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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舆”字的基本

含义是“众”。 《左传》 “僖公二八年”中说，

“舆者，众也”。按照 《辞源》 的解释，舆情的

字面含义，是指“民众的意愿”[1]。所谓舆情，

通俗来说，一般指公众对人、事、物或某种现

象的情绪、态度和意见，舆情是民意的反应，

对政府决策部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科普

舆情是指公众对科普领域各类信息、人物、事

件与现象的情绪、态度和意见，它不仅表现在

公众的态度如何，还包括公众重点关注哪类信

息或者议题，以及其关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网络科普舆情是指借助互联网，通过连接到

网络里的各种设备获取到的相关科普舆情，网

络是一种数据获取手段。

网络科普舆情是社会舆情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化文

化背景逐步确立，公众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丰

富，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区个性化差异就表

现得越强烈，人们的具体要求就越多，表现出

微观和琐屑，对于科普工作者而言，这导致了

科普对象的不断复杂，科普需求日趋宽泛和精

细，科普工作的开展只有关注到对象需求的多

样性和个性特点，在具体工作中做好对象的细

分和做到以人为本，才能使科普服务的效果最

大化[2]。大数据时代，网络科普舆情不仅可以

快速产生，而且可以快速发酵，进而对科普领

域主管部门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

能是正面推动，也可能是负面施压。因此，及

时了解网络科普舆情，对于科普领域主管单位

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对正面科普舆情进

行相关强化与扩散，让其促进科普领域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带有负面情绪的科普舆情

则要找到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

疏解，为公众释疑解惑，从而让科普工作做到

良性发展。

本文依托全媒体数据支持，通过舆情监

测系统对科普领域相关报道及网友评论进行

整合分析，形成舆情趋势图。分析结果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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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普领域相关单位来说有重要价值之外，

