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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期间微博数据的分析，我们聚类分析出六类对“水污染”事件关注度

高的典型微博用户，从微博用户入手找出“水污染”微博科普的分布格局和现状。再通过对不同特征类型的典型

微博用户针对“兰州水污染事件”相关微博进行的内容分析以及其发布的相关科普微博进行的传播节点、评论量

等数据的网络分析，找出不同传播主体的科普信息微博内容的传播特征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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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Micro-blog data during the period of“Lanzhou Water Contamination”，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ix clusters of Micro-blog users wh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Lanzhou Water Contamin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Micro-blog context and contents published by those six clusters of Micro-blog users and the data of the network nodes of the
interrelated Micro-blog text and their comments，we try to find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Micro-blog published by different clusters of users，and thus，to propose some advice for establishing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Micro-blog.
Keywords：water contamination；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Micro -blog；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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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的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

事件到 2012 年的广西镉污染事件；从 2013 年

的上海黄浦江上漂死猪，再到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初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一次次的水污

染事件，让人们猝不及防，令人担忧。公共环

境事件由于其公共性和强大的危害性使得公

共环境事件成为微博话题中的热点，例如持

续升温的 PM2.5、雾霾等空气污染等问题，抵

制 PX 项目游行等。这些话题在公共空间的酝

酿和发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事件的解决和政

策的完善。公共环境事件往往对公共安全和公

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和伤害，用正确

的环境相关科学信息对公众进行引导，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谣言和恐慌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以此为契机促进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1]。微

博平台具有受众量巨大，传播速度极快的天然

优势，本文从涉及水污染内容的微博出发，找

出微博平台中与水污染相关科学信息的传播现

状和特征，从而为在微博平台中更好地进行与

水污染相关科普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我国的水污染公共事件概况
1.1 我国水污染现状

根据 2013 年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

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但在全国 4 778 个地下

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比例高达

59.6%。根据这份公报，2013 年长江、黄河、

珠江、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等十大水系有近

三成达不到生活饮用水标准，也不适于水产养

殖和游泳。与此同时，国控的重点湖泊受到不

同程度污染的水域竟高达 40%，其中大多数

湖泊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现象。

从 《公报》 看来，我国的水资源状况不容乐

观，污染物对水资源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其

严峻的水资源形势。针对这一现状，2014 年 6

月 11 日，继“大气十条” （《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之后，我国又一项重大污染防治计

划———“水十条”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的

计划草案已报请国务院审议。我国政府逐渐转

变观念，开始正视水安全的“新常态”。
1.2 水污染公共环境事件的特点

在 1984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为“水污染”下了明确的定义，

即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

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

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

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称为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作为公共环境事件的水污染即危害到公共

环境安全的水污染事件，其受不同的环境、经

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特

点，综合近些年作为公共环境事件的水污染事

件大抵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作为公共环境事件的水污染事件表

现为突发事件，其实往往是长期存在、发展和

积累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老问题的爆发。

譬如 2014 年的兰州水污染问题其实是 27 年前

施工期间输水管道和石油管道交错在一起了,

后来管道同时破裂，自来水受到污染。

其次，作为公共环境事件的水污染事件具

有很强的公共性。公共环境事件不只涉及单一

的环境因素，更多的是与安全、卫生等纠结不

清的社会公共问题，在影响对象、范围、程度

方面更具有公共性特质。就 2013 年青岛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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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爆炸事件来说，爆炸不仅引起了胶州湾的

