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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科普是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由政

府、媒体、科学共同体等科普主体面向受众

开展的有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

等方面的应急科学传播，以期发挥促进受众

了解相关预防知识、掌握相关防护方法以及

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1]。如今，社交媒体已

经成为公众获取应急科普信息的主要渠道之

一。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应急科普呈

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显著特点。科学共同体、

政府部门、媒体、公众等构成了社交媒体应

急科普的主要传播主体 [2]。社交媒体的开放

交互推动了应急科普的全员参与和全程参与，

大幅提升了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

丰富了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尽管社交媒体环境下，应急科普主体的多

元化推动了应急科普资讯的极大丰富，然而开

放的传播系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信息真假混

杂、难以辨识成为公众最大的困扰，虚假信息

的泛滥也容易激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并催生出

“信息疫情”。此时普及科学知识、及时辟谣是

引导公众科学应对应急情境、稳定社会情绪的

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具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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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作用。

此前的研究表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情境下，主流媒体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科学传

播的主体之一 [2]。作为权威媒体机构，主流媒

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应急科普，能够降低

公众获取与辨识应急科普信息的成本，有效

推动科学可靠的科普信息的传播，促进公众

对防范举措形成科学的认识。学者们对主流

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抗疫科普报道研究也

证实了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中的关键意义。

赵淑萍和李超鹏通过分析《人民日报》等

三大主流媒体在微信、微博、抖音平台发布的

短视频报道，指出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第一时间

利用权威渠道，向公众科普疫情知识，采用多

种形式传播防控信息，引导公众采用科学防控

措施，发布辟谣信息，发挥了舆论的监督者、

社会的守望者职能 [3]。主流媒体积极设置科学

报道议程，以专业权威、理性的科学报道引

导社会舆论，体现出其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中的核心作用 [4]。尚甲和郑念分析了疫情初期

《人民日报》等三大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端的疫

情科普的传播策略和特征，指出主流媒体的

应急科普表现对传播科学信息、稳定社会情

绪、肃清非智舆论具有关键意义，其通过设

置科普议题释放疫情紧急程度信号，传递可

靠的专业信息，通过采访、转载等方式为科

学共同体与公众架起沟通的桥梁，利用自身

的权威性成为科普信息专业度的鉴定者、优

质科普内容的关键扩散节点以及优秀科普创

作者的集中地，扩大了优秀科普产品的影响

力 [5]。主流媒体拥有官方背书的权威身份、优

质的专家资源、广泛的信息网络、专业化的

新闻生产机制、严格的编审流程，这些要素

使其更易赢得公众信任，成为公众在应急情

境下获得科普资讯的可靠来源。相关调查结

果显示，主流媒体是公众获取抗疫科普内容

的重要渠道，而且在各类媒体中，公众对主

流媒体的抗疫科普表现的满意度最高 [6]。

综上，近年来有关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

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以疫情

为情境，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重点分析了主

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应急科普策略，揭示

了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中的重要价值，指出

了主流媒体和其他社交媒体在应急科普中开

放合作的关系，主流媒体以其权威性弥补了

其他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而社交

媒体平台则辅助官方信息在民间的扩散 [7]。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个案进行分析

以及对过往经验的总结，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且效果研究明显不足，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

台的应急科普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公众参与尚

不明确。与此同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考察的

是疫情初期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策略。然而，

从 2020 年 1 月 30 日到 2023 年 5 月 5 日，这

3 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始终将新冠肺炎疫情列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考虑到

应急科普针对的就是突发事件，总体而言，本

文所研究的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段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都应属

于应急科普范畴。应急科普既包含了突发情况

下的应急科普，也包含了日常针对易发、常发

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常规性预防科普教育 [8]。主

流媒体在常态情境下如何开展疫情科普，以及

在“新二十条”①颁布后，面对防控政策与疫

情态势的骤然变化又该如何调整应急科普策

略，目前的研究并未有系统、深入的分析。

《人民日报》微博是《人民日报》全媒体

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2 年底，《人民

日报》微博粉丝数已突破 1.5 亿，是首个粉丝

2024，19（1）：77-86，102

① 2022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
作的通知》，公布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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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过亿的媒体微博账号，连续 7 年保持中国媒

