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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生态和人类的身

心健康都造成了巨大冲击 [1]。新冠肺炎疫情的

突发性、严重性与未知性等特征，为谣言的

快速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 [2]。网络舆情的无

序发酵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次生灾害，例如

疫情暴发初期出现的盲目抢购、采取限制人

员流动措施后出现的民众恐慌性出逃等 [3]。与

传统网络传播事件所呈现出的中心化与主流

化的特点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涉及的范围广

泛，在舆情传播中呈现去中心化的特点，传

播更为迅速、周期更长、热度更高、衰减更

慢 [4]，这增加了开展应急科普、进行辟谣工作

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科普视频以

其生产及时性、传播高效性、形式多样性和

知识聚焦性的优点，在全民科学抗疫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应急科普中，科学家“有科难普”和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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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普视频的传播扩散有助于提升公众理性认知，减少社会恐慌情绪，目前

鲜有文献对知识导向的科普视频扩散开展研究。基于信息接受理论与网络嵌入理论，采用数据定向采集方法，

以 Bilibili 网站上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1 日上线的新冠肺炎科普视频为研究对象，从创建者网络入度、视

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等方面入手，探究科普视频持续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网络入度、网络贡献、

视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均对创建者网络结构嵌入和网络关系嵌入有正向影响；视频创建天数、视频时长、

网络入度、网络贡献均对科普视频扩散效果有正向影响；视频播放量、分享量、创建者网络入度均对科普视

频持续播放有正向影响，视频播放量和网络入度对科普视频持续分享有正向影响。上述发现对指导视频创建

者如何提高自身作品影响力以及网络平台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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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能普缺科”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科普创

作与大众传播两个重要环节无法实现有效对

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5]。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开展有关科普视频

扩散的研究议题。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个方面。其一，科普视频的传播策略研究，例

如新媒体环境下健康科普视频的传播策略 [6]、

短视频环境下医学类科普视频的传播策略 [7]。

其二，科普视频的传播效果研究，例如科普

视频在抖音平台的传播效果 [8]、健康科普视频

的内容特征与传播效果 [9]。其三，在线社交网

络的科普视频扩散研究，例如在不同网络社交

媒体平台的扩散模式对比 [10]。尽管学者们进行

了一定的探索，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科

普视频扩散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普视频的传播

策略与传播效果等方面，而科普视频用户行

为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二是关于应急科

普视频的研究体量不仅小，且多集中于实践

案例层面，理论研究尚不多见；三是现实中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视频传播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而鲜有文献从理论上探究科普视