水污染问题，还导致了土地污染、人员伤亡等

社会公共问题。

最后，作为公共环境事件的水污染事件具

有更大的危害性。公共环境事件的累积性、隐

蔽性、持续性和灾难性特点造成其危害和后果

的范围更广、对象更多、程度更大、代价更高。

如因地下水污染导致的儿童血铅、癌症村等问

题集中爆发出来时，往往已经造成了无法逆转

的伤害，代价巨大。另外，在如今 WEB2.0 网

络信息时代，特别是微博的发展，使得公共环

境事件可借助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快速传播和

发酵，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热

点问题，从而放大污染事件的危害，引起不必

要的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等。

2水污染公共环境事件相关微博传播现状分析
2.1 微博科普与公共环境事件相关微博传播研究

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我国媒介传播

的格局，对科学传播而言，网络媒体的出现大

大增加了科普内容的丰富性和科普形式的多样

性。在 WEB2.0 时代，微博的出现更大大降低

了科普的门槛，使得科学内容呈现出大众化的

趋 玥势。柴 等人认为，科学松鼠会的科普微博
便是科普微博中最为醒目的力量，微博科普在

经营模式、传播链条的设置、传播内容的选择

上都要优于传统科普，大大地满足受众在网络

时代的科普需要[2]。
我国学者认为，随着网络用户数的增加，

微博已成为网民接受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成

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工具之一。由于公共

环境事件导致舆情在微博上扩散迅速，影响广

泛[3]。刘志明、刘鲁、苗蕊研究发现微博信息

演化过程快于新闻报道，他们在对两种渠道的

信息爆发模式上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两种渠道在信息爆发模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
异不仅与事件类型有关，而且与公共事件的等

级有关[4]。兰月新在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微博舆

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建立微分方程模型研究

微博舆情扩散规律[5]。通过宜黄拆迁事件的新

浪微博数据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为政府实行

微博舆情疏导提供数量模型方面的支持。刘金

荣则以 2012年公共环境事件“蓟县大火”为实

证研究对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探讨

突发事件微博谣言传播的网络结构，分析结果

表明，可以通过引导和控制网络中的关键传播

节点来改变网络中心度、聚类系数和可达性数

据，从而减少谣言与恐慌情绪的传播和扩散，

降低社会负面影响[6]。而在水污染相关公共事件

在微博的传播方面，我国暂无可供参考的研究。

作为公共信息流转最快的网络平台，微博在公

共环境事件中已经成为信息扩散的中心，并且能

在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

微博平台上科学信息的正确介入显得尤为重要[7]。
2.2 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把数据采集的重心放在 2014 年重大

水污染事件———“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中。

兰州自来水污染作为一起影响全城饮水安全的

公共环境事件，符合本研究对于公共环境事件

中科学传播研究的初衷，由于其新近性，对于

样本的采集和开展是大有裨益的。

本研究通过 JAVA 编程对微博进行 API 登

录，从而抓取了 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17 日兰

州水污染期间用于研究的 TOKEN 样本数据。

数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水污染事件

关注的用户基本信息的数据，该数据通过以

“水污染”为关键词，在搜索之后用新浪微博

对搜索结果的“精选”微博进行排序，最后我

们选择“认证用户”生成的“原创”微博从而

筛除掉良莠不齐的微博内容，最后得到 6 145

条微博内容。通过对这些微博的发出主体的整

理，得到 503 个对水污染事件关注的用户信息

数据 （N=503）。这些数据将被用于聚类分析，

从而找出对水污染事件关注的用户的特征类

型，并对不同类型的用户信息进行分析。

数据的第二部分为不同类型用户针对“兰

州水污染事件”发布的微博的内容数据。由于

内容数据太过复杂和 API 接口的流量限制的原

因，该部分数据采用了个案分析法，即对不同

类型的典型用户针对“兰州水污染事件”发布

的相关微博进行内容分析，包括对不同类型用

户微博中含有水污染科学信息的微博进行了进

一步的传播节点、评论量等数据的抓取等，试

图找出不同传播主体发布的微博中具有科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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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内容的传播路径。
2.3 水污染环境事件的微博关注主体

