再分析其背后影

响病毒致死率变化的因素。纽约时报团队在作品《关

于埃博拉爆发，你需要知道什么》的报道中，运用时

间轴的形式梳理了 1976 年来历次埃博拉病毒爆发的

时间、地点及死亡人数，并对过去每次疫情的严重程

度排序，具有历史纵深感[17]。 

2.1.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数据可视化 

疫情数据可视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合和视觉

设计，将疫情信息直观易懂地呈现给大众，需要从需

求出发从而优化可视化设计[18]。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相关的数据可视化设计，通过对现有媒体

发布的优秀可视化案例进行收集、对比、分析，主要

从内容信息、呈现形式、交互形式等角度来分析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视化作品的可用性。因此，选取

了十二个具有代表性的可视化案例，其中包括 APP
客户端的疫情资讯专栏，如腾讯新闻客户端、今日头

条客户端、腾讯健康小程序、阿里健康小程序；专业

设计团队发布的疫情数据可视化网站，如北京大学可

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美国雪城大学视觉与表演艺

术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 

 
 

图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节选 
Fig.2 Excerpts of “The big data report of COVID-19 search” 

 
艺术学院等大学参与数据收集、设计、制作）发布的

疫情数据可视化网站，在学习强国、腾讯健康、央视

视频等多家客户端 APP 上均有链接；除此之外，还

包括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为代表的疫情数据可视化信息图表院校创作团队，以

及以“回形针”、“Ele 实验室”为代表的自媒体可视化

创作团队设计疫情数据可视化案例。对比分析疫情数

据可视化设计的用户类型、数据内容、呈现方式、交互

形式，结合用户体验探究其设计要点和未来优化趋势。 

2.2  疫情数据可视化用户类型 

不同的用户信息认知程度、理解程度不同，获取

信息的目的和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根据用户的知识背

景、认知程度及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将用户分为普通

用户、兴趣用户、专业用户三种类型。 

2.2.1  普通用户 

2020 年 2 月 1 日，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

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报告分综

合防疫篇、武汉篇、拒绝野味篇三个部分，还原本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前后的大众关注焦点[19]。

普通群众在疫情期间的基本需求是了解病毒基本知

识、了解发展实况、预防措施以及如何分辨网络上的

各类虚假信息，其中武汉市民对于医疗救助力量及防

护物资的关注度最高，见图 2。 
在设计中需要遵循交互设计基本原则，使得信息

以自然和有逻辑的方式呈现。在文字内容的把握上需

要谨慎斟酌使用，避免使用有歧义的词语，同时对于

生僻的概念需要加以说明，避免用户产生认知偏差。

如在腾讯的页面中，出现“现有确诊数”一词，点击二

级浮窗页面后可看到“现有确诊数”取自国家卫健委

每日公布的“现有确诊病例数”，该数值反映了当前正

在治疗中的人数。实时更新时采用“现有确诊人数＝

累积确诊人数－累计治愈人数－累计死亡人数”计算

得到，通过这一公式可得知这一数值受到“治愈”和

“死亡”两个因素影响，现有确诊人数下降并不一定为

整体状况好转。  

2.2.2  兴趣用户 

兴趣用户较专业用户对数据可视化相关知识了
解较少，是兴趣驱动型用户。因为对可视化的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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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存在兴趣，所以会主动地搜索数据可视化相关信
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疫情态势的发
展一直是全国人民关心的热点，部分用户会经常通过
网络搜索来了解疫情确诊人数等相关信息，他们对疫
情数据有着较大兴趣，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忧
患意识，会花较多时间来探索分析数据可视化内容，
获取想要的信息内容。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海量复
杂的大数据通过可视化设计使得信息简洁易懂，容易
激起用户的体验兴趣。 

