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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ＥＩＲ 模型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传播过程及网约车应对策略研究

陈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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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９ 年末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肺炎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 网约车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补

充，在大中运量公共交通停止运营期间，为居民的刚性出行需求提供了保障性服务。 本文基于 ＳＥＩＲ 传染病模型模拟病毒传

染的传播过程，通过对比分析说明减少人员接触对遏制病毒传播的重要性。 健康码作为一个数字抗疫亮点，考虑到健康码为

红色的乘客携带病毒的可能性较高，本文提出对其进行一对一接送策略，在保证乘客出行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其他乘客感染

病毒的风险，并利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预测网约车司机运送红码乘客的概率。 最后基于 ＳＥＩＲ 模型传播过程，分
别从控制车内的人员数量、缩短乘客的出行时间以及车辆的防疫措施这三方面对疫情期间网约车出行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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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

肺炎’）突然爆发，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

主要是飞沫传播和间接接触传播［１］。 为了最大限

度遏制疫情蔓延，中国交通运输部、卫健委等相关部

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由于疫情爆发正值春运期

间，人口流动量极大。 为了减少人员的流动，遏制病

毒传播，仅以武汉为例，武汉市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０ 时起，全市的公交、地铁、长途客运等暂停运营，
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为了保障社区居民应急出行，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从 ９ 家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公司

共征集车辆６ ０００辆，为居民应急出行提供服务［２］。
网约车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

需信息，车辆和驾驶员需要符合平台的条件，是一种

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车服务的交通工具［３］。 ２０１５
年之后，网约车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补充在国内迅

猛发展，在大中运量公共交通停止运营期间，为居民

的刚性出行需求提供了保障性服务。
面对疫情给交通运输业带来的冲击，诸多学者

对疫情期间的交通出行进行了研究。 高永等人［４］

对东北某市新冠疫情爆发前后一段时间内网约车数

据进行分析，发现受疫情影响网约车的订单数量和

司机出车数量均大幅下降，且与疫情的确诊人数呈

正比例相关关系。 吴楠等人［５］ 以武汉市公共交通

为研究对象，对疫情期间公交现状及出行特征进行

分析，推断出在疫情持续期大多数民众仍对公共交

通方式的暴露风险感到担忧，公共交通客流回流需

要缓冲期，最后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出发，制定了武

汉市疫情后公共交通组合运营策略。 张宇等人［６］



建立了基于 ＳＥＩＲ 模型的交通工具疫情传播模型与

沿线路疫情传播模型，对新冠疫情是如何通过交通

线路向外传播扩散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李健

等人［７］提出了一种面向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公共交

通运行决策支持系统框架，其研究成果对传染病疫

情防控具有实用价值。 刘海平等人［８］ 将室内病毒

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播的理论应用于公共汽车车内

空间，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共汽车交通疫情防控应对

策略。 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疫情后网约车的运营

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对病毒传播过程进

行分析后，提出对红码乘客的出行进行一对一接送

的策略，并预测网约车司机接送红码乘客的概率。

１　 新冠疫情传播过程分析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在与传染病作斗

争，如 ＳＡＲＳ 病毒、埃博拉病毒等［９－１０］。 相关研究表

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潜伏期，本文利用含有易感状

态、潜伏状态、感染状态以及康复状态的 ＳＥＩＲ 模

型［１１］，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过

程。
１．１　 基于 ＳＥＩＲ 的传染病预测模型

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毒具有 １ ～
１４ 天的潜伏期，平均潜伏期是 ５．２ 天，病毒在潜伏期

内也具有传染性［１２］。 经典的传染病模型有 ＳＩ 模

型、ＳＩＲ 模型、ＳＩＳ 模型和 ＳＥＩＲ 模型［１３］。 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具有潜伏期，当易感者与病人接触后会成

为病毒携带者，将此类人群定义为潜伏者“Ｅ”。 结

合本次疫情分析，ＳＥＩＲ 模型更加符合新型冠状病毒

的传染特征。 因此从病毒具有潜伏期的角度考虑，
本文利用含有潜伏期的 ＳＥＩＲ 模型对病毒传播过程

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流程图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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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ＥＩＲ 模型基本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Ｂａｓｉｃ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ＩＲ ｍｏｄｅｌ