体微博影响力第一 [9]。根据已有的研究，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 《人民日报》在新媒体平台

积极进行应急科普，是主流媒体参与疫情科

普的代表 [3，5]。聚焦《人民日报》微博，对其

疫情科普报道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从历

时性角度探索其应急科普策略及效果，有助

于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并为社交媒体环境下

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实践路径带来启示。

1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样本抽取

本研究运用 Python 抓取了《人民日报》

微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内容，之后剔

除与应急科普无关的信息，如仅将疫情作为

新闻背景出现的报道（如北京冬奥会、东京

奥运会等）、志愿者事迹的报道（如志愿者夫

妻隔空见面、方舱志愿者领舞等）等，最后

保留与科普相关的内容，如新冠病毒的界定、

传播渠道、潜伏期和感染后的症状、防治方

法以及疫苗研发的相关科学知识等。

在抽样的时间区间上，考虑到疫情发展

周期的完整性，本研究参考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中对抗疫阶段起始日期的划分 [10]，抽

取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全部新冠肺炎疫情科

普信息，并将其归入 5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的 突

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第二阶段为从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常态化防控

探索阶段；第三阶段为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的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

清零”阶段；第四阶段为从 2022 年 4 月 29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的全方位综合防控“科

学精准、动态清零”阶段；第五阶段为“新

二十条”颁布后的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由于疫情防控持续时间较长，

且不同阶段持续时间存在差异，为更好地体

现信息发布频率的变化，本文对信息发布频

率的研究将按月进行划分，其中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并入 2020 年 1 月。

按照如上规则抽取筛选之后，最终采集

到的有效样本数为 1 292 条。

1.2 类目建构

1.2.1 科普内容类别

结 合 已 有 的 研 究 以 及《 人 民 日 报 》 微

博所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应急科普内

容，本研究将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内容划

分为新冠肺炎定义与症状、感染途径与感染

人群、个人日常预防建议（如戴口罩、勤洗

手、消毒、居家隔离等）、个人感染或疑似感

染后可采取的举措（如自我健康管理、就医

等）、诊断与治疗、疫苗研发与接种以及辟谣

与疑问回应等 7 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科普中，往往还涉及不确定性沟通，参考

托马斯·霍夫（Thomas Hove）等人以及俞南

（Nan Yu）等人的研究 [11-12]，将不确定性的呈

现方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数字呈现（有

明确的数字表达，如 50%、三成等）；第二，

非数字呈现（通过“可能”“大概率”“几乎”

等词语描述风险的不确定性）；第三，比较呈

现（与其他疾病的风险进行比较）。

1.2.2 信息来源

根据此前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样本信

源的初步分析，信源包括以下 7 类：第一，政

府（如政府单位、官员、新闻发言人等）；第

二，医学相关领域专家（如传染病领域、呼

吸系统疾病领域、生物安全领域等的专家）；

第三，非相关领域专家（如心理学领域、经

济学领域等的专家）；第四，医学相关领域机

构（如医院、WHO、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第五，媒体（如媒体自采、媒体首发、转载

自其他媒体等）；第六，公众个人（如新冠患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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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患者家属、其他个人经历讲述者等）；第

七，其他信源。

1.2.3 信效度检验

本 研 究 采 用 人 工 编 码 与 机 器 编 码 相

结合的方式对样本进行分析。通过人工阅

读样本材料，对每一个类目的对应关键词

进行归纳总结，以方便进行大数据自动编

码。DivoMiner 平 台 编 码 了 所 有 微 博 博 文

（N=1 292），人工编码员编码将近 8% 的样本

（N=100），使用 Scotts Pi 系数对大数据机器编

码与人工编码之间进行信度检测，复合信度为

0.92，各类目信度均大于 0.75，符合要求，因

此编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人民日报》微博的应急科普实证分析
2.1 以情境为导向动态调整科普策略，精准满足

