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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

规律研究* 

丁学君，樊 荣，苗 蕊，王 莹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舆情传播规律，对于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舆情治理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以不同类型的“关

键节点”为中心所形成的舆情传播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空间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节点特征与网络整体结

构特征相结合，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规律，并进一步探究“反沉默螺旋”效应下网民情绪的演

化过程， 后给出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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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发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长期面临着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严峻挑战，如 2003 年的“非典疫情”、2005 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及

2013 年的“禽流感疫情”等，均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研究表明，与其他类型的舆情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具有突发性、持续性、多变性、非理性

和群体极化性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将导致事件危害性的扩大和恐慌情绪的蔓延，甚至激发一系列衍生

事件，从而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难度。例如，2003 年暴发的“非典疫情”，造成大量舆情信息

的传播，而舆情的传播又引发了板蓝根、体温计和米醋等物品的抢购热潮；2013 年暴发的“禽流感疫情”，

同样在长时间内占据了社会舆论场的核心，并造成市场上板蓝根的哄抢现象。 

目前，微博及微信等各类社会化媒体不断涌现，并因其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开放性、即时性与互动性

等特点，成为舆情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1]。为此，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对社会化媒体中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舆情传播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相关部门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判断

能力和控制能力，进而有效地干预、控制和引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公众行为，提供决策理论、

方法和支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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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问题的研究正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现有文献往

往将舆情传播周期划分为前驱期、爆发期、波动期及消退期等多个阶段，进而研究不同时期内舆情发展

演变的阶段性特点。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广泛使用，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持续时间逐渐缩短，传播阶段彼

此重叠，因此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舆情传播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参与者的心理及行为研究领域。 

目前，学者们主要基于搜索引擎和社会化媒体数据，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的整体特

征。滕文杰等基于搜索引擎数据，分析了舆情的区域特性、时间分布等特点[2-4]，并进一步研究了未在

网络上发声的潜在传播者的行为。基于社会化媒体数据，学者们侧重于研究社交文本、用户间的交互作

用对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如舆情与疫情发展的相关性[5]、权威信息对用户讨论量的影响[6]、个体用户

对集群的影响等[3]。社会化媒体中，网民通过转发和评论，驱动舆情不断扩散并 终形成舆论场。该舆

论场可以被进一步抽象描述为节点间随机连接而形成的在线社会网络。基于此，王晰巍等利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用中心性特征验证了移动环境下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有效性[7]；任立肖等分析比较了不

同复杂网络模型下的舆情传播规律[8]；贾红雨等则对网络话题进行了网络图谱模块化分析[5]。以上研

究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并进一步识别了社会化媒体中的重要相

关主体——权威用户、意见领袖及普通网民对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但缺少对传播者心理及行为的深入

分析。 

舆情传播行为往往是在个体心理诉求的驱动下产生的，如社会化媒体用户通常以求知或消除疑虑为

目的，对相关舆情进行转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舆情传播过程中的用户心理及行为，从而设计出

有效的舆情治理策略。为此，Cowling 等从心理学角度，针对网民传播行为的个体差异给出了较为完

整的解释：网民在事件中的安全距离、平台的审查制度及健康诉求是决定其是否在平台上发表观点的

主要因素[9-11]；网民观点在发布时间上和表达情绪上的极化现象，也可以通过传播学的“沉默的螺旋”

和“两级传播理论”得以解释[12]。基于此，吴诗贤和张必兰建立了基于信息交换链路的观点演化模型[13]；

赵卫东等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网民群体的情绪传播机制[14]；刘知远等对微博中谣言

文本进行了聚类与分类处理，进而提出基于谣言传播周期的自动辟谣框架[15]。但是，上述研究仅从微

观角度分析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情绪、观点及行为，却忽略了舆情传播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对舆情

传播过程的影响，尤其忽略了作为在线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意见领袖，对舆情传播所起到的推

动作用。 

研究表明，意见领袖在舆情信息发布与促进转发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舆情传播的主力军，

但基于不同方法识别出的意见领袖存在一定的偏差[16]。除了社会化媒体中的“VIP 用户”，“草根用户”