通过数据抓取得到 6 145 条微博内容，并

去除重复的用户信息，得到 503 个对水污染事

件关注的用户信息数据 （N=503），通过用户

标签和用户简介，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了

六个大类，分别为新闻媒体官方微博 （占

31.2%）、商务微博 （20.3%）、微博名人

（19.8%）、政府部门政务微博 （15.7%）、环保

组织微博 （5.8%） 以及新闻记者 （5.2%） 和

其他 （2.0%）。

新闻媒体官方微博既包括传统的纸质媒体

（如新京报）和电子媒体（中国之声、央视新闻）

在微博的认证微博，也包括了新崛起的网络新媒

体，比如财新网和新浪新闻中心等认证微博。这

一类微博拥有最为庞大的粉丝量（m=2 578 631），

其影响力与其母体媒体的影响力成正比。内

容上，这类微博用户依靠自己母体媒体的信

息平台和专业的运营团队，微博内容多样翔

实，一般每天更新以维持庞大的受众群体，平

均微博数也是最多的，为 40 847.6。

政府部门微博用户主要包含各地环保局

（厅）、政府宣传部门、环境监察中心等。在抓

取到的政府部门微博用户样本中各地环保厅占

大部分 （86.0%），政府部门微博用户是政府声

音在微博传播的窗口，相当于新闻发言人，所

以拥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内容上，大

部分微博都是有关部门政务发布的相关内容。

商务微博包括净水器商家 （如美的电器）、

环境咨询公司及其经营者以及经营与水资源

相关产品的商家，这些微博用户大多数拥有大

量的“僵尸粉”。同时，此类用户出于商业利

益，会在自身的广告微博中加入水污染的科普

信息，同时也会对水污染现状进行评论和描述。

微博名人包括社会各个领域获得身份认证

的名人，这些人一般在社会中的某些领域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这也为他们赢得了相当大的粉

丝量 （m=909 895）；微博内容上，除了博主个

人的生活琐事、爱好外，也包含其个人对社会

热点事件的看法等。

环保组织微博用户和新闻记者是微博平台

上对环境污染事件特别敏感的一类群体，他们

往往基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事态的发

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大众对事件的认知。

2.4 不同传播主体的科普信息的传播

根据上述在微博平台中对水污染事件关

注主体的分类，分别在四个类别中挑选出具

有代表性的微博用户，通过抓取该用户有关

2014 年 4 月“兰州水污染事件”中具有科普

性质的原创微博，在对微博进行内容分析之

外，同时找出不同微博用户主体的微博传播

节点和传播特征。抓取的数据的内容分为以

下几类。

图 1 水污染事件的微博关注主体分类

类别

新闻媒体官微

政府部门官微

商务微博

环保组织微博

新闻记者

微博名人

其他

百分比

31.2%

15.7%

20.3%

5.8%

5.2%

19.8%

2.0%

数量

157

77

102

29

26

100

12

表1 不同类别微博用户的基本情况

平均微博数

40 847.6

10 455.8

9 683.1

6 185.8

15 440.3

15 568.0

2 003.1

平均粉丝数

2 578 631.0

588 827.1

32 719.8

99 753.7

469 733.9

909 895.0

1 132.3

用户基本情况

微博内容

科普微博

微博粉丝数

相关微博数量

科普微博数量

微博主题

科普内容

转发量

评论量

微博形式

微博转发节点

节点情况

路径图

表2 微博传播路径抓取的数据的内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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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官方政务微博中科普信息的传播

对水污染事件关注的政务微博用户主要包

含各地环保局 （厅）、政府宣传部门、环境监

察中心等。由于兰州环保部门并未开设微博账

号，我们选择了兰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的政务

微博“兰州发布”进行个案分析，并同时分析

了拥有众多粉丝量的北京市环保局官方微博

“环保北京”和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官方微博

“江苏环保”进行对比。

首先我们对“兰州发布”有关兰州水污染

的微博进行了抓取，共抓取到相关微博 78 条

（N=78），其中包含科普性质的信息的微博 34

条 （n=34） 占相关微博的 43.6%。其微博主题

（图 2） 主要集中在自来水苯监测数据的发布

（占 54.0%）、事故处理的进展 （15.0%）、市区

的饮用水供应情况 （18.0%） 和政府的告市民

书 （10.0%），其微博的平均转发量为 50.73

次。其中科普内容主要出现在苯监测数据的背

景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国家饮用水苯的含量标

准，科普内容比较单一。

我们对其中一条包含有科普内容信息的微

博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 （图 3），并抓取其转

发的关键节点。该微博被转发了 671 次，其转

发原创微博的传播深度为四级 （图 4），其中

一级转发为 231 人，二级转发为 132 人，三级

转发为 9 人，四级转发为 1 人。二次转发的关

键节点为“头条新闻” （57 次） 和“财新网”

