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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漫长的历史中，麻疹病给人

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尽管麻疹疫苗和

MMR①已被研发使用 40 多年，但麻疹仍是造

成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麻疹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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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遴选 2006—2010年中英两国主流报纸对麻疹疫苗和 MMR的新闻报道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以

“科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和“政府政策意见趋向”为主线分析了不同媒体环境下针对防治麻疹病疫苗的科学报道

模式。通过比较研究中西方不同国家的政府、媒体以及科学家如何针对麻疹疫苗争议对公众进行正确健康疏导以及

危机处理方式，拓展了科学普及的研究视野并试图从中总结出更加合理的科技报道模式。科学争议以及危机处理需

要科学界与媒体正确的引导，随着网络科技报道数量的增加，传统媒体需要重视其他渠道的科技信息，尤其是来自

于科学界的信息，从而对原有科技报道模式做出调整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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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合实施强化免疫接种年龄段的1 亿儿童无论之前是否已经接种过麻疹疫苗，只要不过敏，没有禁忌症，均建议重新接种强
化麻疹疫苗。

危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卫生宣传部门采取

了各种方式对民众进行健康宣传和教育，强

调接种麻疹疫苗的重要性，努力将麻疹病扼

杀在摇篮中。

2010 年 9 月 1 日中国卫生部向公众宣布

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麻疹疫苗强化活动①。首

次全国范围内的强化麻疹疫苗接种活动在社

会上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围绕这次活动，报

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论坛、博客等

新媒体纷纷运用自身的传播手段进行麻疹疫

苗接种等方面的科技报道。同样是疫苗问题，

1998 年英国皇家自由医院 Dr. Andrew 提出了

MMR 可能导致了独特类型的孤独症以及肠疾

病的争论性观点，引起英国各大媒体的高度

关注并进行了持续 10 年的跟踪报道。英国媒

体从不同角度对 MMR 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令信

赖 MMR 长达 15 年的英国家长对其态度发生

改变，导致许多英国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该

疫苗。随着 MMR 接种率的下降，麻疹发病率

上升，给英国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虽然

中英两国政府健康政策方针与媒体运作方式

相差较大，但是两国防治麻疹病的目标是完

全一致的———通过政府和媒体的健康宣传使

孩子积极接种麻疹疫苗，降低麻疹发病率并

最终消灭麻疹病。

无论是在中国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麻疹

疫苗强化免疫活动，还是英国基于 MMR 与孤

独症相关联的大论战，两国媒体均给予了高

度的关注。英国媒体如何对 MMR 与孤独症和

肠疾病相关的争议话题进行报道与中国媒体

如何向公众宣传全国范围内麻疹疫苗强化接

种活动的必要性，是比较两国科技报道方式

异同的关键点。

1 中国与英国麻疹疫苗新闻采集

作者通过中国知网 （CNKI） 中的中国重

要报纸数据库选择了 26 份报纸。其中 3 份

《新华每日电讯》、 《人民日报》、 《光明日

报》 为中央级报纸，剩余的 23 份为地方性报

纸，党报占据了大多数。从 LexisNexis 数据库

英国国家报纸类中选择了 《每日邮报》

（ ，其中包括周日版的

）， 《镜报》（ ）、《太阳报》（

）、 《卫报》（ ）、《每日电讯报》

（ ）、 《泰晤士报》（ ）

6 份主流报纸。

1.1 2006—2010 年中英两国主流报纸对麻疹疫

苗的报道

与英国报纸不同的是，中国报纸的内容

编辑权无法市场化，其经营运作方式却可以

市场化。党报在中国的报业市场中占据主体

地位，例如 《人民日报》 这样的中央级核心

媒体拥有广泛的新闻资源，其发行量也远大

于任何一个地方性报纸。随着新闻传播渠道

的扩展和新闻供应量的剧增，新闻内容的真

实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央与地

方党报作为政府的“喉舌”发布的新闻代表

了政府的权威性。因此，作者选择了 《光明

日报》、《河南日报》、《南方日报》、《人民日

报》、《文汇报》、《新华每日电讯》 等 26 份权

威报纸作为样本采集主要对象，并以关键词