对于媒体的科学传播工作来说同样意义重大。

媒体通过该研究可以及时了解网络科普舆情，

从而了解公众关注的信息、话题以及其观点

和态度，这对于媒体确定选题、传播科学知

识、澄清科学领域谣言以及进行舆论引导都

有很大的帮助。此外，网络科普舆情研究还

向科普信息化建设的项目承担者、各级科协、

学会的工作者提供科普内容的选题以及切入

方向的参考，并为科协系统及相关部门提供

和科普相关的热点焦点、突发重要新闻预警，

支持科协系统工作。

1 网络科普舆情数据分析方法
1.1 网络科普舆情数据平台建设

科普舆情分析需要大量的数据。为了获取

数据，2015 年中国科协与中国科普研究所和

新华网合作，共同建设了科普舆情数据监测

系统———科普中国实时探针，通过该平台可

以实现对数据的实时获取，从而为后续数据

分析服务。

根据网络科普舆情关注重点及科普舆情

特点，科普舆情系统监测数据平台共分为八个

版块，分别是舆情总览、分析、科普热点、科

普关键词、微博监测、负面预警、搜索、报

告。“舆情总览”里可以看到科普热度走势

图、载体分布图和科普舆情地域分布等内容；

“分析”版块里可以通过选择日期看到当时

（日、周、月） 的舆情曲线图，也可以看到媒

体趋势图和科普专题分布等内容，由此可以

看到媒体平台信息量分布及热点科普专题等

情况；“科普热点”版块则可以按照平台类型

及日期查看阅读量大的热门科普新闻；“科普

关键词”版块，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关键词看

到该类型专题的发文数；“微博监测”版块里

可以看到微博账号发文总数排行榜及博主发

博排行榜；“负面预警”版块里则有一些需要

预警的负面信息；“搜索”版块里可以通过日

期、标题、作者等信息搜索站内或者全网信

息；“报告”版块则可以生成日报或者简报。

目前监测系统主要涵盖了七个媒介平台

形态，分别是论坛、博客、网络新闻、微博、

纸媒、微信、APP 新闻，基本涵盖了数据可以

搜索获取的主要媒介样态。监测系统对监测内

容进行不同科普主题的划分，给每个主题有针

对性地设置科普领域监测关键词，并及时进行

研判更新。后台通过这些监测关键词可以在各

大监测平台实时获取数据，并进行数据存储与

分析，后期可以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对系统获

取到的数据进行深度解读。例如，根据阅读量

与回复量等内容统计出重点及热点科普信息；

对网友评论和媒体态度进行提炼概括；思考科

普启示等。最后根据这些内容形成文字版周

报、月报和年报。
1.2 网络科普舆情数据分析方法

网络科普舆情系统的建立为科普舆情数

据的实时抓取和收集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

对这些在线数据进行整合梳理分析，找出其

中的趋势和规律，可以了解网络科普舆情的

状态。网络科普舆情研究周报、月报等以舆

情系统收集的数据作为起点，结合人工方式

对不同时间段的网络科普舆情情况进行解读，

产生了具体直观的阶段性成果，对其研究数

据进行整合分析可以从更加整体的视角诠释

网络科普舆情规律。而通过系统在线数据曲

线图的直接生成，则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周期

的舆情趋势变化，对于了解网络科普舆情来

说效果更加直接生动。

出于以上考虑，本文数据分析主要从两个

方面来开展：第一个方面是将数据监测系统

2015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3 个月的 12 份

周报和 3 份月报进行数据提取，结合统计学的

系统抽样方法，对被抽取出来的周报和月报样

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数据规律及相关结论；

第二个方面是对舆情监测系统里面的相关数据

进行在线二次分析，寻找舆情趋势的规律。比

如选定特定日期，对数据监测系统里面的趋势

图进行生成和分析，发现和总结其中的规律。

根据系统抽样原则，本文对 12 份周报样

本进行了间隔取样，共获得 6 份样本；对 3 份

月报样本进行了全样本分析。在现有 12 份周

报样本中，2015 年 12 月 21 日—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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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这期周报因假期及项目进度原因发布的是