频用户行为与科普视频扩散的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基于信息接受理论与网络嵌

入理论，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阶段哔哩

哔哩弹幕网站（Bilibili，简称 B 站）上发布的

新冠肺炎科普短视频为研究对象，爬取两阶

段数据，借助统计分析方法，从视频创建者

特征和视频属性入手，探究科普视频持续扩

散的影响因素，旨在洞察科普视频在疫情背

景下的传播规律，为优化科普视频传播与管

理工作提供参考。

1研究模型与假设
1.1 模型

科普视频社区中的信息流动和社交连接

具有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见图 1）。在初始

阶段，用户 B 和 A 具有有向连接，用户 C 和

B 具有双向连接，即 B 是 A 的跟随者，C 和

B 具有相互关注关系。步骤一：A 在社区中创

建并发布科普视频。步骤二：B 跟随 A，因此

当 A 在平台上发布科普视频后，B 更容易知

道该科普视频；B 可能会播放该视频，也可能

会向视频创作者“充电”（打赏的一种形式），

还可能向朋友 C 分享该视频。步骤三：当 B

将科普视频分享给朋友 C 时，C 可能会播放

该视频。步骤四：观看完科普视频后，C 可能

会向视频创作者 A 打赏，还有可能建立对 A

的关注关系。通过创作和发布视频，A 创作的

视频不仅得以在社交网络中传播扩散，A 还可

能获得更多的跟随者和经济方面的收益（来

自观看者的打赏）。科普视频创建者的社交

网络关系可能会随着科普视频的扩散而改变，

社交网络关系和科普视频扩散具有相互影响

的动态关系。随着科普视频的不断扩散，创

建者会进一步嵌入在该社交网络中，其创建

的科普视频也可能会持续扩散。

信息接受模型是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

开发的，该模型用于研究信息源的影响和信

息本身的有用性 [11]。对于在线社区，可以通

过信息本身及信息源来衡量用户对信息质量

的看法，信息源通常是指信息的发布者。科

普视频创建者就是科普视频的信息源，科

普视频特征体现了信息本身。格拉诺维特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特定的社

会关系中 [12]，网络嵌入包括关系嵌入和结构

嵌入 [13]。网络关系嵌入表现出信任、承诺和

图 1  视频扩散与社交连接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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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等关系特征，结构嵌入描述了节点在网

络中的位置特征 [14]。考虑到科普视频特征和

创建者特征会影响科普视频的扩散效果和持

续扩散，也会影响创建者自身的网络嵌入程

度，构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 2）。在模

型因变量方面，通过两个时间段视频播放和

视频分享的增加量测度视频的持续扩散效果，

通过创建者网络入度和“充电”数增加量分

别测度创建者网络结构嵌入与网络关系嵌入。

在模型自变量方面，通过创建者网络入度和

网络贡献来测度创建者网络特征，通过视频

创建天数和视频时长测度视频特征，通过视

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测度视频扩散效果。

1.2 假设提出

用 户 原 创 内 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发 布 越 早 就 会 被 浏 览 得 越 多， 因 为

它们在网站上的停留时间更长 [15]。尽管许

多在线平台使用不同的排名规则显示在线内

容，但发布日期仍然是重要的排序方法。信

息质量是信息论据说服性的强度，包括相关

性、精确性以及信息的完全性 [16]。一般而言，

UGC 的长度越长，代表该内容能传递的信息

量越大 [17]。通常，科普视频发布得越早用户

浏览和播放的次数就越多，科普视频时长越

长内容就越丰富。网络用户基于有用、好玩、

情感等目的对信息进行分享，这些行为推动

了信息在社交网络中分享和扩散 [18]。播放量

和分享量是科普视频扩散效果的重要指标，

体现了该科普视频被用户接受的程度。基于

科普视频创建天数、视频时长与扩散效果的

图 2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H1：科普视频特征对科普视频扩散效果

有正向影响。

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积极行为包括内容

生成、内容传播、关系建立和关系维系 [19]。

李进华和张婷婷研究了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

感知有用性问题，发现相对于内容特征，内

容创建者特征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更大 [20]。

社交互动机制的引入对于提升产品用户黏性

具有重要作用 [21]。在线社群拥有大量的用户，

但并非所有用户都能够做出同样的贡献。相

较于那些不积极的用户，高参与度的用户的

贡献更大 [22]，且用户做出的贡献对在线社群

的成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对于科普视频

而言，分享量和播放量是该视频扩散效果的

重要指标，而分享量和播放量的增加量则体

现了科普视频的持续扩散效果。基于科普视

频创建者特征提出以下假设：

H2：创建者特征对科普视频扩散效果有

正向影响；

H3：创建者特征对科普视频持续扩散效

果有正向影响。

社会关系对行为的影响是社会学的经典

问题之一 [12]。嵌入作为关系网络资源有效传

输的重要渠道，对于网络成员资源和信息获

取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网络嵌入理论假设网

络位置和用户网络关系的强度会影响个体行

为 [24]。为了增强用户之间的交互，平台为用

户提供了在线评论、在线交友和在线聊天功

能 [25]。具有较高网络嵌入度的用户通常会在

网络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线社交网络具

有幂律分布的特征，部分用户的入度中心度

较低，只有少量用户入度中心度较高 [26]。社

会影响对于用户的支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 [21]。通常新注册的用户更可能与那些中心

度高的用户建立连接关系 [27]。如果科普视频

创建者网络入度和网络贡献度较高，在未来

2022，17（3）：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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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收获更多的“粉丝”及打赏。科普视频