“麻疹疫苗”进行搜索，获得新闻样本总数为

164。在英国麻疹新闻样本的采集中，使用关

键词“MMR”进行搜索，共获得 1 047 篇新

闻。由于其数量远大于中国样本的总和，利

用 Excel 表格的随机功能从中选出了与中国对

等的 164 篇进行比较。

1.2 两国麻疹疫苗进行报道的数量分析

本文虽然选择了中国的 26 份报纸与英国

仅 6 家报纸进行比较，但是英国报纸的报道

数量却远大于中国。显而易见，疫苗问题引

发了英国报纸媒体更多的关注。如表 1，由于

中国卫生部在 2010 年开展了首次全国范围内

的麻疹疫苗强化接种活动，媒体进行了集中

报道，新闻数量在 2010 年达到一个峰值，占

总数的 40%。2002 年英国 MMR 争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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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达到了顶峰①。2006—2010 年英国 MMR

的报道逐渐减少。直至 2010 年，MMR 争议

的引发人 Wakefield 被英国理事会证明有学术

不端和危害儿童健康的罪名， MMR 与孤独症

有关的新闻才告一段落。

2 以“科学的不确定性 / 确定性”为主题进

行分析
科学的实质在于对不确定的未知领域进

行不断的探索。范·阿塞尔特认为，不确定性

是“整套的信念或者疑惑，它们来自对过去

和现在状况的有限的知识，以及预测未来事

件”[1]。科学不确定的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

的，无论专业医生还是生物科学专家都有可

能在其研究领域中发现未曾知道的、无法确

定的或无法解释的科学问题。媒体记者将科

学家、科研机构、学术期刊或政府作为主要

信息传播来源而进行的科学报道中也存在着

科学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科学固有的不确定

性与公众接受信息的间接性无疑是导致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与社会危机矛盾加深的客观因

素。在科学领域中，往往不存在绝对的确定

性，不断的科学研究可以逐渐减少不确定性

的发生。科学的发展一旦失去了媒体的正确

引导和支持，就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中

国政府多次通过媒体表示国内使用的麻疹疫

苗是个老疫苗，已经使用了 44 年，质量是有

保证的，这样的保证是建立在长期科学实践

的基础上符合科学确定性的标准。相对一些

科学 （医学） 尚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科学

家和医生作为科学领域的权威人士向公众解

释原因表述客观的研究现状也是具有确定性

的。如何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信息传达

给公众，如何使公众在了解危机信息后对科

学的不确定性保持客观的态度，如何在报道

中把握科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存的客观

事实是媒体作为信息“把关人”的难题。作

者基于科学不确定性 / 确定性因素针对中英

两国新闻样本的比较研究是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分析的。
2.1 两国专家意见或科学信息来源分析

为了研究科学专家的意见或科学界的信息

在报纸媒体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作者以“专家

意见来源”为线索对两国的样本新闻进行分

析。在表 2 中，科学专家的意见来源均在报道

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中国约占 44%，英国

41%，文章出现一位或者多位专家意见。虽然

中英两国新闻中专家来源的比例相对一致，专

家的分类却存在差异。大部分英国新闻的专家

来源于健康、医疗部门，超过 1/3 的英国专家

来源于提及姓名职位的个体科学家(如：Dr.

Carol Stott, a development psychologist…)或者未

提及姓名仅以某位科学家(如：…scientists ad-

vised the Government…)。在中国的新闻样本

中，仅有 9%的科技信息来源于科学家或医生

（专家）。来源于政府机构专家 （如：中国疾控

中心免疫中心主任梁晓峰） 的信息占据了中国

新闻样本的主体，其不仅代表了专家意见，同

时也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比较两国的两大主要

来源，英国以科学家或医生 （专家） 为主体，

而中国以政府机构的专家或发言人为主。科技

记者作为信息来源，英国为 13%，中国仅为

1%。相对于英国来说，科学普及在中国作为

一个朝阳学科处于成长阶段，信息来源渠道单

一，科技记者或科学普及作家相对稀缺。科技

传播工作者是科技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科

学普及人才的匮乏成为科技资源科学普及化

的瓶颈，也成为科学普及事业的瓶颈[2]。

① LexisNexis 数据库“UK national newspaper”2002 年 MMR 新闻总数为 1 194 篇，是自 1995 年以来报道数量最多的一年。

年份
新闻所属国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表 1 中英两国每年的麻疹/MMR疫苗新闻占总体的比例

