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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冷链物流闭环视角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 
因素研究：源起、研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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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不受季节和气温的影响只是一种表象，并非是病毒本身发生变异，而是由于

其生存环境改变所致。本文认为，全球冷链闭环的形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提供了可以全球任意流动的生

存环境，这是导致疫情蔓延的一个主要因素。因而本文提出，对全世界冷链物流全部运输工具，以及

包括疫区餐馆、酒店、百货商店、超市、药店冰柜和所有家用冰箱在内的冷链全部终端的彻底消毒，

可能是彻底斩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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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reading Factors of 2019-nCoV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Chain Logistics Closed Loop : Origin,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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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eading of 2019-nCoV is not affected by season and temperature is only an appearance. The reason of the 
spreading of virus is not the mutation but the change of its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closed loop of 
global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 supplie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global spread of 2019-nCoV, and this is the major factor 
of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us,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to disinfect the terminals including the global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 
restaurants, hotels, department stores, supermarkets, drugstore freezers and all household refrigerators, may completely cut off 
the way of the spread of 2019-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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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快速蔓

延。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

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6 日 8 时，全世界累计已

经确诊“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超过

6645 万人，疫情蔓延到 200 个国家，累计死亡

患者超过 152 万人。此次疫情暴发堪称是人类

在 21 世纪遭遇的最大灾难，并有愈演愈烈之

势，对我国的健康卫生事业造成了重大冲击，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诸多挑战 [1]。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为何难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暴发以来，迅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相

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因

其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染范围广、死亡率高等

特点，彻底破解其成因已成为学术界的重大课

题。整体来看，目前既有学术研究中，学界主

要从以下三方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源进行

了研究。

第一，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动物宿主关

系加以探讨。如 Jiumeng Sun 等探讨了来源于蝙

蝠的综合症冠状病毒 SARS-CoV-2 经历了中间

宿主的适应性进化，然后传播源转移给人类的

可能性。

第二，从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冠状病毒的

关联加以分析。如 Jianguo Hu 等 [2] 及 T M Was-

senaar 等 [3] 亦探讨了 SARS-CoV-2 病毒与新型

冠状病毒的关联。

第三，其他方面。如 Wu Jiang[4] 从太阳黑

子周期视角分析了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和流

行机制；彭兆荣 [5] 提出疫情快速蔓延有移动属

性这个“无形宿主”。

上述研究为深入探索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和流行机制奠定了有力的知识积累和经验借鉴。

但遗憾的是，对于如何从冷链物流视角回应此

问题，学界关注还较少，需要结合冷链物流的

内在特征予以深入探讨。特别是，冷链物流闭

环因何能成为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重要一环？

新型冠状病毒和气候温度变化有何关联？如何

科学建构基于冷链物流闭环的新型冠状病毒防

控机制？本文试图基于上述维度，提出基于冷

链物流闭环视角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因素研判

依据和未来进路。

1　冷链物流闭环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蔓延态势的既有思考

1.1　冷链物流及其闭环

冷链物流 (Cold Chain Logistics)，指原材料

或产品从产地产品生产（收获或捕捞）起直到

客户需求方的低温控制供应链系统 [6]，包括加

工、储藏、运输、分销、零售等各个环节，始

终使原材料或产品处于规定的低温条件，实现

保证产品质量、减少产品损耗、防止产品污染 [7]。

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冷技术的发展而

建立起来的，是以冷冻工艺学为基础、以制冷

技术为手段的低温物流过程。在实际场景中，

很多领域冷链的“链”还会深入到前端（如

生产和制造环节）、中端（如商流环节）、

后端（如消费和运用环节）[8]。为实现上述目的，

冷链物流需要冷链物流系统各企业间协同合

作 [9]、实现共赢 [10]。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

聚焦从 AnyLogic[11]、权重分配组合 [12]、模糊层

次分析法 [13]、Multi-Agent[14] 等方面研究冷链物

流系统协同优化、配送中心物流仿真和动态风

险评估。从实际应用来看，冷链物流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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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向大数据 [15-16]、物联网 [17-19]、智能化 [20]、

RFID[21] 来实现实时监控、安全预警和食品追溯。

1.2　冷链物流闭环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

态势的既有影响

从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态势来看，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似乎不受季节和气温的影响，