播放量和分享量越高，意味着该视频将被更多

的用户观看，这将有助于提升该科普视频创建

者的“粉丝”数量与被打赏数量。因此，提出

以下假设：

H4：科普视频创建者网络特征对网络嵌

入有正向影响；

H5：科普视频扩散效果对网络嵌入有正

向影响。

在线教育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线教

育内容的累积分享效果对持续分享效果有显

著正向影响 [26]。在线音乐创建的相关研究成

果显示，音乐专辑订阅量、转发量对可持续

扩散有显著正向影响 [27]。对于科普视频而言，

分享量、播放量越高意味着该视频扩散效果

越好。视频的分享量越高，传播范围就越大；

播放量越高，被分享的次数就会越多。因此，

科普视频扩散效果越好，就更有可能获得更

好的持续扩散效果，提出以下假设：

H6：科普视频扩散效果对持续扩散有正

向影响。

2研究方法
2.1 变量测度与数据收集

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阶段，科技自媒体

以及科研机构发表的针对新冠肺炎的科普视

频在社交网络中大量传播，而在众多社交平

台中，依托 B 站发布的科普视频在社交网络

中影响最大，传播量

级最高，其中多部代

表性科普视频还得到

了《人民日报》等官

方媒体的转发与扩散，

在全网引起巨大影响。

不同于传统的社交网

站 平 台，B 站 具 有 视

频发布门槛低、用户

群体年轻化以及高社交互动性的特点，同时

其中的弹幕文化也塑造了创作者与信息接收

者之间、信息接收者与其他信息接收者之间

独特的互动机制。由于在年轻群体中得天独

厚的影响力以及较低的视频发布门槛，B 站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为科普视频创作与传播

的主阵地，其他多个平台（微博、知乎、百

度贴吧等）的科普视频也有很多源自 B 站，

同时 B 站以鼓励视频发布为核心的创作者激

励机制也为对科普视频特征属性以及创作者

特征进行量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功能支撑。

因此，本文结合 B 站的平台特征与研究目的，

将 B 站作为数据采集的目标平台进行科普视

频的相关数据收集，从网络嵌入视角探讨创

作者特征以及视频属性对于科普视频扩散的

影响作用机制。

B 站 2022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显示，截

至 2022 年第一季度，B 站月均活跃用户达 2.94

亿，移动端月活跃用户达 2.76 亿 [28]。UP 主

是 B 站视频创作者的简称，UP 主自发或在平

台激励下创作视频内容并发布。用户在观看

过程中可以通过发布弹幕和发表评论的方式

传播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创作视频，从而成

为 UP 主。视频网站大都开通了点赞、评论的

方式为用户提供支持视频创建者的功能。区

别于其他视频网站，“充电”是 B 站提供的打

赏功能，鼓励用户通过为自己喜欢的视频创

建者“充电”来表示对 UP 主的鼓励与认可。

表 1  变量测度

测度方法
该视频已经创建的天数（以 2020 年 5 月 1 日为参考日）
该视频的长度（分钟数）
第一阶段创建者的“粉丝”数量
第一阶段创建者在平台创建的所有视频数量
第二阶段入度数量与第一阶段入度数量之差
第二阶段获“充电”量与第一阶段获“充电”量之差
第一阶段该视频的播放数量
第一阶段该视频的分享数量
第二阶段视频播放量与第一阶段播放量之差
第二阶段视频分享量与第一阶段分享量之差

变量
视频特征

创建者网络特征

创建者网络嵌入

视频扩散效果

视频持续扩散

维度
创建天数
视频时长
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
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
视频播放量
视频分享量
持续播放量
持续分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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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体现了用户对视频创建者的支持，视

频创建者可以将其获得的“充电”收入进行

提现。

依据研究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变

量维度及测度方法见表 1。本研究选择立意抽

样（purposive sampling）为抽样方法，采用数

据定向采集方法，利用 Python 程序采集 B 站

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 至 3 月 1 日 期 间 上 线 的

新冠肺炎科普视频信息、创作者信息。第一，

采集 B 站上的新冠肺炎科普视频信息。利用

“新冠”“冠状病毒”“2019-NCOV”“COVID-

19”“NCP”等关键词搜索科普视频，采集视频

标题、创建日期、播放数和分享数等信息。

第二，采集 B 站上的新冠肺炎科普视频创建

者信息，包括视频创建者名、关注数、“粉丝”