中国 n=164
15%
15%
17%
13%
40%

英国 n=164
24%
21%
21%
19%
14%

政府机构专家
科学家或医生 （专家）
科技记者 / 专栏作家
其他专家来源

表 2 专家意见在两国新闻样本中的比例

中国 n=164
36%
9%
1%
1%

英国 n=164
4%
37%
13%
1%

新闻所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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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问题

没有出现争议

表 3 两国新闻样本中的争议问题分布

中国 n=164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
必要性 (是否有害 )
(4%)，麻疹强化疫苗
的质量是否合格( 7%)

89%

英国 n=164
MMR 是否与孤独症
和 肠 疾 病 相 关 联
(55%) ，MMR 与单
一麻疹疫苗的选择
性(6 %)，其他(3%)

36%

2.2 两国基于麻疹疫苗新闻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异

同分析

比较中英两国媒体对新闻内容处理方式

大相径庭。表 3 中，64%的英国新闻样本中出

现争议内容。由于英国媒体的经营运作方式

与中国不同，记者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采访

各类有争议的信息源并将争议内容呈现在读

者面前。这样的运作方式可以达到两方面的

目的，一方面较之评述的报道争议内容更易

于吸引读者关注从而提高报纸发行量，另一

方面争议内容所导致的广泛社会舆论会将单

纯的疫苗事件升级成为政治、经济等议题从

而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在中国的样本中，89%的新闻没有任何争

议内容出现。2010 年以前的中国新闻样本的

主要内容集中在强调麻疹疫苗对于防止麻疹

疫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让公众相信政府，信

赖麻疹疫苗，积极配合政府政策接种疫苗，很

少有争议内容出现。2010 年由于山西问题疫

苗事件的影响导致公众担心疫苗质量，新闻

样本中关于麻疹强化疫苗的质量是否合格的

争议占 7%。来自网络的负面内容也对公众产

生了影响，质疑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必要性的

争议内容占 4%。

2.3 两国基于科学的不确定或科学研究需求的比

较结果

科学的不确定内容在两国所占的比例存

在着明显差异。表 4 中仅有发生在 2010 年的

6 篇新闻中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进行讨论或在文

中提出进一步科学研究需求，其中包含的科

学不确定内容来源非常局限的科学争议。北

大一位免疫学专家的网上博文内容成为少数

不确定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但他的论点并

没有获得更多权威的科学支持，家长受这些内

容影响之后提出进一步科学研究需求———是

否在接受强化接种之前可以有一种检测孩子

的免疫能力的方法。部分家长对麻疹强化疫苗

质量的担忧源于山西疫苗事件①和一系列有关

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这些与 2010 年全国强

化麻疹疫苗的质量问题毫无相关性，家长据此

对强化疫苗的质量产生的质疑也没有科学来

源和依据。

英国的新闻样本中提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新

闻比例为 54%和没有提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新闻

比例 46%基本持平。MMR 争议来源基于英国

皇家医院的 Dr. Andrew 和他的同事们发表在全

球著名的医学杂志 的文章，这是

MMR 不确定性的学术来源。同时，少数 MMR

受害者也成为有利证明 MMR 不确定性的案例

来源。2010 年 宣布 Dr. Andrew 和他

的同事们当年发表的文章有误，有关 MMR 安

全不确定性的报道内容也随之减少。

2.4 两国基于科学的确定性的比较结果

如表 5 所示，在确定性科技信息的来源

中，来自政府权威的来源中国占 15 %，而英

国仅 4%。一些本应该由科学家发布信息的职

责由政府的相应机构承担。相对英国而言，绝

大多数中国的研究机构、医院并不重视科学普

及这一环节，也没有配备与媒体接触的类似新

闻发言人，记者往往从各个医院、科研机构的

领导的口述中获取信息。我国一直倡导科学家

参与科学普及，但往往忽视了科研机构在科学

普及中的重要作用[3]。学者针对我国气候变化

的报道研究中发现，媒体与国内科学家和科研

科学的不确定
性或科学研究
需求

表 4 科学的不确定在两国样本中所占比例

中国 n=164 (n)
是否在接受强化接种
之前可以有一种检测
孩子的免疫能力的检
测方法(2)，
强化疫苗的必要性(4)

英国 n=164 (%)
MMR 是否与孤独症
和 肠 疾 病 相 关 联
(48%)，
单一麻疹疫苗的可行
性问题(4%)，
疫苗质量问题(2%)