这超出了以往人类对呼吸系统病毒性感染疾病

的认识。如，Yao 等人 [22] 通过全国多个城市的

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相

对湿度和紫外线与累计报告病例数和COVID-19

基本再生数（R0）的关系，认为温度与累积病

例数和基本再生数 R0 都没有显著关联。Tahira 

Jamil 等人 [23] 根据来自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的

数据，验证了 COVID-19 传播依赖于温度的假

设。实验结果证实，当平均温度范围处于 -10—

31℃之间时，没有发现 COVID-19 传播率与环

境温度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任梦圆等 [24] 亦认为，

环境温湿度等环境因素增加可能降低新冠病毒

在人群中的传播速率，但并不是影响病毒传播

的决定因素。上述研究均表明 COVID-19 的传

播能力不随温度升高而变化，这无疑大大增加

了人类战胜此次疫情的难度。

从冷链物流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冷链物

流闭环在最近几年最终形成，而新型冠状病毒

恰恰在 2020 年 1 月发现。两者之间看似孤立，

但冷链物流闭环给冠状病毒提供了多链条的生

存空间，很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难以遏制

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全世界冷链物流全部运

输工具，以及包括疫区餐馆、酒店、百货商店、

超市、药店冰柜和所有家用冰箱在内的冷链全

部终端的彻底消毒，可能是彻底斩断新型冠毒

传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2　基于温度变迁和冷链物流闭环
对疫情蔓延影响的双重考察

如上所述，从表面上看，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似乎不受季节和气温的影响，但根据我们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不受季节和气温影响，

可能仅仅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并非是病毒

本身的变异使其完全不同于其他呼吸道病毒感

染性疾病，而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大大不同

于以前所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

几方面分析。

2.1　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疾病蔓延风险

1999 年，一支科学考察队在南极大陆永久

冻土带下，发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一种神秘

病毒，迄今为止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群与动物对

该病毒有免疫力。2002 年，在格陵兰岛的冰川

和冰原深处，科学家取出了约 1.3 万年前的冰

层样品，发现古老的冰芯中释放出一种能够攻

击植物的病毒和细菌。

上述情况显示：全球变暖引起的冰川消融，

有可能引发古老冰层中隐藏的致命病毒与细菌

在全世界蔓延，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存。美国俄

勒冈州立大学（OSU）病毒学专家加尔文指出，

一种能引起痢疾状腹泻的病毒每隔几十年便在

沿海地带出现一次，而它的栖身场所就是南极

和北极冰川。

由于全球变暖，扁虱在近 10 年内已在多

个国家出现，它已从其传统的迁徙地—斯德

哥尔摩群岛开始北上繁衍，甚至出现在靠近北

极圈地区。携带致命性病菌的扁虱引起的脑炎

病例在瑞典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60 例，增至

2005 年的 155 例。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0.06.011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0 年·第 6 卷·第 6 期 
125

基于冷链物流闭环视角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因素研究：源起、研判、对策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

世界每年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重病人数已高达

500 万，有 15 万人死亡。到 2030 年，这些数

字将会至少翻一番。2013 年 9 月，英国埃克赛

特大学（Univ Exeter UK）生态学家丹·贝伯尔

（Dan Bebber）主持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农

作物害虫以年均 2.7 千米速度向两极方向迁移，

与全球气候变化速率非常接近。真菌、甲虫、蝽、

螨虫、蝴蝶以及蛾子向高纬度地区迁移，而病

毒和线虫动物门则向低纬度地区迁移。其他物

种没有表现出任何可察觉的改变。真菌和卵菌

迁移年均速度分别为 7 千米和 6 千米。

上述研究表明，病毒可在低温下长期保存。

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存环境

十分重要。

2.2　冷链物流的发展和家用冰箱的迅速普及

因素

2020 年 1 月，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发现

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2020 年 6 月，疫情又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再次爆发。这两次疫情

的爆发地都在农贸市场，值得人们深思：因为

农贸市场是冷链的重要用户。病毒通过冷链到

达农贸市场，再通过农贸市场扩散出去，应是

武汉和北京两次疫情发生蔓延的重要因素。2020

年 6 月，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的爆发中，

首次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食品冷链环节，

这给人类敲响了重视冷链传播病毒的警钟。

我们知道，在 20 世纪初期，冷藏运输工具

已经开始生产；在二战前，一直是铁路运输在

冷链运输中占据主要地位；20 世纪 50 至 60 年

代，冷藏保温车和船舶开始大范围的使用。当

时的发达国家中，欧洲以公路运输为主，美国

是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两者并存，苏联以铁路

运输为主。但在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之前，世界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冷链物流运输