数、“充电”数等。

创建者网络嵌入变量使用的是网络入度

的变化值，视频持续扩散使用的是视频播放

量和分享量的变化值，通过测算两个时间节

点的增加值，进而体现出动态变化趋势，以

揭示科普视频传播扩散的动态过程。因此，

本文基于两阶段数据开展研究，选择两个时

间点采集数据。第一次是 2020 年 3 月 1 日采

集，收集视频数量为 1 733 条；第二次是 2020

年 5 月 1 日采集，收集视频数量为 1 626 条。

两次数据匹配后数量为 1 626 条，清洗数据

（去除非新冠肺炎相关主题及部分数据字段缺

失的科普视频）后得到样本 1 619 条。由于部

分创建者创建多个视频，通过程序实现视频

与创建者信息的匹配，每位创建者仅保留其

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信息，最终获得有效

样本 1 054 条。

2.2 数据描述

科普视频通常是指时长小于 20 分钟的视

频短片 [6]，研究样本基本符合此时长特征（见

表 2）。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播放量较高的视

频通常是由平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建者创

建的。播放量最高的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

切》时长 10 分钟 18 秒。该视频创建者是前 B

站 UP 主“回形针 PaperClip”①。由于其发布

的视频得到了大量播放和分享，两阶段该账

号“粉丝”数量增加了 13 万。

表 2  播放量最高的 10 个新冠肺炎科普视频信息

视频 ID
86216616
84513261
88061096
91822864
85339275
84354799
86052908
85508117
85537015
89013193

创建日期
2020 年 2 月 2 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
2020 年 2 月 11 日
2020 年 2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1 月 21 日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 1 月 29 日
2020 年 1 月 29 日
2020 年 2 月 14 日

视频时长 / 分钟
10.3
04.9
25.0
07.2
09.3
10.0
16.5
08.5
26.6
05.2

播放量 / 次
4 737 000
4 137 000
4 119 000
3 752 000
2 170 000
1 953 000
1 862 000
1 682 000
1 541 000
1 421 000

分享量 / 次
381 000
74 000
195 000
55 000
37 000
39 000
50 000
52 000
70 000
7 501

创建者
回形针 PaperClip*
兔叭咯
巫师财经
不正经老丝
龙女之声
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思维实验室
毕导 THU
李永乐老师官方
商悟社

入度
1 967 000
1 643 000
27 57 000
580 000
383 000
871 000

1 742 000
983 000

2 334 000
13 000

“充电”数 / 次
4 504
1 068
5 777
689
726
870

2 963
511

3 915
4

注：数据采集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 日；* 表示该账号主体已被平台下架。

①该账号由于涉嫌不当言论已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之前被 B 站封禁，所有视频已做下架处理，本研究仅针对该账号发
布于新冠肺炎期间的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进行讨论。

以 2020 年 5 月 1 日为参考日，用截至该

日的视频创建天数对每日上线的科普视频数

进行量化可以发现，每日上线科普视频数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见图 3）。这样的变

化趋势表明，科普视频的创作与新冠肺炎疫

情发展密切相关，科普视频创作受到疫情发

展的影响，科普视频的发布传播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从视频

发布时间段可以发现，科普视频发布的高峰

时间段集中在 13 时至 23 时，凌晨时间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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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相关性较高（β=0.755，

p<0.01）（见表 3）。

3分析
3.1 扩散效果的影响因素

通过科普视频播放量和分享量测度科普

视频的扩散效果，同时对扩散效果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模型 M1~ M3 分析了视频特征

和创建者特征对播放量的影响。模型 M1 中发

现创建天数和视频时长均对视频播放量有显

著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程度并不高。M2 中

网络入度对视频播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明那些拥有很多“粉丝”的创建者创建的视

频播放量更高。M3 中网络贡献对视频播放量

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那些在 B 站发布了较

多科普视频的创建者创建的视频播放量更高。

相对于创建天数、视频时长和网络贡献，网

络入度对播放量的影响程度更高。张舒涵等
[29] 认为视频播放时长对短视频扩散效果具有

显著影响，这与本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模

型 M4~M6 分析了视频特征和创建者特征对

科普视频分享量的影响，发现创建天数和视

频时长（M4）、网络入度和网络贡献均对视

频分享量有显著正向影响（M5 和 M6）。总体

而言，视频创建天数、视频时长、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对视频扩散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网络入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见表 4）。