公众需求

情 境 化 的 科 学 传 播 模 型 认 为， 任 何 科

学传播实践都面临独特的社会需求与技术背

景，各种科学传播实践是为了应对具体环境

下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科学传播

中，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教育”“对话”“参

与”必须在具体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定义 [13]。

詹 姆 斯· 格 鲁 尼 格（James E. Grunig） 提 出

的关于科学传播的情境理论也认为，精确性、

简单性、论题、风险信息、受众的知识等会

相互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主动

寻求信息时的感兴趣程度 [14]。具体到新冠肺

炎疫情，因其持续时间长，且疫情发展态势、

防控举措、科学研究进展、公众的认知程度

与关切焦点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交

织，构成了具有综合性的复杂情境，要求应

急科普策略必须以情境为导向进行动态调整，

才能有效满足公众需求。如后文中的图 1 和表

1 所 示，2019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微博在疫情各阶段的科普

内容的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其以

情境为导向的应急科普策略。

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此

时疫情突然暴发，公众对疾病的传染性、严重

性以及预防举措知之甚少，处于高度不确定情

境中的公众主动寻求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对

相关科普信息的需求量激增，《人民日报》微

博在该阶段发布大量疫情科普信息，对于满

足公众的疫情科普需求、缓解公众忧虑情绪、

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此时

疫情突发性减弱，从内防扩散转变为内防反

弹，疫情防控由前期的探索治疗方案转变为

事先预防，疫苗接种成为防范感染的重要举

措。此阶段随着疫情减弱，公众对疫情的关

注也相对减弱，《人民日报》微博的相关信息

发布量显著下降，在内容结构上，疫苗研发

接种议题的占比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

2020 年 6 月和 2021 年 1 月的相关信息量明显

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该月北京疫情暴发，

新发地市场疫情造成大面积疫情扩散；后者

主要受河北省石家庄市小果庄村疫情暴发的

影响。这表明，当情境变得紧急和重要，公

众关注度与信息需求度重新上升时，《人民日

报》微博会相应加大应急科普力度。   

第三阶段进入了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

态清零”阶段。该阶段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

制，在疫情防控上强调快速和精准，主要是

针对新变异株采取相应措施。该阶段《人民

日报》微博应急科普信息数量趋于平稳，与

新变异株的定义和症状有关的信息发布比例

明 显 提 高。2021 年 8 月 和 2022 年 3 月 相 关

信息量明显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7 月底德尔塔（Delta）变异株引发了南京疫

情，后者主要原因 2022 年是 3 月奥密克戎

（Omicron）变异株引发了吉林省疫情以及上

海疫情。

第四阶段是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

2024，19（1）：77-8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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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阶段。该阶段我国疫情基本稳定，

综合性防控措施的有效组合和叠加在一定程度

上阻止了疫情的社会面传播，使国内疫情情况

趋于稳定，因此此时间段信息发布数量最低。

第五阶段以“新二十条”颁布为标志。

“新二十条”颁布之后，疫情防控政策发生明

显变化，疫情形势也随之改变，公众对于疫

情防控政策和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

升，《人民日报》微博对“混阳”“阳了怎么

办”“试剂检测”“阳康”等相关问题的回应

也随之大幅增加，有效缓解了公众感染新冠

后的焦虑或恐慌情绪，为公众提供了有针对

性、可参考的指导意见。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微博随着情境的

变化灵活调整应急科普策略，使得信息发布

更加符合公众的实际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

科普信息的发布量出现的两次峰值，分别发生

在疫情暴发初期以及 2022 年 11 月疫情防控政

图 1   《人民日报》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科普信息发布数量

策发生改变之后，这两个时期均为情境发生变

化、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阶段，可靠、准确的

应急科普知识的充分供给对于提升公众的知识

储备、减少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满足公众激

增的信息需求、促进公众对疫情风险的正确认

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2.2 客观诠释疾病风险，破除谣言，降低公众的

不确定性感知

就健康风险而言，危机和紧急风险沟通

理论认为降低不确定性是沟通中的一个重要

任务。如何诠释疾病风险、降低公众的不确

定性感知也是《人民日报》微博在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科普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表 1 所