没有提及科学
的不确定性

158 46%

① 2010 年 3 月 17 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 《山西疫苗乱象：百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报道了山西近百名儿童在接种疫苗之后
导致不明原因的残疾、死亡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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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缺乏沟通这一点没有引起记者们的足够重

视[4]。科学来源的单一化以及媒体与科学界缺

乏沟通成为科学普及在中国发展的阻力。媒体

对科学争议的规避报道、缺乏与大众关联信息

的报道以及对细节的追踪，导致科技新闻在社

会中的影响力不足。

3 中国与英国基于政府的政策意见趋向的分

析结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各国政府都应该采取

迅速、积极和正确的方法处理，阻止危机进一

步扩大，将其对公众的伤害减少到最低。完善

处理社会危机是各国政府体现其公信力的最有

力的手段之一。两国政府的政策趋向都是以支

持接种疫苗为主导，作者以政府意见趋向为另

一条线索对样本进行分析。

3.1 两国政府政策意见比较

如表 6 所示，中国与英国政府的立场一

致，都是积极以接种疫苗作为防治麻疹病的主

要手段，92%的中国和 75%的英国的新闻样本

中明确提出了政府立场。存在差异的中国政府

于 2008 年将 MMR 添加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列表中，并未取消列表中已存在的免费提供单

一麻疹疫苗。而英国政府仅将 MMR 列入英国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NHS） 中，并未将麻疹疫

苗列入其中。

中国卫生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中国麻疹报告发病数9 976

例，较 2010 年同期下降 73.6%，发病率为百

万分之 7.5，成为历史最低。媒体宣传力度的

加大可以激发公众参与麻疹防疫的热情，从而

减少麻疹发病率。而英国同期的健康预防报告

显示，截止 2011 年 7 月 11 日英国确诊麻疹病

例为 777 例，较 2010 年已增长了 75%。中国

政府通过媒体积极应对和管理强化疫苗的争

议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谣言散布，增强家长

对疫苗的信心，使其积极地参于全国麻疹病防

治活动中，这些管理方式正是英国政府和媒体

所缺乏的。英国家长受到了 MMR 负面新闻的

影响而放弃给孩子注射该疫苗。虽然不能说这

是受媒体的误导，但是新闻对疫苗政策的质疑

内容的确影响了家长的判断力。MMR 事件提

醒英国媒体在报道医学类议题时，相比较新闻

自由应该将谨慎报道置于优先位置[5]。科技报

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科技报道不能完全依

赖于权威科学专家的说服以及专业记者的职

业素养。在政治嵌入模式的主导下，由于科学

普及的嵌入，社会热点事件发展演变趋势通常

服务并服从于国家 （或政党） 的意志或利益，

导致社会热点事件由最初自发状态转变为可

控状态，并且为科学普及提供难得契机，正确

加以运用有利于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水平[6]。政

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来源成为媒体报道的主体，

科技记者作为“把关人”应考虑到争议内容可

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从而谨慎报道相关内容。
3.2 支持政府政策的论点分析

中英两国支持政府疫苗政策的论点主要是

强调麻疹疫情的严重性。如表 7，新闻常常以

具体数据为例，说明麻疹疫情的严重性，占中

国样本的 24%，英国占 26%。其次，出现频

率较多的支持论点主要强调麻疹疫苗 （MMR）

的安全有效性。这两个支持政府政策论点往往

会同时出现在一篇新闻内，一方面强调麻疹疫

情非常严重，另一方面补充说明麻疹疫苗在疫

情防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媒体为了配

合麻疹强化疫苗活动的开展，在新闻报道中强

调强化麻疹疫苗的必要性。因此，这一支持论

点位于中国新闻样本的首位 （占 27%）。

公开宣布 Dr. Andrew 和他的同事们当年

发表的文章有误也成为支持 MMR、支持政府

所阐述的确定性是以权威科学
参考为依据的
由政府机构发表的确定性声明
未提及科学的确定性

表 5 科学的确定性在两国样本中所占比例

中国 n=164 英国 n=164

8%

15%
77%

9%

4%
87%

政府立场

文中提及
文中未提及

表 6 两国的政府立场分布

中国 n=164 英国 n=164
麻疹疫苗 （MMR） 接种、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

92%
8%

MMR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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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有利论点，所占的比例为 18% （位于