也有可能成为舆情传播的关键节点[17]。因此，有必要对以上两类关键节点用户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深入分

析，并进一步揭示其对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此外，研究表明，文本内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舆情扩

散的广度和深度[7，18，19]。 

为此，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以不同类型的关键节点为中心所形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

络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空间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节点属性与网络整体特征相结合，探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并以“新浪微博山东非法疫苗舆情”为例，进一步分析“反沉默螺

旋”效应，即少数意见作用下，网络中用户情绪随时间的演化过程，从而从转发关系和舆情内容特征两

个方面，对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规律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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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收集与处理 

3.1  数据收集 

为横向比较不同发生时间、不同事件性质、不同舆论中心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传播特征，

本文以新浪微博为数据获取平台，以集搜客为舆情抓取工具，分别获取了以“@贾乃亮”为中心节点的

“山东非法疫苗事件”讨论微博（微博 1）①、以“@新浪广西”为中心节点的“H7N9 事件”广播微博

（微博 3）②、以“@五岳散人”为中心节点的“3·15 日本核辐射食品曝光事件”讨论微博（微博 4）③

等 3 篇微博的转发数据。3 篇微博分别对应 3 种不同舆论中心驱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粉丝驱

动型、权威驱动型及内容驱动型，且涵盖范围广、讨论量大，是近年内发生的颇具代表性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舆情。 

本文分别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2017 年 2 月 27 日、2017 年 3 月 16 日，以关键词、博主性质、抓

取数量为筛选标准，通过微博高级搜索功能，为既定事件筛选可分析的微博， 终确定为本文提供基础

数据支持的 3 篇微博，并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疫苗事件的“外部刺激点”——“@辟谣与真相”

发布的疫苗失活的科普性转发微博（微博 2）。因为该微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网民对“山东非法疫苗事件”

的态度，所以本文也对该微博进行了分析，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浪微博属性对比分析 

微博属性 微博 1 微博 2 微博 3 微博 4 

博主 ID @贾乃亮 @辟谣与真相 @新浪广西 @五岳散人 

主要内容 

狂犬疫苗、流感疫苗等儿童需

要注射的疫苗存在造假现象，

28℃的疫苗运输温度 后放在

30℃以上的仓库，有的疫苗遇热

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若

被注入人体，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正义之名制造恐慌？——

世界卫生组织回应中国疫苗

事件：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

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

此在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

非常低。儿童面临的风险在于

缺乏对疾病的预防能力④ 

2017 年 2 月 24 日 23 时许，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

报：2 月 24 日，广西报告 1 例禽流

感病例，患者为平乐县人，发病前

曾有食用自家病鸡肉史，因病情危

重，该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东京核辐射强度较低，仅局

部区域核辐射超标，对此有

疑虑的消费者，您不适合在

本店消费 

关键词 疫苗 疫苗 H7N9 核辐射 

时间跨度 
2016 年 3 月 22 日 10 时~2016

年 4 月 10 日 7 时 

2016 年 3 月 22 日 20 时~2016

年 3 月 25 日 23 时 

2017 年 2 月 25 日 10 时~2017 年 2

月 27 日 21 时 

2017 年 3 月 15 日 21 时~2017

年 3 月 16 日 18 时 

博主性质 名人博主 草根博主 政务博主 评论性博主 

抓取数量 5117 条 238 条 1533 条 638 条 

3.2  数据处理 

将 3.1 节中抓取的微博转发数据进行字段规范化处理后，对参与其中的用户分别编码，其中 A1~ 

—————————— 
① “山东非法疫苗事件”是指 2016 年 3 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 5.7 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 24 个省市。此案话题

敏感、涉及金额较大、牵扯相关权威人物较多，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② “H7N9 事件”是指 2017 年入春以来，福建、云南、湖南等 16 个地区均出现人感染 H7N9 流感病例，其中广西一农户食用自家病鸡肉，

感染 H7N9 病毒死亡，病毒传染风险引起公众恐慌。 

③ 2017 年中央电视台的《3·15 晚会》曝光了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出售来自日本福岛核辐射污染区域食品的问题。而早在 2011 年，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即发布了《关于禁止部分日本食品农产品进口的公告》。该报告指出：禁止进口日本福岛县、栃木县、群马县、茨城县、千叶