（42 次），二者都是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抓取条件应用于

“环保北京”和“江苏环保”，结果发现二者

对兰州水污染事件相关的微博均为 0 （N=0）。

随后我们做出了调整，仅在“环保北京”和

“江苏环保”抓取“水污染”的相关数据，分

别得到 12 条和 82 条微博。其中含有科普内

容的微博分别为 0 条和 9 条 （占 11%）。“环

保北京” 有关水污染相关的微博的主题主要

集中在所辖北京各区 （丰台区、顺义区等）

的环保局活动情况、环境政策和北京水污染

防治，其微博平均转发量为 5.17 次；“江苏

环保”的微博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辖区内环保

部 门 动 态 （45.2%），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8.3%）、国家环境政策 （14.2%）、太湖

（10.7%） 和淮河 （12.00%） 治理，其微博平均

转发量为5.18次。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官方政

务微博对水污染相关微博的发布主要是基于

官方政务信息发布的需要，科普类信息主要

通过发布信息的背景材料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普点比较单一。其次，各地环保局针对环

境事件的关注基本偏向当地辖区内发生的内

容，地区差异很大，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辖

区内水污染情况和防治政策与法规两个方面，

对于科普性的主题很少提及。第三，政府宣

传部门微博相比环保部门微博会得到更多的

关注，其转发量和传播深度明显高于环保部

图 2 “兰州发布”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的主题分布

图 3 “兰州发布”相关科普微博的传播路径图

图 5 “江苏环保”的水污染微博的主题分布

图 4 “兰州发布”科普微博的转发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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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微博。第四，科普微博的传播深度受转发

用户的性质影响，转发用户的影响力越大则

微博的传播深度越深。
2.4.2 新闻媒体官方微博的科普信息的传播

新闻媒体官方微博用户包括网络新闻媒

体官方微博 （如头条新闻、财新网），纸媒官

方微博 （如人民日报） 和电视媒体官方微博

（如央视新闻）。我们选择了新浪新闻官方微

博“头条新闻”，全国机关报“人民日报”官

方微博和专业性报纸“中国环境报”官方微

博以及电视媒体“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作为

研究对象，从而探求新闻媒体官方微博的科

普信息的传播方式。

首先，我们对“头条新闻”有关兰州水污

染的微博进行了抓取，共抓取到相关微博 34

条（N=34），其中包含科普类信息的微博 10 条

（n=10），占相关微博的 30%。其微博主题 （图

6） 主要集中在从其他传统媒体中获得的事件

进展情况，包括事故问责 （17.5%）、供水信息

（23.5%），转发官方发布的事件情况 （53.0%）

以及科普信息 （5.8%），其中还有专门制作的

苯污染的科普图片。综合其有关兰州水污染的

微博的转发量，其平均转发量为 722次。

我们对“头条新闻”相关微博中一条包含

有科普内容信息的微博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

（图 7），并抓取其转发的关键节点。该微博被

转发了 616 次，其转发原创微博的传播深度为

二级 （图 8），其中一级转发为 540 人，二级

转发为 21 人。从中可以看出，“头条新闻”

微博主要以二次转发传播为主，传播深度较

低但广度很大，这与其自身庞大的粉丝数量

有关。

随后，我们用同样的抓取条件应用于“人

民日报”官方微博和“中国环境报”官方微

博。数据显示相关微博分别为 15 条 （N1=15）

和 7 条 （N2=7），其中包含科普类信息的微博 7

条 （n1=7） 和 5 条 （n2=5） 分别占相关微博的

47%和 71%。其微博主题 （图 6） 主要集中在

水污染途径科普、供水信息和苯含量检测，其

微博的平均转发量分别为 1 142次和 13.6 次。

最后，我们用同样的抓取条件应用于“央

视新闻”，共抓取到相关微博 19 条 （N=19），

其中包含科普类信息的微博 2 条 （n=2），占相

关微博的 10.5%。其微博主题主要集中在供水

信息、苯含量检测和事故原因，其微博的平均

转发量为 774 次。我们对“央视新闻”相关微

博中一条包含有科普内容信息的微博进行了社

会网络分析 （图 9），并抓取其转发的关键节

点。该微博被转发了 914 次，其转发原创微博

的传播深度为三级 （图 10），其中一级转发为

711 人，二级转发为 52 人，三级转发为 5 人。

图6 “头条新闻”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的主题分布

图 7“头条新闻”相关科普微博的传播路径图

图 8 “头条新闻”科普微博的转发层级

图 9 “央视新闻”相关科普微博的传播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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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首先，新闻媒体官方微博因为其