第二）。

3.3 不支持政府政策的论点分析

中国新闻样本中不支持政府论点的比例

远远小于支持政府的比例。其主要原因是，强

化麻疹疫苗活动是由中国政府组织并实施的，

媒体的报道活动是在支持政府政策的基础上

根据卫生部的宣传进度、政策内容开展的。英

国新闻样本中支持和反对政府政策论点的比

例相对平均。大部分的质疑论点集中在 MMR

的副作用问题 （占 31%）。由 MMR 争议而衍

生的政治问题导致英国媒体不断向首相 Blare

施压，让其澄清是否给自己的儿子接种 MMR。

基于 Blare 坚持声称这是个人隐私拒绝回应，

媒体报道中的首相之子接种 MMR 与否成为了

反对政府疫苗政策的最佳论点，其所占比例

为 9%。7%反对 MMR 的内容提及了单一疫苗

的选择性问题，而在支持政府的论点中提出单

一疫苗的危害性占 2%。单一疫苗的使用利弊

比例在英国的新闻样本中为 2:7。

3.4 支持与质疑政府政策意见观点的来源对象分析

综合两国支持与质疑政府政策意见的信息

来源，表 9 中共有 226 篇新闻样本中明确了支

持与质疑政府政策的来源对象。在中国的样本

中 3/4 的论点来源于政府机构，例如政府机构

会议内容和政府机构发言人。英国的信息来源

分布比较广泛：政府来源、家长以及记者的评

论。比较研究英国样本中支持与反对政府政策

意见的来源可以揭示英国媒体关于 MMR 报道

的基本社会争议架构———政府健康机构与家长

意见。比较两国新闻样本论点来源分布比例，

英国报纸呈现出不同角度的观点和信息来源，

争议的对象不仅是 MMR 的安全性问题，而且

升级到其他社会、政治问题，提供报纸读者科

技之外的分散信息。与英国报纸媒体截然相反

的是，中国将强化疫苗作为政府活动进行报

道，给予读者确定和清晰的信息。

4 总结

受限于样本的范围和数量，本文仅从报纸

的角度分析中国与英国媒体对疫苗争议报道的

主要模式以及两国在麻疹疫苗报道中的差异。

中国报纸媒体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以支持政府立

场为主体，质疑或反对政府政策立场的内容数

量很少。这些质疑政府的内容被报纸媒体以类

似解释甚至是“辟谣”的方式进行反面表述，

进一步支持政府的政策立场消除读者的担忧。

作为权威科技信息源的科学家或者医学专家均

来源于政府部门。英国记者的报道方式立足于

独立性、专业性和以读者的兴趣为基准，他们

选取了不同角度的信息来源呈现给读者，其中

部分包括反对 MMR 的信息。究竟哪一种报道

模式更适合科技传播未来的发展，是本文试图

解决的问题。

麻疹 （风疹、
腮腺炎） 疫情
仍十分严重
疫苗是安全并
且有效的

其他支持政府
的论点

表7 两国支持政府立场的新闻论点分布

中国 n=150 英国 n=123

24%

27%

广泛的公众支持
(4%)，
强化免疫自愿接
种 (4%)

2%

26%

12%

科学基础上对 MMR 的
批评是错误的(18%)，
使用单一麻疹疫苗的危
害性(2%)

1%

注院分析比例有个别重复即同一篇文章出现不止一个论点

表 8 两国不支持政府立场的新闻论点分布

中国 n=150 英国 n=123
山西疫苗事件(2%)，
家长对麻疹疫苗质量的担忧
& 散布在网络、短信中的有
关强化疫苗的谣言 (2%)，
家长对是否可以自愿接种问
题的担忧(1%)

MMR 的副作用 (31%)，
英国首相 Blare 之子是否接
种了 MMR 真相不明 (9%)，
单一麻疹疫苗的选择性问题
（7%），其他不支持政府政
策的论点(1%)

注院分析比例有个别重复即同一篇文章出现不止一个论点

表 9 两国支持与质疑政府政策意见信息来源分布

政府机构
家长
记者
科学家 / 专家(医生)
网民 / 谣言
其他来源

中国英国
支持%

46
4
29
21

100(n=72)

反对%
3
42
39
14

2
100(n=59)

支持%
81
3
5
9

2
100(n=88)

反对(n①)
（1）
（2）
（1）

（3）

n=7

①由于数量较少，因此以实际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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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科学固有的不确定性，科学争