双周报，其余的 11 份都是周报，现将这 12 份

周报进行数字编码，设置为 1~12 号，在这 12

份样本中进行间隔抽取后确定 6 份样本，即序

号为 1、3、5、7、9、11 的这 6 份周报。通过

对这六期周报的数据进行录入分析，总结出数

据规律 （为便于文字表现，接下来仅以样本序

号代替样本的时间周期）。

除了对周报进行抽样分析，还将对 3 份月

度样本进行全样本分析。

2从数据看网络科普舆情特征与规律
正式分析前，将研究中会涉及的词汇———

“热度”释义如下：舆情分析中所提及的“热

度”和通俗意义上表达温度的“热度”含义不

同，舆情分析中的“热度”通常指新闻或者其

他信息的热门程度，这种热门程度通常体现为

文章发布量、用户阅读量或者网民评论回复数

等，一般通过数字或者分析百分比等指标来体

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通过热度指标可以看

出研究对象 （这里指科普相关信息） 被用户关

注或者热议的程度。

本文研究基于两个研究入口开展：第一种

是对舆情数据监测系统的研究周报和月报进

行分析，针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得出相关

结论，即：不同载体舆情热度对比、同类载体

舆情热度对比、科普专题舆情热度对比；第二

种是对舆情数据监测系统进行在线数据分析，

得出科普舆情趋势曲线图规律，即：舆情热度

趋势图分析 （日、周、月）。

（1） 不同载体舆情热度对比显示: 网络新

闻、论坛、微信三个平台新闻量大。

载体这里指媒介形态 （下同），具体指网

络新闻、博客、论坛、APP 新闻、微信、纸

媒、微博这七类数据源。舆情热度指不同媒

介平台抓取的新闻量，新闻量越大，说明该

媒介形态的科普信息越多，作为科普平台的

功能性越强，网友也越关注。通过对不同载

体信息量的分析，可以知道当前哪类载体的

科普信息量较多。

研究对 6 份样本中不同载体的新闻量进行

统计，以不同形态载体在七类载体中新闻量占

比情况作为对比参数，对不同载体信息量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科普舆情信息的主要

阵地。

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别平台的

新闻获取量在总量占比中呈现比较平稳的态

势。综合来看，网络新闻、论坛、微信这三个

平台分别排名前三位；APP 新闻平台和纸媒平

台列最后两位；博客和微博的新闻获取量则保

持在一个大致相当的浮动范围，但微博比博客

的信息量略占优势。如表 2 所示。

（2） 同类载体舆情热度对比显示：搜狐新

闻、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在各类载体中排名

领先。

为了了解同类载体中表现比较突出 （排

名前三位） 的佼佼者，从而确定舆情聚集的

重点媒介，因此做了这一对比排名。排名主

要分析同类载体舆情热度排名前三位的媒介，

这一排名可以为科普传播工作提供目标聚焦

点，在信息投放时可以确定舆情关注的优先

选项，做到有的放矢，不至于在众多同类型媒

表 1 不同时间段的周报样本统计
样本 1

20151005—20151011
样本 5

20151102—20151108
样本 9

20151130—20151206

样本 2
20151012—20151018

样本 6
20151109—20151115

样本 10
20151207—20151213

样本 3
20151019—20151025

样本 7
20151116—20151122

样本 11
20151214—20151220

样本 4
20151026—20151101

样本 8
20151123—20151129

样本 12
20151221—20160103

表2 不同载体舆情热度对比：新闻量占比（%）

载体

网络新闻
博客
论坛
APP 新闻
微信
纸媒
微博

1
38
7
17
3
17
4
14

3
41
6
17
3
15
5
13

5
43
7
17
3
15
5
10

7
41
9
16
4
15
5
9

9
42
10
17
4
10
5
10

11
37
19
19
4
10
4
7

样本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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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中眼花缭乱。

通过综合数据可以看出，网络科普舆情数

据来源最多的新闻类网站平台是搜狐新闻，博

客平台是新浪博客，论坛平台是百度贴吧，新

闻 APP 是 Zaker，纸媒是南方日报，微博是新

浪微博。表 3 是详细数据表。

论坛：从该数据中可以看到，百度贴吧在

6 期抽样中稳定排在第一位，可以看出百度贴

吧在用户中受到极大欢迎；网易论坛则在这 6

期抽样中，5 次排名前三位，综合排名仅次于

百度贴吧，位列第二位。其他如万户论坛和青

青岛社区也在前三名的序列中时有出现，可以

看出这两个平台在论坛用户中也有一定的吸

引力。

博客：在该载体类别的 6 期抽样中，新浪

博客、天涯博客、和讯博客这三个平台以稳定

的排名分别位列第一、二、三位。

网络新闻：在网络新闻平台中，搜狐新闻

以绝对优势在 6 期样本中连续排名第一位，可

以看出它是最主要的信息获取平台；光明网则

在 6 期抽样中连续 6 期排名前三位，可以看出

它是排名第二位的网络新闻来源平台；中国网

则在 6 期抽样中有 4 期排名前三位，在本平台

中排名第三位。

纸媒：在纸媒类载体中，南方日报在 6 期

样本的前三位中均有出现，并位列 4 期样本的

第一位，可以看出在纸媒中具有很强的辐射

力，在该类载体中排名第一位；山西商报在 6

期样本中有 3 次排名在前三位，综合排名第二

位，有些出人意料；其他如中国环境报、南方

都市报、深圳特区报分别有 2 次出现在本次前

三名的排名中，可以看出这几个媒体也是纸媒

信息比较重要的信息获取平台。

新闻 APP：在 6 期抽样中，Zaker 新闻每

期都排在前三位，其中四次排名第一，可以看

出在新闻 APP 中，Zaker 新闻综合排名第一

位；搜狐新闻则在 5 期抽样的前三名中都有出

现，综合排名第二位；百度新闻则以 3 期入选

前三名的成绩位列新闻 APP 的第三名。

微博：新浪微博以绝对优势占据 6 期抽样

的第一位，是信息获取排名第一位的微博平

台；腾讯微博在 6 期抽样中均排名前三，综合

排名位列微博平台的第二位；和讯博客和新浪

长微博在 6 期抽样中分别在前三位中出现 3

次，可以看出这两个平台仅次于新浪微博和腾

讯微博。

（3） 科普专题舆情热度对比显示：健康医

疗类信息始终位列第一位。

表 3 同类载体舆情热度对比：排名前三位

载体

网络新闻

博客

论坛

APP 新闻

微信

纸媒

微博

1
搜狐新闻
网易新闻
光明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网易论坛
天涯
Zaker 新闻
搜狐新闻
人民新闻