2.2.3  专业用户 

专业用户包括防疫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管

理者、医生、数据可视化领域相关人员，其他与防疫

密切相关企业、社会组织人员等。这部分用户对于数

据可视化的设计要求较高，需要达到数据实时精准、

及时、视觉呈现精良、交互体验流畅等要求。他们大

多愿意花费时间来搜索自己想要了解的疫情信息。疫

情的数据可视化可以将疫情信息在时间、空间维度上

来进行客观精准的描述，为疫情的治理和防控提供了

重要参考。如负责疾病控制与治疗类的团队，需要成

立医疗专家小组对发生的传染病进行分析，设计出合

理的科学应急物资运输方案，组织医护力量对患者进

行高效的诊断治疗。过程中需要制定标准化的医疗用

品质量检测标准，医疗用品使用资质的审批流程，制

定与多方的协商机制，加强沟通和信息同步的效率。

行政管理用户的需求是需要通过传染病患状况确定

应急医疗物资的种类，但由于传染病的发展有着不定

向性，也致使应急物资需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进行实

时的调配改变。医生的需求是及时进行病理研究，揭

示发病机制，分析死亡原因，总结诊疗经验，提高临

床救治结果和防控效果。复杂情境中人们需要协同化

的决策辅助方法，可视化能够将数据、推理、预测、

模型等转化为能够被决策参与者“看到”的形式，为决

策提供清晰、科学的过程平台[20]。 

2.3  疫情数据可视化数据信息 

疫情数据量巨大、信息繁杂、实时变化的数据特

征使得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困难，数据可视化在疫情传

播方面的应用，则大大缩减了用户对数据内容分析解

读的难度，帮助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实

时了解分析，如疫情感染人群分布、病毒传播途径等信

息，为政府医疗部门控制疫情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采

取合理措施来降低疫情的扩散和感染率。 

2.3.1  相关疫情数据指标 

对比分析收集到的十二个案例，可以发现发布的

疫情数据信息主要包括四类：增量数据、累计数据、

存量数据及比率数据，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此次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感染规模及严重程度，见表 1。  

2.3.2  疫情趋势变化 

通过案例分析，不难发现疫情的变化趋势在一定

程度上更加容易引起大众群体的重视，疫情数据可视

化主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反映疫情程度的变

化。通过时间曲线可以更直观地反映确诊数、治愈数、

死亡数随着时间的数量变化和速度缓急。空间变化上

主要通过地图的色块变化来反映疫情的数量变化和

扩增范围，反映了疫情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通过数据可视化，大众可以实时了解疫情随空间

蔓延范围和随时间的感染群体变化，以及病毒治疗的

最新进展，有助于把握疫情形势和防控能力，寻找出

现暴发现象和消退的时间点；疫情的空间规律变化反

映了地区分布规律性、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便于控制

传染源、切断病毒传播路径，确定疫情的空间聚集程

度及扩散趋势。 

2.3.3  疫情病毒知识科普 

以“回形针”为代表的自媒体团队在疫情防控期

间，通过数据可视化的视频解说来向大众科普疫情病

毒知识，其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视频一经

发布，在各大网络平台引起了重大反响，网友们积极

转发。视频通过四个关键词来展开叙述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发展过程，分别是“感染”、“传播”、“口

罩”、“勇气”，首先揭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生物感染过

程的病毒原理，借着通过论文检索和新闻报道梳理了

疫情从爆发到感染的全流程，以科学严谨的数学模

型，从专业视角向大众阐释了疫情传播的原理，最后

分析了口罩对于疫情防护的重要作用。 
哔哩哔哩（bilibili）网站博主“Ele 实验室”发布

的《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出门的

时候！！！》和设计师任远在央视《新闻 1+1》发布的

《 数 据 可 视 化 展 现 自 我 隔 离 对 于 流 行 病 疫 情 的 控

制》，则通过科学严谨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疫情在人与

人之间的传播，不同颜色的人物小点通过接触使得疫

情在人们之间扩散加速，因为病毒存在潜伏期，最后

使得感染情况严重，向网友直观地展示了自我隔离在

此次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极具说服力。 
通过视觉可视化作品，大众可以简洁明了地了解

到疫情传播的科学原理、如何有效地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哪些新闻报道是事实哪些是谣言等等，疫情