示，新冠肺炎的定义与症状以及辟谣、政策

解读、回应疑问两类信息在各阶段均有较高

占比。通过持续性地传递有关疾病风险的意

义建构信息，客观诠释疾病风险，可以破除

谣言，提升公众的科学认知，降低其不确定

性感知。伴随着疫情的发展，情境的

不确定性不断变化，变异株、疫苗、

防控举措转变等新议题的出现带来新

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公众疑虑的增

加以及谣言的涌现，在新冠肺炎疫情

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谣言数量与事件

的危重程度正相关，且谣言种类繁

多，涉及国家、社会、群众生活的各

个方面 [15]。为了应对信息疫情，《人

第一阶段
N=526

第二阶段
N=427

第三阶段
N=128

第四阶段
N=6

第五阶段 
N=205
合计

N=1 292

新冠肺炎的定义
与症状 /%

32

39

57

50

49

40

对特定人群的
感染影响 /%

15

17

14

33

15

16

个人日常预
防建议 /%

49

31

28

33

28

37

辟谣、政策解读、
回应疑问 /%

32

26

34

33

54

34

疫苗研发与
接种 /%

5

34

35

17

8

18

诊断与
治疗 /%

20

7

14

0

14

14

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
后可采取的举措 /%

3

2

0

0

50

10

表 1 《人民日报》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内容发布情况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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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微博加大了辟谣信息、政策解读以

及回应疑问等意义建构内容的输出，并将其

贯穿于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消除公众

疑虑、促进科学认知、降低不确定性有着重

要作用。

此外，在科普中，以何种方式传递科学

知识影响着公众对科普信息的接受与理解程

度。突发传染病的应急科普中往往包含个体

感染率、致死可能性等多个风险等级信息，

即涉及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 [16]。总体来看，

《 人 民 日 报 》 微 博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科 普 涉 及

风险等级信息的内容，主要以比较（51%）

和 数 字（36%） 的 方 式 进 行 描 述， 以“ 可

能”“大约”“大概率”这样的非数字方式描

述风险等级的情况较少，仅占 13%。比较呈

现与数字呈现之所以被大量使用，是因为这

两种方式在传递风险信息过程中较为清晰、

直观、易于理解。在确定引发肺炎的病毒是

冠状病毒后，通过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公众所

熟悉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病毒（SARS 病

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 病

毒）的风险进行比较，便于公众更加直观地

理解新型传染病的风险。除了与 SARS 病毒

和 MERS 病毒进行比较外，《人民日报》微

博在后期也将变异毒株与已经被充分研究过

的其他毒株进行比较，便于让公众作出相对

准确的风险判断。此外，确诊病例数等统计

数据，为风险等级的量化描述提供了可靠支

撑，使风险的不确定性有了更为客观而明确

的呈现。

2.3 及时传递防护、诊疗知识，为个体的预防治

疗提供指导建议

防 护、 诊 疗 知 识 属 于 指 导 性 信 息， 旨

在帮助公众掌握防护方法，了解诊疗的手段

及有效性，提升其应急防范能力与信心。塔

拉·柯克·塞尔（Tara Kirk Sell）等人的研究

提出，在新闻报道中增加指导性信息能够提

升沟通的有效性，并对信息接收者的自我效

能感和行为意图产生积极影响 [17]。危机和紧

急风险沟通理论也指出，在健康危机的沟通

中，提升效能感是一项重要任务，预防、治

疗等效能信息能够促进公众效能感的提升。

根据表 1 所示，《人民日报》微博所发布

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内容信息中包含了丰富

的防护、诊疗知识，其中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的信息最多，在疫情各阶段内容的占比均超过

25%，尤其在第一阶段，个人预防建议占该阶

段应急科普内容的 49%。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对于个体提高自我效能、减少感染风险、遏制