议需要科学界与媒体正确的引导。中国的科技

报道中同样存在非常鲜明的争议新闻。例如,

不同的媒体曾经对左旋肉碱是否具有减肥功

效这一健康议题进行报道，也出现了各类不

同的争议①。当科技争议呈现在大众面前时，

媒体成为了科学界传播科学的直接桥梁，科学

通过这种桥梁和通道直达公众。无论是直接传

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还是对科学技术政策的

宣传和解释；对某些科学技术问题的争论和报

道，或是直接参与科技领域中的争论，都有助

于丰富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引导公众对科技

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提升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

知和理解，这对整个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也是

非常重要的[7]。

其次，媒体针对科学争议的报道需要平

衡两种不同的模式。中英两国媒体应对疫苗

争议的方式，体现了危机传播的两种模式。

其一，媒体作为一个集中、权威和统一的信

息平台明确地告知大众健康信息以及可能发

生的危机情况，如药物副作用，不良反应等。

与此同时，直接与政府合作公布危机处理方

案。集中统一的科技报道模式要求媒体给公

众提供清晰、统一的健康信息。提供单一的

信息可以避免给大众因为各类信息的干扰所

产生的疑虑和困扰。其二，将媒体作为一个

广阔的讨论平台向公众开放，媒体可以自由

传播争议内容和危机信息。广阔交流的科技

报道模式要求媒体提供不同渠道，甚至是科

学界之外的信息内容。Peters 强调两种媒体模

式关于危机传播的差异性，如果过于倾向一

种模式就会忽视另外一种模式[8]。在某些复杂

的危机传播中不能单纯地以这两种形式区分，

取得大众的信任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如果在

科技报道中仅提供给大众单一的信息而忽略

争议内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公众的信

任感，但不可能一直如此。把握两种在危机

传播模式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科技报道模式发

展的新议题。

最后，新媒体层出不穷对传统科技报道

模式提出了挑战。新媒体发展的日新月异与

传统科技报道模式的差异会让公众意识到产

生单一信息的原因，基于媒体的管制、信息

控制以及不开放的信息渠道，其信任度反而

会迅速下降。毫无疑问，公众青睐于直接、明

确的而不是存在争议、模糊的新闻内容。如果

让公众在两难的传播境况下做出选择，是通过

媒体的信息管理提供给公众单一、直接、没有

争议的新闻，还是开放传播渠道和途径将各种

信息 （包括争议） 传递给公众，所得到的选择

结果可能各不相同。例如，针对切尔诺贝利事

件的德国科学普及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的民众

希望媒体公布各类相互矛盾的新闻内容。单一

媒体控制下的科学普及模式尤其不被高文化层

次的西方民众所接受，此类人群善于从争议的

媒体报道中发掘新闻价值[9]。新媒体的飞速发

展，特别是个人博客、微博等新进的传播手段

对传统的科技报道模式提出挑战。如果主流媒

体晚于新媒体传播危机信息，那么很可能变

成被动传播。以前仅仅是人际传播中的谣言

内容摇身一变可以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

散布，科学专家的博客内容也可以被转载成

为权威的科学信息进行传播。根据本文的研

究结果，通过非传统途径传播的科技内容并

未被主流媒体所重视，媒体将争议作为负面

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进一步提升读者对政府

政策内容的信任。随着网络受众范围的迅速

扩大，传统媒体需要重视其他渠道的科技信

息，尤其是来自于科学界的信息，从而对原

有科技报道模式做出调整和改善。

① 湖南卫视 《百科全书》栏目在 2010 年 3 月 9 日的节目中，西木教授亲自推荐左旋肉碱的减肥方法：“左旋肉碱对人体无毒副
作用。特别适合人们配合做有氧运动来减脂，效果比较明显。”左旋肉碱减肥的绿色、健康、无任何副作用的功效在这期节目
当中被推崇到一个制高点。左旋肉碱登上了中国主流媒体之后，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其宣扬的绿色健康无副作用的
功效，却存在着较多争议。 《科技日报》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16 日分别报道“左旋肉碱减肥，不靠谱”、“左旋肉碱效
果有限忽悠无限”。与此同时， 《医学经济报》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报道“左旋肉碱被国际肥胖健康组织认定为最安全、无副
作用的减肥营养补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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