县的乳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水生动物及水产品。 

④  《世界卫生组织：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2/c_1118409442.htm 

[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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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64 为微博 1 传播网络用户；B1~B1526 为微博 3 传播网络用户；C1~C635 为微博 4 传播网络用户。

在本文构建的转发矩阵中，“行”为被转发者，“列”为转发者。若“列成员”转发了“行成员”的微博，

则在行列交叉处标记“1”，反之标记为“0”，行列均为同一 ID 时标记为“0”，从而构建了舆情有向转

发矩阵。 终，分别针对微博 1 构建了规模为 3964×3964 的舆情有向转发矩阵；针对微博 3 构建了规

模为 1526×1526 的舆情有向转发矩阵；针对微博 4 构建了规模为 635×635 的舆情有向转发矩阵。 

此外，本文还按照情感倾向对用户的转发情绪进行了分类处理[13]，以分析网络中用户情绪随时间的

演化过程。分词工具（如百度分词等）主要采用关键词提取分析技术来实现分词，却不能对发言者的情感

倾向做出明确判断，因此本文为了探究意见领袖微博的影响力和作用效果，以及话题派系的形成情况，对

转发情绪进行了人工分类。因为并非所有微博的转发均伴有情绪倾向，所以除去无意义或无文字表述的转

发微博， 终筛选出 1435 条有效转发微博，并进行人工分词。考虑到微博 1 的转发情绪，可能因为微博

2 的发出而有所改变，所以选取微博 2 的发布时间为时间节点，在其发布前后分别统计人工分词词频。 

4  舆情传播规律研究 

4.1  舆情传播网络信息空间模型 

本文根据信源身份，将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络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粉丝驱

动型、权威驱动型及内容驱动型[20]。舆情传播过程也属于一种典型的信息传播过程，因此网民对社会化

媒体的使用不仅出于社交需要，而且将其作为信息加工与传递的重要载体[16]。英国学者马克斯在研究知

识资产时提出了信息空间模型（information space model，ISM），即知识的传播难易程度取决于知识的可

扩散、可加工及可编码程度。在共享的信息渠道中，经过较少加工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者识别，信息也

就更容易扩散[21]。本文将这种信息空间模型应用到舆情传播研究中，即将舆情传播网络中的节点属性抽

象为扩散、传递及加工三个维度，分别以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加以衡量。具备较高中

间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的节点，往往具有明显的结构洞特征，其传递效率较高，且此类节点往往出现在

信息传播级联中加工较少的层级上。如果信息传播网络中大多数节点具备较高传递效率，其所接收的信

息未被加工或加工较少，则该网络整体上符合小世界特征[22]，即节点间的平均距离较小；相反，如果网

络中信息被加工成几个明显的派系，则网络整体上符合 k-核特征（图 1）。 

 

图 1  舆情传播网络信息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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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将信息传递级数定义为信息加工次数，并将用户在转发微博时体现出的情绪变化，看作

对原始信息的再次加工。与搜索引擎指数的传播模式不同，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传播模式是显性的，

即参与者不仅关注事件的发展，还会以文本评论的方式发表观点、表达情绪。一般来说，言辞激烈的极

端情绪更容易引发舆情的传播[23]，而当舆情进入消退期时，网民情绪也趋于稳定。基于此，本文通过分

析舆情文本数据来揭示用户情绪的演化规律。 

4.2  舆情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近几年内发生的 3 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粉丝驱动型、权威驱动型及内容驱动型等三类典

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络，并通过分析比较三类舆情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揭示社会化媒体

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4.2.1  节点特征分析 

1）度数中心度 

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的基本模式是网络中其他用户通过转发，把信息发出者的信息传递出去。

在舆情传播网络中，可利用信息接收节点与信息源节点的直接连接情况来刻画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直接影

响力，即度数中心度。本文得到了传播网络度数中心度的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3 个微博的参与人数