媒体本身的信誉拥有庞大的粉丝量，这为微

博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受众，扩大了微博传

播的广度，但是微博传播的深度较低。其

次，从转发量来看，“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m=1142 次 ) 影 响 力 最 高 ， “ 央 视 新 闻 ”

(m=774 次)，头条新闻 （m=722 次） 其次，

“中国环境报”(m=13.6 次)最末，环境专业性

新闻媒体与新闻性媒体相比影响力要弱很多，

但是其专业性科普内容的比重要大于其他媒

体，但其传播的范围很受局限。再次，新闻媒

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的主题

比较一致，大致分为供水信息、事故调查进展

和事故原因和科普信息等。最后，网络新闻媒

体对水污染科普别出心裁。由于其自身没有采

访权，针对水污染事件新闻只能改写和转发其

他媒体或者官方消息，因此增加了其对新闻消

息之外的背景知识处理的原创性。
2.4.3 环保组织微博中科普信息的传播

环境保护组织的水污染信息传播一般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自身组织的官方微博，

另一种是通过组织内关键成员的个人认证微

博来进行发布。我们此次抓取了环保组织自

然之友的官方微博“自然之友”和公众与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个人认证微博“公众环境

马军”。

在对“自然之友”的微博进行抓取后找出

其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有 5 条 （N=5)，其中

包含科普类信息的微博 1 条 （n=1），占相关

微博的 20%。其微博主题主要集中在对事件

的问责上，所有微博都是以在转发别人微博

的基础上增加评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平

均转发量为 68.8 次。

在对“公众环境马军”的微博进行抓取后

找出其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有15条（N=15)，

其中包含科普类信息的微博1条（n=1）占相关

微博的7%。其微博主题主要集中在对事故责任

的问责和对事件处理过程的个人评论。所有微

博也都是以在转发别人微博的基础上增加评论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平均转发量为 8.7次。

我们对“自然之友”水污染相关微博中一

条包含有科普内容信息的微博进行了社会网络

分析 （图 11），并抓取其转发的关键节点。该

微博被转发了 493 次，其转发原创微博的传播

深度为四级 （图 12），其中一级转发为 293

人，二级转发为 96 人，三级转发为 18 人，四

级转发为 8 人。从中可以看出，“自然之友”

微博既有广度也具有深度。在二次转发中，环

保组织“绿色和平” （转发 19 次） 和 6688.

com 网站创始人“老榕” （被转发 18 次） 成

为关键节点，促进了该条微博的深度传播。

综上，环保组织微博在内容上倾向对事件

的问责，形式上基本上是以在转发别人微博的

基础上增加评论的形式。环保组织资金有限，

少有获得原创信息的来源，所以它们基本上都

是在别人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评论。

在影响上，环保组织微博容易得到关注环保人

图11 “自然之友”水污染科普微博的传播路径图

图 12 “自然之友”科普微博的转发层级

图 10 “央视新闻”科普微博的转发层级

转
发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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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同行的支持，从而使得其科普信息微博

传播的更为深入。
2.4.4 微博名人的微博中科普信息的传播

微博名人包括社会各个领域获得身份认

证的名人，这些人一般在社会中的某些领域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们此次抓取了法律学