知识科普成为了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内容的重要组

成部分。 

3  疫情数据可视化的呈现及交互 

3.1  疫情数据可视化的呈现 

疫情数据可视化的呈现方式决定了用户是否易

于理解接受，合理的信息展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用户的阅读观看体验。对现有主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数据可视化案例进行对比，此次疫情数据可视

化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信息图表、科普视频、数学模型

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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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疫情相关数据分类 
Tab.1 Outbreak-related data classification 

数据分类 概念定义 计算方法 数据意义 数据特征 

新增确诊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确诊患者数量 
– 

反映了新增加确诊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规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新增治愈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治愈患者数量 
– 

反映了新增加治愈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规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新增死亡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死亡患者数量 
– 

反映了新增加因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死亡的人数规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新增重症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重症患者数量 
– 

反映了新增加重症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规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新增疑似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疑似感染患者数 
– 

反映了新增加疑似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规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较上日（现有

确诊/累计确

诊/现有重症/
治愈/死亡） 

每两天间的新增数值，由当前

的全国总数减去国家卫健委

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得到 

当前全国总数–
前一天卫健委

公布数值 

反映了与前日相比实时的增

加人数 
随着全国总数的变化而

实时变化 

境外输入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较前

日新增加的从中国境外输入

国内的确诊患者数量 
– 

反映了境外输入国内的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规

模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增

量

数

据 

密 切 接 触 者

数量 

与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直

接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成员的

数量 
– 

反映了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数 
波动，非持续性增加，不

随实时数据增加而改变 

累计确诊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累计

确诊患者数量 
– 

反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累计人数规模 
持续性增加，增速随时间

变化 

累计治愈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累计

治愈患者数量 
– 

反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治愈的人数规模 
持续性增加，增速随时间

变化 

累

计

数

据 
累计死亡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累计

死亡患者数量 
– 

反映了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病死的人数规模 
持续性增加，增速随时间

变化 

现有确诊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确诊

患者数量 

累计确诊数–累

计死亡数–累计

治愈数 

反映了现有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的规模数量 
波动，随实时数据改变 

现有重症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重症

患者数量 
– 

反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病情加重的病例数量 
波动，随实时数据改变 

存

量

数

据 

现有疑似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实时疑似

感染患者数量 
– 

反映了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病例数量 
波动，随实时数据改变 

治愈率 
当前卫健委公布的已治愈出

院病例数量占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的比例 

截至当日累计

治愈数/截至当

日累计确诊数 

反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病例可治愈的概率 
非持续性增加 

病死率 
当前卫健委公布的因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死亡的病例数量

占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的比例 

截至当日累计

死亡数/截至当

日累计确诊数 
说明了疾病的严重程度 非持续性减少 

比

率

数

据 

重症率 

当前卫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病例中，在治重症

病例数量占在治病例总数量

的比例 

在治重症病例

数/在治病例总

数 
说明了疾病的严重程度 非持续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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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案例中的信息图表节选 
Fig.3 Infographics in the case of epidemic data visualization  

 
3.1.1  信息图表 

信息图表是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的主要呈现形

式，通过视觉化设计，将海量复杂的疫情数据信息高 
效、清晰地传递给用户。人类大脑对于图形更易接受，

信息图表通过图表、插图、图标等图形元素对信息进

行客观描述，大大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案例中的信息图表节选见

图 3，展示了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案例中应用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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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图表。其中阿里健康、腾讯健康、今日头条、腾    
讯新闻等 APP 平台主要以简单的图表来进行数据的

呈现，简洁易懂；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

室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向帆、朱舜山团队则以专

业的设计图表来对数据挖掘更多的数据信息，如北

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开发的疫情晴雨表

通过收集整理疫情增量数据，对每日历史数据进行

统计，宏观呈现疫情的发展态势，有助于揭示疫情

拐点。 
为了解各种图表应用与数据信息之间的关系，对

可视化案例中运用到的图表类型分类概括对比，来了

解各种疫情数据可视化过程中数据通过何种方式呈 
现能够使读者更易理解、分析。疫情数据可视化图表

类型分析见表 2，列举了十种疫情数据可视化案例中 
 
 