病毒蔓延至关重要，因而在应急科普中占据显

要位置。在个体防护层面，科普信息中除了预

防，还包括感染或疑似感染后个体可以采取

的举措。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个人预防

措施建议在个人防护的科普内容中始终占据

主导地位，到第五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

化，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的相关措施成为

个人防护方面的科普重点，这也体现出《人

民日报》微博以情境为导向的应急科普内容

发布策略。

诊断与治疗、疫苗研发与接种，通常是由

政府部门、相关卫生医疗机构所主导的宏观防

治举措，往往涉及大量专业医疗知识，需要相

关专业领域的机构与专家的解读，此类信息的

传递体现出了专业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投入与

成效，有助于增强公众应对风险的信心。根据

表 1 所示，诊治方面的应急科普内容在第一

阶段占比较高，此后随着治疗方案的明朗化，

该议题的科普内容占比有所下降；而疫苗相

关的科普，则随着疫苗研发的进展逐渐增多，

尤其是在疫苗接种工作逐步推进之后，疫苗

科普的比重显著上升。疫苗作为重要的预防

手段，其相关科普内容的发布有助于降低公

众对疫苗的风险感知，提升公众对疫苗接种

的效能感，增强接种意愿。

2024，19（1）：77-8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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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N=526

第二阶段     
N=427

第三阶段     
N=128

第四阶段          
N=6

第五阶段     
N=205
合计

N=1292

政府 /%

048.48

048.95

059.38

100.00

029.27

046.90

媒体 /%

35.55

38.41

32.03

17.00

46.83

37.85

医学相关领
域专家 /%

36.69

40.28

33.59

33.00

40.49

38.16

其他信源 /%

4.18

3.98

0.00

0.00

1.46

3.25

公众个人 /%

1.14

0.00

0.00

0.00

0.00

0.46

非医学相关领域
专家 /%

0.76

0.00

0.00

0.00

0.49

0.39

医学相关
领域机构 /%

29.85

42.15

27.34

50.00

10.73

30.73

表 2 《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引用的信息来源分布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性信息、有利于

科普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更加积极的传播态

势。根据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公众会有意识地选择有关问题解决的信息

并进行分享，同时，积极的问题解决者也更

倾向于此类信息的交流与传递 [18]。对于新冠

肺炎疫情这类与公众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指导性信息

相关的应急科普内容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实用信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众的自

我保护能力，增强公众信心。

2.4 倚重专家信源，增强科普信息可信度

《人民日报》微博作为官方媒体，其应急

科普主要基于政府、专业媒体、医疗科学领

域的机构与专家等权威信源（见表 2），以保

障科普的专业性、准确性与可信度。政府是

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包括国家卫健委、国

务院、地方政府部门等，其中国家卫健委是

最主要的官方信源。专业媒体作为可靠信源

也在应急科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人民日

报》微博的应急科普主要依赖其自身以及央

视网、新华社、《生命时报》等专业媒体作为

报道中的专家身份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专家名称
钟南山
吴尊友
张文宏
张伯礼
李兰娟

引用次数 / 次
255
108
93
58
32

引用篇数 / 篇
109
54
39
25
14

表 3 《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引用频率最高的 5 个专家信源

媒体信源。医疗科学相关机构与专家是突发

传染病应急科普中不可或缺的权威信源。疫

情风险背后是复杂的医学知识，对于大多数

公众而言，充分理解病理学知识，对传染病

风险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并非易事，为此，

公众可能倾向于选择启发式路径形成对风险

的认知，即通过对信源的信任来评估科普信

息的可信度。《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科普大量引用了钟南山、吴尊友、张文

宏、张伯礼、李兰娟等医学专家信源（见表

3），这些医学专家凭借在医学领域的权威性

深得公众的信任。这些权威专家信源所传递

的科普信息，不仅可以提高公众对疾病的认

知，也有助于缓解公众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感

和担忧情绪。

应急科普的全过程包括建立对突发事

件的科学认识、设置科普议程、还原事件全

貌、生产科学知识、扩大优质内容传播范围

等环节 [19]，而《人民日报》微博倚重的主要

信源恰恰是应急科普全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科

普主体。信源背后所代表的，是公众对于不

同科普主体的信任，而许多学者认为信任与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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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二者密切相关、相互交织。信任是安东

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阐释社会风

险理论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信任和经过估

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是存在一种平衡 [20]，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也提出信

任可以成为接受和消解风险的举动 [21]。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科普过程中，政府、媒体