不同，因此本文中的中心度特征用相对值描述）。 

表 2  不同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相对度数中心度对比（前 10 位） 

排序 
微博 1 微博 3 微博 4 

ID 编号 相对度数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度数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度数中心度 

1 A1 74.287 155 B1 96.262 299 C1 85.646 690 

2 A4 7.241 988 B1515 0.655 738 C617 1.261 830 

3 A2 4.693 414 B847 0.393 443 C247 0.788 644 

4 A32 4.390 613 B885 0.393 443 C558 0.788 644 

5 A8 1.640 172 B487 0.262 295 C626 0.788 644 

6 A6 0.731 769 B1513 0.262 295 C327 0.630 915 

7 A33 0.227 101 B1518 0.262 295 C619 0.630 915 

8 A3784 0.227 101 B393 0.196 721 C633 0.630 915 

9 A2238 0.201 867 B949 0.196 721 C28 0.473 186 

10 A2906 0.176 634 B1516 0.196 721 C224 0.473 186 

横向比较 3 个事件的转发网络，排序为 1 的是中心节点，即信息发出者，影响力 大。中心节点的

相对度数中心度越小，网络中越容易出现数值较大的次节点，这是因为如果在网络中存在影响力较大的

次节点，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心节点在该网络中的影响力，但会使得舆情信息在网络中的转发数量明

显增加，即促进了舆情信息的进一步扩散。这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次节点的产生机理，需要在未来的工

作中进一步研究。 

2）中间中心度 

网络中并非所有行动者都直接关联，如果一个节点处于其他节点对的测地线上，即 短途径上，则

认为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该节点即为舆情传播网络中贡献较大的次节点。根据本文构建的 3

个舆情传播数据集，分别得到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舆情传播网络相对中间中心度的分布情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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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节点），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相对中间中心度对比（前 10 位） 

排序 
微博 1 微博 3 微博 4 

ID 编号 相对中间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中间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中间中心度 

1 A1 98.583 359 B1 99.984 169 C1 98.638 496 

2 A4 16.087 202 B1521 1.304 505 C617 2.493 260 

3 A32 9.520 444 B1515 1.177 230 C247 1.872 312 

4 A2 9.112 458 B885 1.046 255 C599 1.868 325 

5 A8 3.152 125 B487 0.785 078 C236 1.865 833 

6 A6 1.407 186 B847 0.654 877 C626 1.561 838 

7 A2052 0.904 034 B1524 0.393 098 C224 1.559 346 

8 A33 0.878 991 B473 0.392 926 C558 1.250 368 

9 A2906 0.804 826 B773 0.392 926 C509 1.247 876 

10 A3778 0.503 140 B1513 0.305 753 C597 1.247 876 

对比表 2 与表 3，相对度数中心度大的次节点，相对中间中心度也较大，但数值的大小排列顺序并

不完全相同，这与次节点的权利有关。例如，节点 B 转发了次节点 A 的微博后，节点 C 又转发了节点

B 的微博，那么节点 B 也成了网络中的一个次节点，且节点 C 的转发行为，对次节点 A 的传播能力进

行了加权。在度数中心度均为 1 的情况下，次节点 A 的相对中间中心度大于次节点 B 的相对中间中心

度。舆情传播过程中，明星节点 A2 的传播能力下降，说明明星效应虽然扩展了舆情传播的广度，但并

未加深舆情传播的深度，即转发级联中仅再增加一个层次，转发过程就可结束；评述性节点 A32 的传播

能力提高，说明如果节点对转发的舆情内容进行进一步加工，则容易引起转发级联深度的递增。 

3）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反映网络中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接近程度。对于一个节点，其距离其他节点越近，

那么它的接近中心度越大。根据本文构建的 3 个舆情传播数据集，分别得到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

舆情传播网络相对接近中心度分布情况（前 10 个节点），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相对接近中心度对比（前 10 位） 

排序 
微博 1 微博 3 微博 4 

ID 编号 相对接近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接近中心度 ID 编号 相对接近中心度 