　 　 研究中需用到的符号定义见表 １。 在此基础

上，对模型建立展开探讨论述。 利用非线性常微分

方程来描述病毒在一个群体中的传播，易感者表示

为：
ｄＳ
ｄｔ

＝ －
ｒ βＩ ＋ β１Ｅ( ) Ｓ

Ｎ
（１）

表 １　 符号定义

Ｔａｂ．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符号 定义

Ｓ
易感者，是指尚未得病但免疫力低，与感染者接触后易

被感染

Ｅ
潜伏者，是指已经感染但还未发病，病毒处于潜伏期的

人

Ｉ 感染者

Ｒ 康复者

ｒ 每天每人接触到的人数

β１ 易感者被潜伏者感染的概率

β 易感者被感染者感染的概率

α 潜伏者转化为感染者的概率（等于潜伏期的倒数）

γ 感染者康复概率

Ｎ 总人数

　 　 潜伏者表示为：
ｄＥ
ｄｔ

＝
ｒ βＩ ＋ β１Ｅ( ) Ｓ

Ｎ
－ αＥ （２）

　 　 感染者表示为：
ｄＩ
ｄｔ

＝ αＥ － γＩ （３）

　 　 康复者表示为：
ｄＲ
ｄｔ

＝ γＩ （４）

　 　 其中，
Ｎ ＝ Ｓ ＋ Ｅ ＋ Ｒ ＋ Ｉ

　 　 将上述模型进行离散化后得到如下的迭代形

式：

Ｓｎ ＝ Ｓｎ－１ －
ｒ β Ｉｎ－１ ＋ β１ Ｅｎ－１( ) Ｓｎ－１

Ｎ
（５）

Ｅｎ ＝ Ｅｎ－１ ＋
ｒ β Ｉｎ－１ ＋ β１ Ｅｎ－１( ) Ｓｎ－１

Ｎ
－ α Ｅｎ－１（６）

Ｉｎ ＝ Ｉｎ－１ ＋ α Ｅｎ－１ － γ Ｉｎ－１ （７）
Ｒｎ ＝ Ｒｎ－１ ＋ γ Ｉｎ－１ （８）

　 　 其中，上述模型不考虑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死

亡率，不考虑人口的迁入和迁出对新冠病毒肺炎的

影响。
１．２　 病毒传播过程分析

依据上述模型，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进行求解，对
网约车接送初始易感人群总数为 １００ 人时的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过程进行模拟，假设初始传染者人数为

１ 人，病毒潜伏期为 １４ 天。 参数 β 值是指易感者在

单位时间内与感染者接触后被感染的概率，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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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防疫措施之前的易感者被感染者感染的概率设

定为 ０．０３；参数 β１ 是指易感者在单位时间内与潜伏

者接触后被感染的概率，将其值设定为 ０．０２。 得到

当接触人数分别为 ２０ 人、１０ 人、５ 人、１ 人时，新冠

病毒在传播过程中不同人群随时间演化的结果，如
图 ２～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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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２０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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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ｒ＝１０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ＩＲ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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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ｒ＝５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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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ｒ＝１ 时 ＳＥＩＲ 模型的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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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图 ２ 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在病毒传播初期

会迎来一个爆发期，潜伏者和感染者的数量是一个

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在第 ２０ 天左右到达高峰值，
之后开始下降。 而易感者的人数会在大幅度降低后

趋于平稳接近于 ０，康复者的曲线逐渐上升后趋于

平稳。 将图 ２～图 ５ 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当接触人

数 ｒ 值减少时，潜伏者和感染者的增长趋势变缓，高
峰值降低，到达高峰的时间逐渐后移，这一结果将会

给医疗救助提供缓冲期。
图 ２～图 ５ 是疫情爆发初期人们未采取措施时

的预测趋势图。 在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提出佩

戴口罩可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降低感染率 β 。 本

文将采取防疫措施之后易感者被感染者感染的概率

（参数值 β ）设定为 ０．０２，将易感者单位时间内与潜

伏者接触后被感染的概率（参数 β１ ）设定为 ０．０１。
得到当接触人数分别为 ２０ 人、１０ 人、５ 人、１ 人时的

新冠病毒传播预测趋势图，如图 ６～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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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ｒ＝２０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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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ｒ＝１０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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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ｒ＝５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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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ｒ＝１ 时 ＳＥＩＲ 模型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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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采取防疫措施之后的预测趋势图与未采取任