和专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是主导

疫情防控的权威机构，专家代表着科学权威，

而媒体发挥的议程设置作用，会让公众更重

视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在公众眼中，专家

与政府都可归结为一种“理性—合法”权威，

两者往往合二为一，专家系统会嵌入政府信

任中，因此对专家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是

密不可分的 [22]。在危机情境下，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不仅源于政府的政治权威，也源于对

政府所依赖的专家系统的信赖 [23]。例如，国

家卫健委在应急科普过程中代表着政府角色，

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既是医疗

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也是具有职务的公职

人员，政府与专家这两个信源之间存在一定

交叉，这两类信源的高可信度可以相互作用。

而官方媒体在应急科普和风险沟通的过程中

发挥着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丰富突发事件

新闻报道中的科学内涵以便引发学界和公众

对于科普议程的关注，竭力提升公众对疫情

相关科学信息与科学知识的关注 [19]，因此这

3 类信源在应急科普的过

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核心科普主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提升应急科

普的公众信任度意义显著。

2.5 诊断、治疗信息以及权

威信源显著激发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反映着他们对危机的关心程度、

态度以及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应急科

普的效果。通过公众参与，媒体能够及时了

解公众需求，洞察公众与科普主体之间的认知

偏差，为后续科普内容的供给提供参考。本研

究分析了科普内容类别、不确定性呈现形式

以及信源等因素对公众参与度的影响。本研究

参考了杨凤娇和邱犇对推特点赞、评论、转

发的加权计算，即“传播效果 = 点赞数× 1 + 

转发数×2 + 评论数×3”[24]，借鉴这一公式

对公众参与程度进行评估。首先对公众参与

度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本研究样本量为

1 292，大于 50，小于 5 000，采用柯尔莫戈洛

夫—斯米诺夫（Kolmogorov-Smirnov，K-S）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 值小于 0.05，不服从

正态分布，对于非正态数据，中位数与四分

位差是描述集中程度和离散趋势的较好指标。

接下来进行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根据表 4 所示， 《人民日报》微博所发布

的应急科普内容中是否提及诊断与治疗对于

公众参与具有显著影响（p<0.05），诊断、治

疗相关科普内容更容易激发公众参与，这类

信息往往与公众的自我效能相关，在健康风

险沟通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基于问题

解决情境理论，诊断治疗类信息属于以问题

解决为导向的指导性信息，给予公众战胜疫

情的信心和希望，有效提升了公众的自我效

能感，在信息传播中更有可能促进信息的接

收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传播者。根据表 5 所

示，在不确定性的呈现上，是否采用比较呈

应急科普内容类型
新冠肺炎的定义与症状
对特定人群的感染影响
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可采取的举措
诊断与治疗
疫苗研发与接种
辟谣、政策解读、回应疑问

Mdn（是）
13 898.00
11 751.00
15 896.00
13 660.00
18 582.00
11 407.00
13 358.50

Z
-0.795
-1.673
-1.459
-1.468
-2.445
-2.223
-1.687

p
0.426
0.093
0.145
0.142
0.014
0.058
0.092

表 4  公众对各类科普内容的参与情况

Mdn（否）
15 132.00
14 979.00
13 578.00
14 724.50
13 836.00
15 411.00
15 500.50

不确定性呈现
数字呈现
比较呈现
非数字呈现

Mdn（是）
31 997.00
38 687.00
36 567.00

Z
-1.732
-2.269
-0.744

p
0.083
0.023
0.457

表 5  公众对 3 种不确定性呈现形式的参与情况

Mdn（否）
14 423.00
14 091.00
14 6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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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p<0.05），运用比

较的方式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客观评价，

使公众对于风险有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

也更易于激发公众参与。

信源方面，根据表 6 所示，对医学相关

领域专家信源的采用对于公众参与有着显著

影响（p<0.05）。相比未引用医学专家信源的

科普内容而言，引用医学专家信源的科普信

息更能够激发公众参与。信源信任会影响公

众的风险感知，对公众而言，信任程度不同

的信源在风险沟通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信任

度越高的信源往往会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25]。

专业性与可信赖性都会影响信源的可信度，

当公众认为信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水

平，且信源与信息间不存在利益相关时，会

更容易认可其传播的信息 [26]。权威性更高、

更加受到公众信任的信源所发布的信息往往

更易引发公众参与 [27]。传染病疫情属于公共

卫生领域，医学专家在专业背景上所具有的

权威性使其较易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回应，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医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积极发声能够带动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