者、律师名人“徐昕”的微博，并对其有关兰

州水污染的微博进行了分析。通过抓取，获

得了 3 条 （N=3)相关微博，其中含有科普内容

的微博 1 条 （n=1)，占相关微博数量的 33%。

其微博主题集中在兰州水污染的法律问题和

水污染科普，其形式主要是转发其他外部媒

体链接加上自己的评论。

图 13 和图 14 是针对其中一条含有水污染

科普内容微博的社会网络传播分析，同时也

对抓取的转发的关键节点进行了分析。该微

博被转发了 1 502 次，其转发原创微博的传播

深度为五级，其中一级转发为 975 人，二级转

发为 213 人，三级转发为 37 人，四级转发为

11 人，五级转发为 1 人。其关键转发节点有

资深媒体人“曹景行” （被转 49 次），凤凰博

报官方微博“凤凰博报” （被转 22 次），凤凰

网公益官方微博“凤凰公益” （转发 20 次）

以及时评作者“奋壹” （被转 17 次） 等。这

些优质转发用户的存在使得该条微博无论是

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综上，微博名人对水污染事件的关注的

视角因其所在的不同领域而不同，这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微博用户发布的微博内容。在

形式上，名人用户往往借助外部媒体加上自

己的评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专业角度的见解，

从而影响他人。
2.4.5 商业微博中科普信息的传播

商务微博包括净水器商家 （如美的电器）、

环境咨询公司及其经营者以及经营与水资源

相关产品的商家，此类用户出于商业利益，

会在自身的广告微博中加入水污染的科普信

息，同时也会对水污染现状进行评论和描述。

我们通过对安之星净水器的官方微博“安之

星”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进行了抓取，得

到相关微博 6 条，其微博的平均转发量为 12

次，其中含有科普内容的微博 2 条，占相关微

博数量的 33%。针对其中一条含有水污染科

普内容微博的社会网络传播分析发现 （图

15），其传播深度为 2 级，其转发人群主要是

普通用户，其影响力非常弱。

综上，从商务微博用户发布的微博内容

上看主要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广告，如净水器

性能在去除污染时的作用等，形式上基本是

对水污染事件的评论。此类微博影响力特别

弱，而且微博中的科普内容可信度很低。

3 微博平台上科普信息传播特征
3.1 科普信息微博内容的表现形式

微博平台对微博发布的内容有 140 字的限

制，然而很多内容很难在限定的字数之内讲

清楚，于是便有了很多的辅助工具来对内容

做进一步的阐述，使得微博科普内容形式更

图13 “徐昕”水污染科普微博的传播路径图

图 14 “徐昕”科普微博的转发层级

图 15 “安之星”有关兰州水污染的微博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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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丰富多样。
3.1.1 纯科普文字信息

类似表现方式多见于专业性环保组织或者

专业媒体微博用户，纯科普文字信息往往是针

对一到两个科普点进行的文字描述，具有很强

的专业性。比如“中国环境报”微博在兰州水

污染期间连续发布的 3 条关于饮用水污染的 3

种途径的科普微博，这 3 条微博虽然只有文字

描述，但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从

转发量来看，这 3 条微博的平均转发量只有 7

次，影响力度很弱。
3.1.2 科普文字信息加长微博、图片、视频或外

部链接等附件

这种表现形式突破了微博 140 字的限制，

通过附件的形式把文字信息要表达的内容通过

图片或者视频等附件更为生动地诠释出来。例

如长微博的字数多，往往涵盖了多个信息点。

图片，分为新闻图片和信息图片，新闻图片多

为与水污染相关的背景资料，而信息图片则是

经过后期整理所做的科学可视化或者水污染发

生机制的流程图，等等。比如“头条新闻”在

兰州水污染期间所做的与此次事件相关的有关

水污染原因的知识图引来了 616 次转发，取得

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3.1.3 新闻加作为背景的科普信息

这种表现形式是微博中科普信息传播的最

主要形式，发布主体主要是新闻媒体的官方微

博，这些微博在发布新闻信息的同时，为了更

进一步说明事件的利害，往往会加入新闻背景

来使新闻变得更加具体。比如说兰州水污染期

间，各大媒体都会跟进兰州自来水中苯含量的

检测情况，其中苯元素以及苯含量的国家标准

就成为新闻的重要背景材料。其新闻背景中有

关的科学信息也随之传播开来。
3.2 科普信息微博内容的传播特征

首先，微博科普信息传播的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虽然微博信息发布必须在 140 字以内