频发布数量较少。从 22 时开始至次日 6 时视

频发布数量逐渐降低，其中 6 时是发布视频

数量最少的时间段（见图 4）。

2.3 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和相关分析发现，

部分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如视频播放量

和视频分享量相关性较高（β=0.698，p<0.01），

图 3 不同创建天数的视频发布数量

图 4  不同时间段的视频发布数量

表 3  各变量相关系数表

变量
1 创建天数
2 视频时长
3 网络入度
4 网络贡献
5 视频播放量
6 视频分享量
7 结构嵌入
8 关系嵌入
9 持续播放
10 持续分享

1
1
-0.033
00.010
-0.006
00.084***

00.077**

00.014
-0.011
-0.073**

00.010

2
 
1
0.095***

0.042
0.069**

0.079**

0.099***

0.124***

0.068**

0.048

3

 
1
0.272***

0.670***

0.548***

0.731***

0.766***

0.447***

0.486***

4

 

1
0.073**

0.072**

0.116***

0.144***

0.045
0.018

5

 
 

1
0.698***

0.582***

0.570***

0.707***

0.612***

6
 

1
0.695***

0.423***

0.450***

0.016

7
 

1
0.755***

0.346***

0.171***

8
 
 

1
0.422***

0.426***

9
 

 

1
0.404***

10

1

注： ***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媒体科普研究网络嵌入视角下 B 站科普视频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 <<< 李根强    于博祥    邵    鹏  等



022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表 5  结构嵌入的影响因素

变量
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
视频播放量
视频分享量
F
R2

ΔR2

M7
0000.731***

1208.007***

0000.535
0000.534

M8
 
00.116***

14.355***

00.013
00.013

M9

 
000.582***

540.098***

000.339
000.339

M10
000.619***

000.168***

642.231***

000.550
000.549

M11
 
000.074***

000.577***

276.413***

000.345
000.343

M12
 

000.695***

984.487***

000.483
000.483

M13
0000.500***

0000.421***

1014.449***

0000.659
0000.658

M14
 
000.067***

000.691***

500.538***

000.488
000.487

3.2 网络嵌入的影响因素

通过两阶段创建者网络入度增加量测度

创建者网络结构嵌入，分析创建者网络特征

和视频扩散对网络结构嵌入的影响。M7 和

M8 中，视频创建者网络入度、网络贡献对其

网络结构嵌入产生正向影响，表明那些“粉

丝”较多的科普视频创建者，以及发布了较

多科普视频的创建者，将会在未来收获更多

的“粉丝”。M9 和 M12 中，视频播放量和

视频分享量均对创建者网络结构嵌

入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当创建者创

建 的 视 频 播 放 量 或 分 享 量 越 多 时，

其在未来将会获得更多的“粉丝”。

M10 和 M11 表明，在网络入度对网

络结构嵌入的影响中，以及在网络

贡献对网络结构嵌入的影响中，视

频播放量均起到了中介作用。M13

和 M14 表明，在网络入度对网络结构嵌入的

影响中，以及在网络贡献对网络结构嵌入的

影响中，视频分享量均起到了中介作用。结

合扩散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结论，中介作用

体现了创建者网络特征通过影响视频扩散效

果来影响其网络结构嵌入，即网络特征指标

越高的创建者创建的视频具有更好的扩散效

果，扩散效果的提升进一步增加了创建者的

网络结构嵌入程度（见表 5）。

通过两阶段创建者网络“充电”数增加

量测度创建者网络关系嵌入，分析创建者网

络特征和视频扩散效果对网络关系嵌入的影

响。M15 和 M16 中， 视 频 创 建 者 网 络 入 度

和网络贡献对其网络关系嵌入产生正向影响，

表明那些“粉丝”较多的科普视频创建者，

以及发布较多科普视频的创建者，将会在未

来收获更多的“充电”数。丁国维在研究中

也指出“粉丝”效应在视频传播过程中影响

显著 [30]，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视频传

播过程中的“粉丝”效应。M17 和 M20 中，

视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均对创建者网络关

表 4 视频扩散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创建天数
视频时长
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
F
R2