—
南方日报
金华晚报
山西农民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长微博

3
搜狐新闻
潍坊新闻网
光明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万户论坛
网易论坛
Zaker 新闻
人民新闻
搜狐新闻

—
南方日报
中国环境报
人民日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长微博

5
搜狐新闻
光明网
中国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万户论坛
网易论坛
Zaker 新闻
中国经济网
搜狐新闻

—
南方日报
中国环境报
深圳特区报
新浪微博
新浪长微博
腾讯微博

7
搜狐新闻
光明网
中国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网易论坛
东方财富网
Zaker 新闻
百度新闻
人民日报

—
南方日报
山西商报
深圳特区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和讯博客

9
搜狐新闻
中国网
光明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温商社区
青青岛社区
百度新闻
Zaker 新闻
搜狐新闻

—
山西商报
南方都市报
南方日报
新浪微博
和讯博客
腾讯微博

11
搜狐新闻
中国网
光明网
新浪博客
天涯博客
和讯博客
百度贴吧
青青岛社区
网易论坛
百度新闻
Zaker 新闻
搜狐新闻

—
山西商报
南方日报
南方都市报
新浪微博
和讯博客
腾讯微博

样本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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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对科普领域信息进行

监测，本文对科普领域信息进行了专题划分，

具体分为应急避险、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前沿科技、健康医疗、能源利用、事故、信

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伪科学等多项类别。

每类专题里面包括众多关键词，关键词采用

迭代更新机制，根据热点焦点科普内容，定

期进行新词增加和补充。舆情监测系统通过

专题名称及关键词可以实现对科普信息的即

时抓取，抓取的信息会自动归类在各自的专

题中形成信息总量。

在众多科普专题中，会有一些专题的信息

量相对来说较多，另外一些专题的信息量则相

对较少。通过科普专题舆情热度进行对比，可

以更多地了解信息量较多的专题领域，通常这

些领域和公众相关度更大，可以为科普工作提

供借鉴视角。

研究分别把 6 份样本中排名前三位的科普

专题进行提取排列，形成如表 4 所示的内容。

可以看到排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可以看

出信息量较大的科普专题。

通过 6 份样本排名前三位的科普专题排

名可以看到，健康医疗类信息始终位列第一

位，生态环境则以极大优势排名第二，事故

类科普专题排名第三，信息通信技术专题在

不同周的报告中也偶有出现。综合来看，排

名前三位的专题都是和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领域。

（4） 日、月、周舆情热度趋势图呈现出显

著规律。

本次舆情热度趋势图主要从舆情监测系统

数据平台出发，对每日、每周、每月的舆情趋

势图进行分析，得出三个不同时间周期的舆情

特点如下。

① 从每日舆情热度走势看，上午 9 点和

下午 3 点是高峰时段。

每日舆情热度趋势图选取 6 份样本的每周

三数据进行分析。从信息载体 24 小时的舆情

热度分布来看，从凌晨 4 点到上午 9 点呈现

信息逐渐上升的态势，9 点到达峰顶之后到中

午 12 点之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12 点到达波

谷，后又逐渐呈现上升趋势，直到下午 3 点

出现又一轮小的波峰，下午 3 点后直到下午 6

点呈现逐渐回落趋势，下午 6 点至晚间呈现

明显低线走势。由此可见，人们发布和接触

信息的两个高峰时段分别是上午 9 点左右和

下午 3 点左右。如图 1 所示。

表4 科普专题舆情热度对比：排名前三位

排名

1

2

3

1
健康
医疗

事故

生态
环境

3
健康
医疗
生态
环境

事故

5
健康
医疗
生态
环境

事故

7
健康
医疗
生态
环境
信息通
信技术

9
健康
医疗
生态
环境

事故

11
健康
医疗
生态
环境
信息通
信技术

样本

图 1 所选 6份样本的每周三舆情热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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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从每周舆情热度走势看，周三和周四