完成，一条微博往往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

单独说明一个或两个主题，但是微博允许外部

链接，允许上传视频和图片来丰富微博内容，

使得微博的内容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变得丰富，

呈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央视新闻”多

借助上传央视新闻报道来充实微博，“头条新

闻”常常自制新闻事件图片来详述事件始末，

使人一目了然。

其次，微博传播的广度 （一级传播） 受微

博粉丝数量的多少影响大，微博粉丝的质量决

定微博传播的深度。根据前面的分析数据，

“人民日报”的粉丝数量是“中国环境报”的

200 倍，其微博的平均转发量也是“中国环境

报”的 80 倍。另外，拥有众多优质粉丝的名

人微博“刘昕”的水污染科普微博通过多个新

闻官方媒体微博账号的转发，使得其微博无论

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第三，传统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具有可获

得第一手新闻消息的天然优势，这样的第一手

消息往往会被网络新闻媒体微博、名人微博、

环保组织等微博用户转发，达到最好的传播广

度和深度，因此包含在该微博中的科普信息也

会得到很好的传播。比如“人民日报”、“央

视新闻”，其原创的微博信息平均一级转发量

都超过 500 次。

第四，纯粹性的科普微博往往得不到很好

的传播效果。微博科普性内容的表现方式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科普微博，整条微博都

在讲一到两个科普要点，科普内容的表现比较

全面和清晰。例如“中国环境报”有连续 3 条

微博分别讲述了自来水受污染的 3 种不同途

径，这 3 条微博的平均转发量为 12.7 次，传

播的效果不佳；一种是作为背景材料出现的科

普知识点，例如“兰州发布”在发布自来水监
测的苯含量时会将国家规定的苯含量标准或者

苯的特性通过背景介绍表现出来，这些微博的

一级平均转发量为 156.3 次。

第五，名人微博用户、环保组织微博用

户、新闻记者微博用户和商务微博用户对水污

染事件的关注基本上是以转发加自我评论的形

式出现，这些微博用户往往提供的是评论，有

很重的个人倾向，反映了个人对某特定水污染

事件的意见。比如律师“刘昕”对兰州水污染

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事件中的法律问题。名人微

博用户、环保组织微博用户、新闻记者微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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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布的微博主题侧重事件处理的进展和事

故的问责，而商务微博中的水污染有很重的

商业宣传倾向。比如“安之星”微博对兰州水

污染的苯进行了详细描述，目的在于介绍其净

水器中净化苯污染物的功能。

4 水污染事件微博科普的建议
首先，针对微博平台上环境类专业性微博

用户而言 （如专业环境新闻专业媒体“中国环

境报”、环保组织等），他们往往有专业的知识

和接近专业人士的有利条件，但是其粉丝量相

比较其他综合新闻类媒体微博和大 V 名人而

言优势大减，其微博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弱。所

以这类用户应该在增加粉丝量、吸引更多受众

上多下功夫。科普内容的发布上，多多使用科

学可视化图片、微视频等生动的表现形式，尽

量少使用纯粹的科普性文字，要尽量使科普信

息生动有趣易于理解，使其成为真正大众理解

的科学。

其次，就传统新闻类媒体微博 （“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等） 而言，应继续发扬其

第一手信息发布的优势，同时处理好新闻信息

和新闻背景中科普信息点的比重，以及科普信

息的可信度等问题，这些第一手信息中的科普

信息往往会随着微博信息的广泛传播成为科

普的热点。也可以多多引用环境类专业性微

博用户的微博，提升科普信息中科学知识的

正确性和专业性，也可以通过自身庞大的粉

丝量使得专业性微博用户的微博得到更好的

传播[8]。

第三，针对名人微博而言，微博名人应该

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特长，在转发有关水污染

信息微博时可酌情添加自己对相关知识的了

解，以此来对微博中的科普点进行补充，从而

促进科普信息的完善。

第四，网络新闻媒体类微博 （如“头条新

闻”） 应在转发或改写相关水污染信息的微博

的同时，积极发挥其对事件整理归纳和新闻背

景资料发掘的能力，特别是涉及相关科普信息

的时候，应动用多种多媒体表现形式 （如“一

图叫你看懂苯”） 来丰富自己的原创微博。

第五，微博中商业性微博用户在利用科

学信息为自己产品做宣传时应注意其科学信息

的正确性和专业性，以免误导消费者和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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