链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远洋集装箱运

输业务激增，1995—2011 年，世界海运货物总

量翻了一番，从 46 亿吨上升到 90 亿吨，增长

的份额很大一部分源自中国。尤其是世界冷藏

集装箱运输业务剧增，迅速取代了传统专业冷

藏船队。仅 2017 年，冷藏集装箱运输量就增长

了 8%。中国食品进出口量的剧增成为冷链物流

迅速发展的最大动力。

除了冷链物流运输环节，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家电业的迅速发展和销售价格的迅

速下降，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家用电器制造

国。2005 年，中国电冰箱年产量达 3 000 万台；

2009 年达 6 063 万台；2011 年达 8 699 万台；

2018 年达 7 877 万台，年出口量突破 5 000 万台；

2019 年达 7 904 万台。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

家用电冰箱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国，使得家用电

冰箱真正在全世界得以普及。时至今日，全世

界包括冰箱在内 80% 以上的家用电器都是中国

生产的。家用冰箱的全面普及使得全世界冷链

物流形成了可以到达每一个家庭的完整闭环。

冷链物流闭环在最近几年的最终形成，从

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前些年就有研

究指出，家用电冰箱的广泛普及使用，使家庭

食物储存由传统腌制为主转变为低温保存为主，

从而使得近 30 年来，胃癌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

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人类没有想到的是，家用电冰箱的全面

普及，虽然降低了胃癌发病率。但另一方面，

却因为它使得全世界冷链物流形成了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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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家庭的完整闭环。这就有可能给病毒提

供了不受季节影响的绝佳藏身之处和全球流动

环境，使得病毒性传染疾病疫情的蔓延爆发点

处于难以控制的境地。一旦疫情形成，又可以

通过冷链迅速传播。这次新型冠毒疫情中，世

界各地相继出现了肉类加工厂和海产品加工厂

等冷链环节疫情集中爆发，迅速蔓延的情况，以

及世界疫情日益严重的状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人类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建成的全球冷链闭

环，为新型冠毒提供了既不受季节温度升降影响，

又可以全球任意流动的生存环境。这大概是病毒

的前辈们所想象不到的最佳优越生存环境，却恰

恰在人类的帮助下圆满地实现了。

3　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对策建议

2003 年，“SARS”病毒疫情流行期间，

全世界冷链物流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普及程度，

还没有形成可以到达每一个家庭的完整闭环。

所以疫情并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

步。相比较而言，冷链物流闭环在最近几年的

最终形成，可能是这次新型冠毒迅速蔓延到全

世界，并且疫情难以消退的主要因素。并非是

新型冠毒进化到了新的高度，而是现在人类无

意中给其提供了以前所没有的、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安然生存的环境。这无疑是病毒的幸运而

恰恰是人类的不幸。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三

方面入手，多措并举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蔓延。

第一，理论研究层面，强化基于冷链物流

闭环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机理研究。冷链物流

闭环的出现给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理论研究带来

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要打破既有的研究框

架和推理路线，积极探索基于冷链物流闭环情

境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新规律和新表征。另一

方面，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

运用 [25]，深入探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技术的挖掘模型和算法，精准挖掘冷

链物流闭环影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关键因素。

第二，冷链实践层面，要加快实施全球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断链”行动。迄今疫情在一

些地区不断死灰复燃，可能就是这一隐患没有

彻底消除所致。因此，一方面对全世界冷链物

流全部运输工具，以及包括疫区餐馆、酒店、

百货商店、超市、药店冰柜和所有家用冰箱在

内的冷链全部终端的彻底消毒，可能是彻底斩

断新型冠毒传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

针对在低温、低相对湿度条件下，存活时间更

长，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极大威胁现状 [26]，要加

快探索全面推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断链”

行动的实施路径。其中，既需要各国在国内加

快实施该行动，也需要强化全球命运共同体理

念为指导开展国际协同共治 [27]。

第三，评估反馈方面，国家层面加快建立

评估模型和评价体系。首先，要建立“可定义、

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的评价体

系，这既是基于冷链物流闭环视角评判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机理的自身要求，从国家层面也是

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加

快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方评估制度引起

具有跳出评估看评估的特点，加之能摆脱管理

主体自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双重身份的局

限，已在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 [28]，但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领域尚属空白。此外，还应丰富评估工具和渠道，

确保评估数据可获取、评估手段多样化、评估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0.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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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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