ΔR2

M1
0.087***

0.071**

6.482***

0.012
0.010

M2
000.077***

000.007
000.669***

292.801***

000.456
000.454

M3
0.087***

0.068**

0.070**

6.098**

0.017
0.014

M4
0.080***

0.082***

6.721***

0.013
0.011

M5
000.072***

000.030
000.544***

154.206***

000.306
000.304

M6
0.080***

0.079**

0.069**

6.178***

0.017
0.015

播放量 分享量

注： ***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注： *** 表示 p<0.001。

表 6  关系嵌入的影响因素

变量
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
视频播放量
视频分享量
F
R2

ΔR2

M15
0000.766***

1496.960***

0000.587
0000.587

M16
 
00.144***

22.332***

00.021
00.020

M17
 

000.570***

507.341***

000.325
000.325

M18
000.697***

000.103***

765.985***

000.593
000.592

M19
 
000.103***

000.563***

265.867***

000.336
000.335

M20
 

000.423***

229.127***

000.179
000.178

M21
000.764***

000.005
747.815***

000.587
000.587

M22
 
000.114***

000.415***

124.782***

000.192
000.190

注： *** 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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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嵌入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当创建者创建的

视频播放量或分享量越多时，其在未来将会

获得更多的“充电”数。M18 和 M19 表明，

在网络入度对网络关系嵌入的影响中，以及

在网络贡献对网络关系嵌入的影响中，视频

播放量均起到了中介作用。M21 和 M22 表明，

在网络贡献对网络关系嵌入的影响中，视频

分享量起到了中介作用；在网络入度对网络

关系嵌入的影响中，视频分享量没有起到中

介作用（见表 6）。

3.3 持续扩散的影响因素

表 7 报告了科普视频持续播放的影响因

素分析。M23 中，视频创建天数对持续播放

有显著负向影响，视频时长对持续播放有显

著正向影响。表明创建时间较早的视频在未

来获得新增播放量的可能性更低，而时长越

长的视频在未来更可能获得较多的新增播放

量。M24 和 M25 中，视频播放量和视频分

享量均对视频持续播放有显著正向影响，其

中视频播放量对持续播放的影响程度更大。

表明播放数量和分享数量越多的视频，在未

来也更可能收获更多的播放量。M26 和 M27

中，网络入度对视频持续播放有显著正向影

响，网络贡献对持续播放没有显著影响。表

明那些“粉丝”数量多的创建者，其创建的

视频在未来更可能获得更多播放，而创建视

频较多创建者的视频在未来并不能获得更多

播放量。M28 中，视频创建天数和视频时长

均对视频持续分享没有显著影响。M29 和

M30 中，视频播放量对视频持续分享有显

著正向影响，而视频分享量对视频持续分享

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播放数量越多的视频在

未来能获得更多的分享量，而分享量越多的

视频在未来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分享量。M31

和 M32 中，网络入度对视频持续分享有显

著正向影响，网络贡献对持续分享没有显著

影响。表明那些“粉丝”数量越多的创建者

其创建的视频在未来更可能获得更多分享机

会，而创建视频较多的创建者的视频在未来

并不能获得更多分享机会。

4结语
本研究基于信息接受理论和网络嵌入理

论，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以新冠肺炎科普视频为研究对象，进行

了两阶段数据爬取和定量分析，从创建者网

络入度、视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等方面入

手，探究科普视频持续扩散的影响因素。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创建者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视频播放量和视频分享量对创建

者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有正向影响；第

二，视频创建天数、视频时长、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均对科普视频扩散效果有正向影响，

视频创建天数对视频持续播放有负向影响，

视频时长对视频持续播放有正向影响；第三，

视频播放量和分享量均对持续播放有正向影

响，视频播放量对持续分享有正向影响，网

表 7  视频持续播放和持续分享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创建天数
视频时长
视频播放量
视频分享量
网络入度
网络贡献
F
R2