何措施的预测趋势图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采取防疫

措施后潜伏者和感染者的预测趋势图高峰值明显降

低，增长趋势变缓且到达高峰的时间后移。 若采取

防疫措施，且易感人数为 １００ 人，接触人数为 １ 时，
从图 ９ 可看出感染曲线几乎消失。 因此，从上述分

析结果来看，倘若易感人群有 １００ 人，在做好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网约车每次只接送 １ 人，被病毒感染的

概率极低。

２　 关于红码乘客的车辆匹配模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在一段时间内处

于停滞状态，网约车在此期间为保障居民的出行需

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降低出行风险，确保网约

车安全有序运营，在满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同时，结合

疫情防控要求，车辆需要定时通风与消毒，司机需要

佩戴口罩和手套进行防护。 “滴滴”为了保障网约

车的司乘安全，为坚守在抗疫一线的网约车免费安

装车内防护膜，尽可能预防飞沫传播［１４］。 乘客在乘

坐网约车时需要出示健康码，乘车期间要全程佩戴

口罩，进行体温测量以及扫码登记。
自疫情爆发以来，健康码在掌握全民疫情风险

信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杭州率先推出的数字化防

疫措施，能够快速筛选出健康人群进行风险预防。
健康码实行“红、绿、黄”三色码的动态管理，颜色代

表人员不同的风险等级，绿码亮码通行，一人一码，
是疫情期间个人通行的电子凭证。 若出行者曾与确

诊或疑似病例在一起，或来自重点疫区，都会影响健

康码的颜色［１５］。 考虑到红码乘客在出行时具有较

大的风险，本文采取一对一接送的策略。 为了降低

网约车与乘客之间的接触时间，减少病毒交叉感染

的风险，本文根据红码乘客所在位置安排车辆，使最

终完成运输任务的总时间最短。 假设共有 ｎ 辆车接

送 ｎ 名红码乘客，每辆车每次只能接送一名乘客，第
ｉ辆车运送第 ｊ名乘客的时间为ｔｉｊ， 用 ０－１ 变量 Ｘ ｉｊ 表

示分配情况：

　 Ｘ ｉｊ ＝
１　 若第 ｉ 辆网约车运送第 ｊ 名乘客

０　 若第 ｉ 辆网约车未运送第 ｊ 名乘客{
上述问题的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ｍｉｎｚ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ｔｉｊ Ｘ ｉｊ （９）

ｓ．ｔ：

∑
ｎ

ｉ ＝ １
Ｘ ｉｊ ＝ １， ｊ ＝ １，２，…，ｎ （１０）

∑
ｎ

ｊ ＝ １
Ｘ ｉｊ ＝ １， ｉ ＝ １，２，…，ｎ （１１）

Ｘ ｉｊ ＝ ０ 或 １，ｉ， ｊ ＝ １，２，…，ｎ （１２）
　 　 其中，约束（２）和（３）是唯一性约束，代表每辆

车只能接送一名乘客，每名乘客只能被一辆车服务。

３　 构建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预测网约车接送红码

乘客概率

　 　 在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被解释变量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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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假定为连续变量，但是在实际分析中，作为研究对

象的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经常是离散的，这种模型

被称为离散被解释变量模型。 而以决策结果作为被

解释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被称为离散选择模

型［１６］。 离散选择模型起源于 １８６０ 年费希纳进行的

动物条件二元反射研究，沃纳在 １９６２ 年利用离散选

择模型研究公共交通工具和私人交通工具的选择问

题。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离散选择模型被

广泛应用于交通、就业等经济决策领域的问题［１７］。
而在疫情期间网约车会在何种情景下接送红码乘客

值得研究，本文将利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模拟仿真

实验，并对司机是否接送红码乘客的选择行为进行

预测。
３．１　 模型建立背景

二元选择模型在选择行为的研究中应用广泛。
王云泽等人［１８］利用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建立驾驶人分