1 A1 23.228 416 B1 95.193 504 C1 19.276 377 

2 A4 19.472 288 B1521 49.098 518 C617 16.248 077 

3 A32 19.214 546 B1515 49.066 925 C247 16.231 440 

4 A2 19.195 002 B487 48.972 382 C599 16.231 440 

5 A3067 19.157 885 B847 48.940 948 C236 16.231 440 

6 A119 19.031 839 B1524 48.878 204 C626 16.223 131 

7 A195 19.031 839 B1513 48.878 204 C558 16.218 983 

8 A323 19.031 839 B1518 48.878 204 C509 16.214 834 

9 A2076 19.021 791 B1516 48.846 893 C619 16.206 545 

10 A2889 19.021 791 B33 48.815 620 C633 16.206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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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虽然不同节点的影响力不同，但不同节点的相对接近中心度数值却差异不大，说明被

研究节点与关联节点的距离都很短。社会化媒体中，信息源集中分布在少数意见领袖上，网络中的用户

能够很快搜寻到这些信息，不需要通过中间节点来传递，说明用户也倾向于这种更有效率的传递方式。

微博 3 是以官方信息为信息源构成的传播网络，传播级联中更多的是未被加工的一手信息，所以中心节

点与其他节点的相对接近中心度数值差距反而更大。 

4）结构洞分析 

结构洞特征描述了舆情网络的效率：如果所有次节点都与被研究节点直接相连，则网络具有较高的

效率。此外，如果所有节点都以链式结构关联，则网络效率也较高。但在实际社会化媒体中，这两种情

况均不可能发生。有时被研究节点 A 将信息分别传递给节点 B 和节点 C，但节点 C 同时从节点 B 处获

取信息，那么节点 A 与节点 B 的关联就是冗余的。社会网络分析法用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等级

度四个指标描述舆情网络的非冗余程度：一个行动者的有效规模等于该行动者的个体规模减去网络的冗

余度；效率等于该点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之比；限制度指的是该点在自己的网络中拥有结构洞的能力；

等级度指的是限制性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一个行动者身上[22]。本文针对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转发

网络矩阵进行结构洞特征分析，如表 5~表 7 所示。 

表 5  微博 1 转发矩阵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等级度指标（前 10 位） 

ID 编号 A1 A4 A2 A32 A8 A6 A33 A3784 A2906 A3795 

有效规模 2943.988  286.993  185.946  173.966  64.969 29.000 9.000 9.000  7.000  7.000 

ID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效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D 编号 A7 A11 A12 A13 A16 A17 A18 A19 A20 A24 

限制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D 编号 A7 A11 A12 A13 A16 A17 A18 A19 A20 A24 

等级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6  微博 3 转发矩阵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等级度指标（前 10 位） 

ID 编号 B1 B1515 B847 B885 B487 B1513 B1518 B393 B949 B1516 

有效规模 1468.000  10.000  6.000  6.000  4.000  4.000  4.000  3.000  3.000  3.000  

ID 编号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效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D 编号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限制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D 编号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等级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7  微博 4 转发矩阵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等级度指标（前 10 位） 

ID 编号 C1 C617 C247 C626 C558 C327 C619 C633 C28 C224 

有效规模 542.989  8.000  5.000  5.000  4.600  4.000  4.000  4.000  3.000  3.000  

ID 编号 C1 C2 C3 C4 C6 C7 C9 C10 C11 C12 

效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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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D 编号 C2 C3 C6 C7 C9 C10 C11 C12 C13 C14 

限制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D 编号 C2 C3 C6 C7 C9 C10 C11 C12 C13 C14 

等级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因为舆情网络中节点的关联方式以前面介绍的两种有效率的方式居多，所以节点的有效规模情况