ΔR2

M23
-0.071**

00.065**

05.058***

00.010
00.008

M24
0-0.133***

000.014
000.718***

376.585***

000.518
000.517

M25
-0.107***

00.028

00.456***

95.735***

00.215
00.213

M26
-0.077***

00.022

00.446***

90.895***

00.206
00.204

M27
-0.070**

00.063**

00.042
03.999***

00.011
00.008

M28
0.012
0.048

1.287
0.002
0.001

M29
0-0.041
000.004
000.615***

210.822***

000.376
000.374

M31
000.005
000.002

000.486***

108.426***

000.237
000.234

M30
0.011
0.047

0.011

0.899
0.003
0.000

M32
0.012
0.048

0.016
0.945
0.003
0.000

注： ***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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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入度对视频持续播放和持续分享均有正向

影响。

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下三点。第

一，与以往对线下网络或在线网络的网络嵌入

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数据测度科普

视频创建者的两类网络嵌入程度。随着视频在

社交网络中的扩散，通过视频创建者入度增加

量测度结构嵌入，通过“充电”数增加量测度

网络关系嵌入，这与科普视频创建平台功能设

置一致。第二，本研究进一步关注社交网络特

征对科普视频分享和持续分享的影响，发现视

频分享量对未来播放量有显著影响，但对未来

分享量没有显著影响。约翰逊（Johnson）和兰

兹尼（Ranzini）[31] 研究发现自我表达动机对

社交网络上内容分享产生了影响。第三，本

研究关于创建者网络嵌入与视频持续扩散的

影响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科普视频扩散中存在

的社交连接和信息流机制。发现“粉丝”较

多的科普视频创建者创建的视频将会得到更

多扩散；当创建者创建的视频播放量或分享

量越多时，该创建者也将在未来收获更多的

“粉丝”和“充电”数。事实上，虽然“粉

丝”效应在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影响显著，但

对于短视频传播而言，短视频本身的创新程

度的影响要显著大于短视频平台上用户分享

行为带来的影响 [30]。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布于 B 站

的科普视频的扩散为例，研究结论对于指导

视频创建者如何提高自身作品影响力以及网

络平台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

一，视频创建者应不断增加作品发布数量来

提高自身网络贡献，并积极参与社区的后期

活动来继续提高自身网络入度，通过自身网

络嵌入度的改善来提高视频传播的未来可持

续性。第二，视频创建者应通过不断提升作

品质量，保证作品时长，这样才能在未来收

获更多的“粉丝”和关注，也将得到持续播

放和持续分享。同时平台也应关注到“粉丝”

数量较多和发布视频数量较多的创建者，以

及播放量和分享量较高的视频的创建者，这

些创建者将会在未来收获更多的“粉丝”和

“充电”。第三，由于视频创建天数对视频

持续播放有负向影响，早期发布的科普视频

在未来获得持续扩散的可能性较低，这就提

示视频创建者要不断推出新的作品才能保证

“粉丝”增加，平台应建立公平机制和动态更

新视频推荐机制，适时推荐新发布的科普视

频，增强新发布的科普视频的传播。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流播不

可避免，网络社区要勇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紧密结合视频创建者特征和视频自身特

征，建立科学的视频推荐机制和严格的网络

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科普视频的生产及时性、

传播高效性、形式多样性和知识聚焦性的积

极作用 [32]。科普视频不仅是公众交互发声的

平台，也可以作为官媒发布信息的渠道，有

必要建立辟谣的常态化机制，形成政府、学

术机构、市场化科普平台和媒体之间的联动，

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下启用应

急辟谣机制。同时，政府作为公共受托责任

的受托者，承担着公共信息传播的主体责任，

要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机制，

有序推动网络应急科普视频的发展，提升信

息传播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引导公

众回归“理性与平和”，这也是完善政府治理

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 

本研究基于网络嵌入理论，从创作者特

征以及视频属性入手，对 B 站新冠肺炎科普

短视频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然而科

普内容可能还产生或传播于其他平台。未来

研究可检验本研究模型在其他平台的适用性，

以及对不同平台科普视频传播机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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