运用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图表类型，包括柱状图、

曲线图、地图、词云、晴雨表、方寸图等，从数据信

息、适用情况、局限及应用四个角度，来纵向对比分

析图表在信息呈现过程中的规律特征。可以看出，曲

线图展示数据随时间或有序类别的波动情况的趋势

变化，可以反映各省市、全国、海外疫情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地图用颜色的深浅来展示区域范围的数值大

小，直观地展示全国及海外疫情在空间上的增长态

势，可用于分析疫情的空间传播、传染源控制。词云

展示文本信息，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予以视觉突

出，可用于对社交媒体的可视分析。桑葚图是一种特

定类型的流程图，用来表示数据的流量，可用于疫情

期间对感染人群的行动轨迹分析，从而有效控制疫情

的传播恶化。散点图主要用于发现各变量之间的关 

表 2  疫情数据可视化图表类型分析 
Tab.2 Analysis on visualization chart types of epidemic data 

类型 数据信息 适用 局限 应用 

柱图 
展示多个分类的数据变化和同类

别各变量之间的比较情况 
对比分类数据 分类过多则无法展示数据特点 重点国家疫情 

曲线图 
展示数据随时间或有序类别的波

动情况的趋势变化 
有序 的 类 别， 比

如时间 
无序的类别无法展示数据特点 

城 市 /省 /全 国 /海 外 疫 情

趋势；湖北/非湖北对比；

中国/海外对比；治愈率/
病死率/重症率 

地图 
用颜色的深浅来展示区域范围的

数值大小 
展现 呈 面 状但 属

分散分布的数据

数据分布和地理区域大小的不

对称（通常大量数据会集中在地

理区域范围小的人口密集区，容

易造成用户对数据的误解） 

湖 北 / 全 国 / 全 球 疫 情 态

势；零增长地图；各国入

境管制措施；兄弟省市对

口支援 

词云 
展现文本信息，对出现频率较高

的“关键词”予以视觉上的突出 
在大 量 文 本中 提

取关键词 
不适用于数据太少或数据区分

度不高的文本 
社交媒体可视分析 

桑葚图 

一种特定类型的流程图，图中延

伸的分支的宽度对应数据流量的

大小，起始流量总和始终与结束

流量总和保持平衡 

用来 表 示 数据 的

流向 
不适用于边的起始流量和结束

流量不同的场景 
重 庆 市 已 公 布 行 动 轨 迹

区（县）数据分析 

散点图 用于发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存 在 大 量 数 据

点，结果更精准，

如回归分析 
数据量小时会比较混乱 媒体关注分析 

圈层图 
通过城市、省、国家、国际从小

到大的行政管理区域的逻辑关系

运用圈套的结构组织起来 

强调 结 构 组织 关

系下的数据比较

只能凭用户感觉大致比较各个

数据之间的大小关系 
疫情之流：病例与地方 

流图 
展示数据随时间的波动情况的趋

势变化，宽度反映数量 

多个 元 素 数据 随

时间 的 波 动， 具

有流动性 

大致反映总体数据变化，不利于

元素间的比较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新 增

每日病例 

晴雨表 
聚焦于增量数据，宏观呈现疫情

发展态势 
有助 于 揭 示疫 情

拐点 
只能反映增量，不能反映总量变

化 
全国 /世界每日新增确诊

数及其变化趋势 

方寸图 
聚焦于累计数据，宏观展现疫情

发展态势 
宏观 展 现 疫情 发

展态势 
大致反映程度，数据间的比较不

够直观 
疫情方寸间（中国 /国际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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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案例中的数学模型节选 
Fig.4 Mathematical model in the case of epidemic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系，可用于媒体关注分析。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向帆、