与度数中心度基本相同，有效规模排序是度数中心度排序的验证；三个转发网络都有很大比例的节点

的效率指标为 1，说明节点间信息传递冗余少，网络中行动者对信息发出者是信任的，行动者所接触

的一手信息决定了其对事件的态度及传播观点；限制度和等级度的排序基本相同，三个转发网络都有

很大比例的节点的数值为 1，表明以被研究节点为中心所形成的子网闭合性较好，且冗余程度较低；

而有效规模大的节点往往限制度和等级度不高，说明这些节点覆盖的网络开放性好，对舆情传播的

贡献大。 

4.2.2  网络整体特征分析 

1）小世界分析 

由图论可知，小世界网络就是一个由大量顶点构成的图，其中任意两点之间的平均路径长度的数值

比顶点数量的数值小得多，在社会网络中表现为：两个没有直接相连的节点，可以通过较短的路径连通。

根据小世界理论的定义，稀疏且高度聚类的网络符合小世界特征，具体表现为聚类系数相对较大，特

征途径长度相对较小[23]。表 8 给出的特征途径长度显示，在 3 个微博舆情转发网络中，任何两个节点之

间的平均距离为 2~3，这意味着两个节点之间仅需要 1~2 个中间人，就可以建立联系了，所以转发网络

符合小世界特征。 

表 8  不同事件舆情传播网络小世界特征 

微博编号 聚类系数 特征途径长度 

微博 1 0.081  2.585  

微博 3 0.000  2.099  

微博 4 0.073  2.371  

2）k-核分析 

如果一个子图中的全部点都至少与该子图中的其他 k 个点邻接，则称这样的子图为 k-核。一般来说，

作为一类凝聚子群，k-核有自己的优势所在，k-核不一定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子群，但它们能够表现出

与派系类似的性质。本文针对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转发网络矩阵进行 k-核分析，如表 9 所示。3

个转发矩阵的 k 值均为 2，聚类数分别为 3915 个、1519 个、625 个，说明微博 1 的所有转发节点可以分

成 3915 个类，微博 3 的所有转发节点可以分成 1519 个类，微博 4 的所有转发节点可以分成 625 个类。

每个网络的聚类数与节点数相近，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转发矩阵中，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和话题的

敏感性，人们的心理活动更加复杂，导致观点较为分散，无法形成强烈的认同感，这为舆情的疏导增加

了难度。同时再次印证了小世界特征，即网络规模较大，且其中的关系稀松，不存在整个网络的核心节

点，但整个网络却是高度聚类的。相反，如果转发网络符合 k-核特征，则网络中存在明显的社区性，即

网络由若干较为明显的社区构成，社区内部用户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而社区之间用户的联系较为松散。

可见，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转发网络并不符合 k-核特征，没有明显的派系，所以在进行舆情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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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监管策略设计时，应该更多考虑舆情传播路径的发散性。 

表 9  不同事件舆情传播网络 k-核特征 

微博编号 k 值 聚类数/个 

微博 1 2 3915 

微博 3 2 1519 

微博 4 2 625 

3）转发网络传播云图分析 

本文分别基于前文构建的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舆情转发数据集，以转发用户为节点，以用户

之间的转发关系为边，使用 NetDraw 绘制了微博 1、微博 3 和微博 4 的舆情传播云图，如图 2 所示。 

 

（a）微博 1                          （b）微博 3                          （c）微博 4 

图 2  舆情传播云图 

由图 2 可知，与微博 3 及微博 4 相比，微博 1 传播云图存在明显的次节点，这与中心节点和次节点

在度数中心度数值上的差值有关。因为在微博 3 及微博 4 所形成的舆情网络中，相对中心节点，其他节

点为舆情传播做出的贡献太小，所以难以在舆情传播云图中加以体现。从以上 3 个舆情传播云图中很难

发现结构洞所描述的冗余情况，说明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上可以高效率传播。 

4.3  舆情参与者的情绪演化分析 

研究表明，在社会化媒体中，舆情演化与舆情传播环境有关[24]。根据沉默螺旋理论，新参与用户因

为惧怕被孤立，会伺机等待网络中主流舆论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近时再发表言论。而随着网络传播心理

及行为的不断演化，学者们提出了“反沉默螺旋”理论，即部分少数意见反而会被大多数网民所接受[25]。

对比粉丝驱动型用户、权威驱动型用户及评论驱动型用户，以及以他们为中心所形成的突发事件舆情传

播网络可知：主观评论促进舆情传播，未评论的转发容易成为转发终点；明星效应扩展了舆情传播的广

度，但并不能加深舆情传播的深度。与转发节点的属性相比，转发文本中体现的观点及情感倾向，可以

加深舆情传播的深度，从而成为舆情传播级联不断递增的重要驱动力。可见，用户的舆情传播行为主要

受到舆情内容本身的影响，其传播行为更趋理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微博 1 为例，观察微博 2（少数意见）发布后，微博 1 转发网络中的参与者