流选择行为概率模型，分析驾驶员在互通式立交分

流选择行为所受因素的影响。 向红艳等人［１９］ 利用

效用最大化理论对出行者市内出行阶段和城际出行

阶段的选择行为建立巢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杨少伟等

人［２０］对驾驶员收费车道选择行为的规律特征进行

研究，并建立了选择行为的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张宁等

人［２１］对出行特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建立居民出行方式选择模型。 孙启鹏等人［２２］

运用随机效用理论和离散选择模型，建立了基于动

态广义费用的交通方式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上述学者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３．２　 模型建立及结果分析

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关于网约车是否会接送

红码乘客，在目前的实际运营中尚未有确切的数据，
因此难以获得具体数据。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采取

随机生成数据的方式，通过进行模拟仿真实验，来预

测司机接送红码乘客的概率。 其中，利用二元选择

模型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预测网约车司机是否接送红码

乘客。 利用二元离散变量 Ｙ 来表示网约车司机是否

运送红码乘客， 若运送乘客， 则 Ｙ ＝ １； 若未运

送乘客， 则 Ｙ ＝ ０。 本文共选择 １６ 个样本，数据中包

含运送红码乘客增加的收益Ｑ以及运输红码乘客后

因需要去消毒多花费的时间 Ｔ。 样本观测值见

表 ２。
　 　 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方法， 其

中 Ｙ 为被解释变量，常数项、Ｑ、Ｔ 为解释变量， 对于

异方差采用 Ｗｈｉｔｅ 修正，得到的输出结果如图 １０ 所

示。

表 ２　 样本观测值

Ｔａｂ． 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Ｑ Ｔ 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Ｑ Ｔ Ｙ

１ ６９ ３２ ０ ９ ８２ ４１ １
２ ４８ ２１ ０ １０ ７０ ３３ ０
３ ８２ ４３ １ １１ ３８ １９ １
４ ７４ ３７ ０ １２ ５４ ２７ １
５ ３２ １５ １ １３ ３７ １８ １
６ ５８ ２９ １ １４ ６７ ３１ ０
７ ２６ １１ ０ １５ ９４ ４７ １
８ ５５ ２３ ０ １６ ７７ ３９ ０

图 １０　 模型估计输出结果

Ｆｉｇ． １０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

　 　 图 １０ 的第一部分显示了模型估计的基本信息，
包括模型估计方法、使用样本、与迭代收敛相关的信

息；第二部分是模型的估计结果，第三部分是二元选

择模型中因变量的频率分析。 从图 １０ 中可以得到

拟 合 优 度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的 值 为

０．４８４ ４４７； Ｐｒｏｄ（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的值为０．００４ ６４２，远
远小于 ０．０５，说明拒绝原假设，意味着收益和时间这

两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司机是否运输红码乘客具有

显著性影响。 因为 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０．７４５ ３８， ＞
ｘ２
０．０５（２） ＝ ５．９９１ ４７，所以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ａ ＝ ０．０５

拒绝原假设 Ｈ０：β２ ＝ β３ ＝ ０，表明离散选择模型中所

有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全为 ０。 根据表 ２ 可得到模型

的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Ｐ ｉ ＝ ［１ ＋ ｅ －Ｘ′ｉ　 β］ －１ （１３）

　 　 其中，
Ｘ′

ｉβ ＝ ４．５７１ ５ － １．０８５ ７１２∗Ｑ ＋ ２．０６７ ２９５∗Ｔ
（１４）

　 　 当收益 Ｑ 和时间 Ｔ 已知时，利用上述方程可以

计算出网约车司机接送红码乘客的概率 Ｐ ｉ。 根据

上述方程可以得到，假设网约车司机运送红码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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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去消毒需要多花费 ２５ ｍｉｎ 的时间，但可增加收益

６３ 元的情况下，车辆接送红码乘客的概率为 ９９％。
３．３　 预测检验

当二元离散选择模型被估计后，将所有样本的

解释变量观测值代入模型中，通过计算得到每个样

本的被解释变量选择 １ 的概率，与每个样本被解释

变量的实际观测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模型的预测

效果。 由于本文的全部样本中选择 １ 和选择 ０ 的样

本数目相当，因此以 ０．５ 为临界值进行预测检验，所
得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可以得到预测车辆接送红码乘