朱舜山团队设计的《疫情之流：病例与地方》，通过

圈层图将城市、省、国家、国际从小到大的行政管理

区域的逻辑关系运用圈套的结构组织起来，来反映空

间维度上疫情的轻重比较，流图展示数据随时间的波

动情况的趋势变化，宽度反映数量，从时间维度上反

映了疫情中感染人数的递增变化。北京大学可视化与

可视分析实验室综合运用了多种图表类型，聚焦于

增量数据、累计数据，宏观展现疫情发展态势。通

过对比可以看出，各种类型的图表应用，为数据信

息的呈现提供了多样的形式方法，各类图表有着不

同的适用场景，也存在着各种局限，需要设计师综

合对比，结合设计目的，选取合适的图表类型来呈

现数据信息。 

3.1.2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运用数理逻辑方法和数学语言构建

的科学或工程模型[21]，数学模型的运用可以追溯到人

类最开始使用数字的时代，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

展，人们开始运用数学模型模拟事件，解决生活中的

各种实际问题。数学模型具有科学、严谨的特征，是

在总结一般规律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形成理论，运用数

学工具可以控制不同因素对于事件模拟的预判。任远

在央视《新闻 1+1》发布的《数据可视化展现自我隔

离对于流行病疫情的控制》及 B 站博主“Ele 实验室”
发布的《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到出

门的时候》，通过数学模型模拟病毒在人际间的传播

现象，使用正态分布来描述大多数自然现象，人群

和人的流动意向按照正态分布模拟，假设病毒传播

率是一个固定参数，那么可以通过控制相关数值要

素来描述病毒的传播与控制，见图 4。其中有几个变

量在疫情传播的各个环节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人

群的流动意向、医院建立隔离区、病毒潜伏时间、

医院接收患者的收治时间等，因此自我隔离和医院

资源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控制至关重

要。数学模型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出发，通过直观的

模拟计算来解释现象，是数据可视化的一种科学呈

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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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切》科普视频节选 
Fig.5 “Everything about COVID-19” popular science video 

 
3.1.3  科普视频 

科普视频作为视觉呈现最丰富的一类呈现方式，

综合运用了图表、图片、视频、数学模型、动画等形

式来叙说科学道理及知识科普。“回形针”团队发布的

科普视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切》科普视频

节选，见图 5，一经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视频依据严谨的理论研究，用专业的动画解释了病毒

在人体内破坏细胞扩散传播的医学知识，使大众清晰

直观地了解到病毒传播的厉害所在，同时通过实验理

论科普了口罩在控制病毒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了

大众自我防护的意识。科普视频作为数据可视化设计

的一种综合呈现，在符合用户认知的前提下，需有高

度的交互性、可读性、科普性。 

3.2  疫情数据可视化交互形式 

新一代大数据具有典型的多模态特征 [22]。所谓

“模态”，就是“感官”，即视、听、嗅、味、触五感。

多模态即多种感官的融合。多模态概念最早出现在语

言学领域，人们在语篇分析时意识到语义不仅是语言

本身，同时体现在多种非语言模态如表情、肢体动  
作[23]。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可视化的呈现方

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单一模态和静态展示已经无法满

足用户对于信息的探索需求，多模态的大数据展示优

化并拓展了可视化的设计形态，能够为用户提供丰富

多彩的感官体验，动态、有趣、交互地传递信息。多

模态大数据可视化设计的交互形式可主要分为三类，

分别是静态、动态与交互型大数据可视化。 

3.2.1  静态数据可视化 

静态数据可视化包括传统的信息图表，主要通过

插图、图表、图标、文字等静态形式来呈现数据信息，

缺乏用户交互体验。如图 3 所示疫情数据可视化案例

中，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师生创作的疫情数据可视化信息图表，就是典型的静

态数据可视化案例，用户主要通过视觉感官来获取信

息，虽然单一模态的数据可视化缺乏与用户间的信息

交互，但是通过图表优化设计，可以提升用户视觉体

验，极大提高用户理解度。 

3.2.2  动态数据可视化 

动态数据可视化包过信息在时间、空间维度上的

自身动态变化和用户交互带来的动态变化。海量的数

据信息随着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实时变化，传统的静

态数据呈现可能满足不了用户多感官的需求，动态数

据可视化可以将动态变化的数据信息通过动态视频、

动画、可操作界面等形式展示信息的变化过程，使用

户直观地感受疫情态势发展，如“回形针”团队发布的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切》解说视频等，都以