通常是高峰，周末处于较为明显的低谷。

图 2 是本次选取的 6 份样本的每周舆情热

度趋势图。样本 1 的周一至周三都在国庆节假

期，信息量相对较少，10 月 8 日上班后信息呈

现大幅上升，在之后连续上班的三天保持明显高

续图 1

图 2 所选 6份样本的每周舆情热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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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态势。其他5份样本则大体保持了类似的热度

趋势：从周一开始，信息量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到周四通常会形成信息总量的小高峰，然后呈现

逐渐下降趋势，但是周五通常仍然会保持略低于

周四的信息量，周六和周日的信息量下降比较明

显，周日通常会降到一周的最低点，到了周一，

信息量又会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③ 从每月舆情热度走势看，四个星期之

间形成较为固定及明显的波峰和波谷。

从图 3 可以看到，每个月的四个星期之间

通常会形成较为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线，这和每

周工作日舆情信息量偏多而周末的信息量偏

少有关。从每个月来说，用户在工作日通常生

活比较规律，使用互联网比较便捷，对科普信

息的阅读、分享、评论会较为活跃；周末时，

用户通常选择休息、娱乐或者是看一些“轻新

续图 2

图 3 全部传播载体月度舆情热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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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对科普信息的关注度会有所下降。从科

普传播工作来说，建议在有重要的活动或是

重要新闻需要发布时，选择合适的传播时机，

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3研究结论
在本文语境下，网络科普舆情研究主要关

注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在不同类媒介载体的对

比中，公众更喜欢从哪类载体获取科普信息；

二是在同类媒介载体中，哪些媒介平台更受

公众青睐；三是在不同类别的科普专题中，哪

类题材的科普内容更为受众所关注。除此之

外，当分别将日、月、周设定为科普信息的传

播周期时，公众对科普信息的关注度是否有

变化及是否有规律可循。通过数据分析，我们

可以将研究结论综合概括如下。

从不同载体舆情热度对比数据中可以看

出，网络新闻、论坛、微信这三个媒介平台

分别排名前三，APP 新闻平台和纸媒平台列

最后两位。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平台来说，

前三个渠道的科普信息存量或者受众关注评

论数都比较多，APP 新闻平台的热度排名相

对靠后与 APP 新闻平台的数量偏少或许有关，

而纸媒的热度排名靠后则侧面体现了其在现

实媒介生态中呈现出的式微态势。同类载体

舆情热度对比数据显示，科普舆情数据来源

最多的博客平台是新浪博客，论坛平台是百

度贴吧，新闻 APP 是 Zaker，纸媒是南方日

报，微博是新浪微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个数据结果同公众对于这些载体平台的品

牌认知有相当的契合。在科普专题舆情热度

对比中，可以看到健康医疗类信息始终位列

第一位，生态环境类专题排名第二位，事故

类科普专题排名第三位。可以看出，排名前

三位的科普专题都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领域。

通过分析舆情热度趋势图可以看出，每

日、每周和每月的舆情趋势图都呈现出一定的

规律和特点：每日舆情数据在每天上午 9 点左

右和下午 3 点左右是两个较为明显的高点；每

周舆情数据在工作日和周末之间有较为明显

的分界点，工作日尤其是每周三和周四通常是

信息量的高峰，周六和周日两天则处于较为明

显的低谷状态；每月舆情数据从趋势图上来

看，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每周之间形成比较规律

的波峰波谷线。

以上这些网络科普舆情特征及规律可以为

科普系统工作者及媒体工作者提供参考，从而

挑选合适的时机来进行信息发布及了解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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