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统计数据公布中的科学问题 

上海的小乐 

 

眼下，新冠疫情的最新状况应该是全国人民几乎都在关注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关

注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实实在在地学一些科学知识/技能，也可以开展有关“科

学/合理地表达”的讨论。 

 

以下图片，都截自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 

网址：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pc_1 

（2020年 2月 21日的网页内容） 

 

一、图标刻度的变化 

在疫情统计数据中，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疑是病例是从一开始就公布的数据

（如下图），能非常直观地反映疫情的现状和对后续变化趋势的大概预期。 

 

 

在本次突发新疫情应对的过程中，因为“诊断标准”也是逐渐完善起来的。

由于“标准”的修改，统计结果中出现了某一天（上图中的 2 月 12 日）的病例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pc_1


数远大于其他日子的情况。这时，其他日子的病例数及相对变化就较难从这张图

中看出来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在这

两天新增了第二张图（如下）：这里的刻度改成了对数坐标。对照前后两张图，

大家不难发现：第二张图中，“峰”不那么突出了，数值较小部分“曲线”的变

化更容易看清楚了，譬如，我们很容易看出每一天的数值都是在哪个区间；但除

了几个特殊的恰好位于刻度线上的几个点，大多数点的准确数值还是比较难以读

出的。 

对比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刻度标注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前一张图，

是我们常用的线性刻度，适用于数据变化范围不太大的情形；第二张图，纵坐标

是对数刻度，其最大特点是：非常适合于变化范围很大的数据序列的展示。将一

个轴的刻度取为对数的展示方式，在两个量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指数关系时，特别

有效，特别直观；它的另一个常用应用场景是质谱、光谱等的检测领域。以质谱

为例，我们经常遇到某个样品中所含的各个成分的比例差别非常大的情形，在样

品深度谱的展示时，将纵轴设为对数坐标，既能展示含量很高的元素的变化规律，

也能展示含量很少的元素的变化过程。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选择合适的展示方式，对结果展示效果有比较大的影

响。平常学习更多的展示技能，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有用武之地。 

 

二、科学合理地表达 

对于下面这张图，不知道大家有何看法？ 

 

作为一个正规的结果，我看到这张图，第一个疑问是：两个比例之和怎么不

是 100%？而且还一直在变！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疫情还没有结束，确诊病例的大多数，

现在还在医院救治中。 

查阅“百度百科”：治愈率，是指某种疾病平均每百名患者中可治愈的人数，

反应其可治愈的概率。 

治愈率，反映的是某种疾病可治愈的概率，与其对应的量是“不可治愈率”，

或者“病死率/死亡率”。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上图中的两个量之和应该是 100%。

因此，这两个量都应该是在一次疫情结束之后，没有了正在治疗的病人，或者正

在治疗的病例占总病例的比例很低了，才可以来计算。 

当然，为了反映病毒的“毒性”，我们也可以计算“即时/当下”病死率或者

死亡率，但前面的定语肯定不应省略。相应地，要反应救治工作的效果，我们应



该用“已治愈比例”一类的概念。 

对于这张图，总体感觉：如果表达的不严谨，至少不能反映实际的情形，甚

至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衷心希望，媒体，甚至是有关的统计部门，在公布数据

的时候，都能越来越严谨，做到科学、合理地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