动态数据可视化形式使信息呈现给用户，通过动态画

面辅以语音解说。腾讯新闻、今日头条、阿里健康等

客户端，在可视化设计中也加入了数据动态交互的操

作，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屏幕选择不同的信息界面，比

如点击疫情地图的不同省份，会出现不同省份的具体

疫情信息。 
动态数据可视化较静态数据可视化更注重数据

的动态变化和用户的交互体验。动效综合了视觉模

态和人脑感知、假设、推理等优势，可以帮助用户

减轻认知负担，提高信息理解度与认知度，防止信

息遗漏。 

3.2.3  交互型数据可视化 

动态数据可视化和静态数据可视化的优化，大大

降低了用户理解信息的难度，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可读

性，但是受有限屏幕的限制，用户在查看数据可视化

界面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更多个性化交互需求，如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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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疫情之流：病例与地方》节选 
Fig.6 “Stream of outbreaks: case and place” 

 
停、放大、转换、互动等。多模态交互指交流互动，

是人与产品、服务或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对话[24]。用户

操作的交互界面是一个多模态的信息展示平台，包含

了多媒体、动态元素及交互体验方式。交互方法较全

面的分类由 Amar 在 2005 年提出，可分为动态选择、

动态导航、动态重配、动态编码、抽象/具象和动态

过滤。交互型数据可视化在动态数据可视化的基础

上，增加按钮、进度条、导航等交互形式，促进用户

与数据信息的交互。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向帆团队发

布的《疫情之流：病例与地方》，部分节选见图 6，

用户可通过滑动进度条按钮，直观地看到湖北、其他

省和世界各国的每日新增病例变化。由麻省理工学院

毕业生及 XR 战略分析师 Michael DiBen 开发的

“nCoV-2019 Tracker”，通过可滑动按钮直观地展示了

疫情的空间变化，同时结合 AR 技术提供了与疫情相

关的交互式时间表，包括每个国家报告的感染数量。

它包含一个允许用户走动的 3D 地球仪，以及一个辅

助 2D 图表。用户可通过在智能手机或 PC 进行查看，

交互形式简洁灵活，直观清晰地将数据信息传达给用

户。多模态的信息交互探索结合了多学科的理论科技

成果，为疫情数据可视化设计研究的探索和发展提供

了全新思路和重要动力。 

4  结语 

通过对此次疫情中出现的数据可视化作品进行

分析、归纳，得出疫情可视化设计的用户分类、数据

类型、特点、演化过程等。收集到疫情可视化设计方

案针对大众关心的疫情信息作了形式多样的表达，并

随着疫情发展不断调整改进。在疫情发展初期，设计

师们迅速反应，利用数据可视化在大众普及信息这一

环节作出贡献，缩短真相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差距，引

起公众重视和警惕意识，对于抑制人流涌动以抗击疫

情的发展有一定帮助。疫情发展中后期，类型不同的

数据可视化作品不断涌现，已经基本解决公众对于疫

情数据可视化的基本需求。同时，也需要提高设计方

案的用户针对性，面对疫情，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需

求，存在不同的认知水平。而目前可视化作品在用户

细分方面工作还有欠缺，展示内容冗杂，内容的层级

排列设计雷同，用户体验还有提升空间。 
在未来有可能的疫情防控中，数据可视化设计在

不同场景、用户情况下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在调取数

据、可视化设计等环节还须进一步细化需求和原则，

以此保证工作的高效和数据传播的及时性，让数据价

值最大化。完善与疫情控制密切相关的人流、物流、

信息流等数据的可视化设计，并且达到系统化、规范

化、实时化，加强设计评价以提升可用性及用户体验，

使设计师高效进行高质量的数据可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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