和参与。例如，《人民日报》微博多次发布钟

南山、张文宏、吴尊友、张伯礼等专家学者

对变异毒株或疫情发展阶段的判定和解读信

息，备受公众关注，数次形成话题，登上热

搜榜单，引发广泛讨论。

综上，就《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科普而言，公众对于其中引用权威

专家信源或者是与诊断治疗相关的科普内容

信息来源
政府
媒体
医学相关领域专家
医学相关领域机构
非相关领域专家
公众个人
其他信源

Mdn（是）
12 192.00
15 432.00
17 010.00
15 214.00
62 121.00
147 162.00
30 575.00

Z
-2.953
-1.792
-1.982
-0.244
-1.840
-1.905
-2.605

p
0.053
0.073
0.047
0.807
0.066
0.057
0.009

表 6  公众对不同信源科普信息的参与情况

Mdn（否）
16 641.00
13 836.00
13 593.00
14 366.00
14 500.00
14 612.50
14 394.50

有较高的参与热情。这表明了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关涉生命健康的诊疗方案、成效，

以及专业领域权威专家的发声深受公众关切

与信任，在应急科普中具有重要价值，相关

科普信息的发布有助于激发公众参与，与公

众形成良性沟通。

3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科普，研究发现，情境导向与对

权威专家的依赖是其显著特征。具体而言，

一方面，《人民日报》微博根据疫情发展态势、

疫情防控举措以及公众关切点等情境因素的

变化，动态调整应急科普策略，精准推送科

普内容，及时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

面，利用专家等权威信源保障科普信息的科

学性、准确性与可信性，破除谣言，促进公

众的理性认知，为公众的应急防范提供指导，

增强公众抗击疫情的信心。虽然社交媒体推

动了科普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但是权威媒体

因其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优质的专家资源

以及官方背书的权威身份，在应急科普中依

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的情境导向反

映出情境在应急科普中的突出重要性。在日

常科普中，情境相对而言是个常量，而在应

急科普中，情境则是由复杂因素构成的动态

系统。对于情境的精准洞察和全面把握是在

应急科普中提高科普效果的重要前提。就《人

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实践来

看，其情境考量的背后反映出了三重逻辑：一

重是科学逻辑，对应的是疫情发展本身；一重

是政治逻辑，对应的是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一重是民本逻辑，对应的是疫情之下的公众科

普需求。这也体现出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主流

媒体应急科普的内核。

《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中对权威专家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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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也反映出，其作为官方媒体在不确定

情境下进行应急科普时，为确保科普信息发

布的权威性与可信性在信源选择上的慎重考

量。《人民日报》微博引用率最高的几位专家

不仅具有极强的专业能力，而且他们作为政

府疫情防控中的专家组成员获得了体制性认

同。专业和价值的双重加持，使其具有更强

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在公众中有着深厚的信

任基础，这与官方媒体对应急科普信息发布

所要求的科学性、权威性高度契合，因此权

威专家成为了官方媒体应急科普所倚重的信

源。而本研究也表明，在应急科普中，权威

专家信源是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力量。

在参与式文化为主导的社交媒体环境下，

公众也可以积极担任科普者的角色。正如情

境化科学传播模型所指出的，在不同情境下，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身份边界其实是模糊的，

甚至是可转变的，应在充分理解科学传播发

生的具体情境的基础上，承认科学家与公众

之间角色的流动性与可变性，从而赋予科学

传播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更多的可能性 [28]。未

来，应急科普应更重视与相关领域专家的沟

通与合作，确保科普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提升公众应对危机的信心，在激发公众参与

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公众纳入应急

科普协同网络中。在互动中洞察公众的疑问、

关切与需求，将来自公众的地方性知识纳入

考量，及时予以回应，搭建起沟通桥梁，促

进公众与科学界的相互理解，提升公众的应

急防护知识储备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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