客的准确率为 ８７．５％。

图 １１　 预测检验结果

Ｆｉｇ． １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网约车应对策略

目前国内对于疫情的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管理

阶段，人民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出行需求增加。 结

合此次疫情的发展趋势，在大运量公共交通暂停运

营期间，网约车在保障交通运输体系的稳定畅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非接触式的网约车出行方式

对个体的安全出行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基于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毒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后，针对疫情

期间网约车的运营管理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
４．１　 控制车内人员数量

从 ＳＥＩＲ 模型的模拟结果来看，接触人数越多，
病毒传播感染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控制车内人员的

数量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次疫情中，健康码的出现

成为了国内在掌握全民疫情风险信息的一个数字抗

疫亮点，考虑到健康码为红色的乘客携带病毒的可

能性较高，提出利用车内安装防护膜的网约车接送

此类乘客，并且每辆车只能接送一名乘客，在接送完

成后还需要对车辆进行消毒。 对于健康码为绿色的

乘客，每辆车的车内人员数量控制在 ３ 名。
４．２　 缩短乘客的乘车时间

病毒传播感染的概率与出行者的暴露时间有

关，出行者的出行时间越长，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越

大。 因此，针对疫情期间乘坐网约车出行的居民，需
要控制相应的暴露时间。 为降低出行者的暴露时

间，需要减少不必要的绕行距离，减少乘客的候车和

乘车时间，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４．３　 车辆的防疫措施

为防止病毒通过交通运输工具传播扩散，在疫

情防控期间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加强对车辆进行

消毒消杀工作，并对网约车的车内安全定期进行检

查。 在车辆内部加装防护膜，将车内司机与乘客进

行空间分隔，按时开窗通风与消毒。 网约车司机在

岗期间要进行体温检测，全程佩戴口罩。 乘客通过

网约车平台进行车辆预约，在上车前需要出示健康

码，乘车期间要全程佩戴口罩。 疫情之后相关部门

要针对网约车行业制定应急预案，保障交通运输体

系的安全运转。

５　 结束语

这场突然爆发传染力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国家强有力的措施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为了更

加清楚地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过程，本文基于

ＳＥＩＲ 传染病模型对特定情形下疫情的发展趋势进

行预测，发现采取控制车内人员数量、缩短乘客乘车

时间、对车辆内部进行通风消毒等措施均可有效降

低感染率 β， 当感染率 β 从 ０．０３ 降为 ０．０２ 后，潜伏

者和感染者预测趋势图的高峰值明显降低，增长趋

势变缓且到达高峰的时间后移；当接触人数 ｒ 值减

少时，潜伏者和感染者的增长趋势变缓，高峰值明显

降低。
目前，健康码在人们的出行过程中必不可少，为

了降低出行者的风险，本文针对健康码为红色这类

风险较高的乘客，提出采取网约车对其进行一对一

接送的策略，结果表明这一措施能够有效降低传染

风险。 由于红码乘客的特殊性，本文利用二元选择

模型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预测网约车司机是否接送红

码乘客，通过对拟合优度值以及 ＬＲ 统计量的分析，
得到检验模型整体显著的结论，意味着收益和时间

这两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司机是否运输红码乘客具

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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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基础上，统计的平均击键次数为５．８９２ ５，此
时的布局如图 ４ 所示。 最优键盘布局见图 ５，平均

击键次数为 ５．８６６ ４。 可以看到，使用频率高的字母

ｐ 和 ｒ 分在了不同的键上。

1 2 3
分词 ABC DEF

4 5 6
GHI JKL MNO

7 2 9
PQRS TUV WXYZ

图 ４　 顺序键盘布局图

Ｆｉｇ． ４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ｌａｙｏｕｔ

1 2 3
分词 AKPT BERS

4 5 6
CIQW DJOV FNZ

7 2 9
GMX HL UY

图 ５　 最优键盘布局图

Ｆｉｇ． ５　 Ｂｅｓｔ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ｌａｙｏｕｔ

４　 结束语

本文利用统计自然语言分析和模拟退火算法，
以平均击键次数为目标函数，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将
２６ 个字母重新分配到 ８ 个数字键上，得到了九宫格

键盘最优布局方案。 该键盘布局方案比顺序布局的

输入效率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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