情绪演化情况。首先，从获取的微博 1 转发数据集中，去掉未评论的转发节点及辱骂性言论，筛选出 1435

条具有研究价值的转发评论；其次，结合上下文语境、实际生活中语言的引申义及网民的语言表达习惯

等，对上述 1435 条微博数据进行人工分类，并 终划分出五类情绪，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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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微博 1 的情绪分类标准 

情绪分类 情绪分类标准 发表比例 

1S
 支持——赞赏名人行为或其个人魅力 12.52% 

2S
 恐慌——为个人及家人健康担忧 18.23% 

3S
 反驳——对不实信息进行科普、辟谣  4.94% 

4S
 正义——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强重视 10.78% 

5S
 愤怒——表现出失望、愤恨的反感情绪 53.53% 

根据表 10 给出的情绪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本文发现：“@辟谣与真相”通过发布具有反驳观点的

微博 2，以对微博 1 进行辟谣后，网络中出现了对于微博 2 的连续转发行为，并使得网络中辟谣微博发

表比例，由原来的 2% 增加到 4.94%。为进一步探究少数意见对舆情参与者情绪演化的作用，本文定义

t 时刻支持、恐慌、反驳、正义及愤怒等五类情绪的发表比例分别为 1tS 、 2tS 、 3tS 、 4tS 、 5tS ，其随时

间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五类情绪累计发布比例随时间变化 

由图 3 可知，舆情网络中的网民情绪在 t=500 分钟后逐渐趋于稳定，其中愤怒情绪在整个演化过程

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可见对于此类威胁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往往会采取零

容忍的态度。图中竖线表示在 t=321 分钟，“@辟谣与真相”发布微博 2 以对微博 1 进行辟谣。在此之后，

辟谣微博发表比例急剧上升，网民对原微博中有关“疫苗遇热变质为毒”的言论产生了怀疑，微博 2 中

引证世界卫生组织的科普知识，大大缓解了网民针对失活疫苗会对生命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焦虑，网络

中恐慌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逐步向反驳和正义两种情绪进行演化。由此可知，微博 2 的发布，

对避免网民陷入群体性的恐慌，维持正常的网络秩序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 t=80 分钟之前，

网络中的各类情绪波动较大，且一直在恐慌与愤怒间徘徊，传播网络中虽然存在少数辟谣微博，但往往

由于发布者自身影响力不强、辟谣言论证据不足等原因而被网民忽略。可见，在网民情绪波动较大，传

播网络中多种情绪并存时，需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用户或权威部门发出声明，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及极具

说服力的证据，积极疏导网民情绪，使得社会化媒体中的舆情传播行为更加理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舆情参与者的情绪变化，本文将具有情绪倾向的 1435 条转发微博进行了分词处

理，并根据分词后的词频，各取高频词绘制了条形图。本文以微博 2 的发布作为时间分界点，得到微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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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前，微博 1 关键词分布情况，如图 4（a）所示；从微博 2 发布到抓取时间为止，关键词分布情况如

图 4（b）所示。 

 

（a）微博 2 发布前，微博 1 关键词分布情况 

 

（b）微博 2 发布后，微博 1 关键词分布情况 

图 4  关键词分布情况分析 

由图 4 可知，微博 2 发出后，讨论热度逐渐升温，仍然集中在疫苗与儿童健康问题上，并且生成了

辟谣的子类，即出现图 4（b）中“辟谣”等关键词，且比重较高；网民对疫苗失活事件态度更加理性，

图 4（b）中“假药”“疯”等关键词的比重明显下降，且对政府加大监管力度的要求更加突出；另外，

图 4（b）中针对微博 1 博主的讨论也有所增加，如“明星”“公众人物”等关键词更加明显，其核心目

的都是呼吁公众人物注意自身言辞，为公众行为起到正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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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分别以粉丝驱动型、权威驱动型及内容驱动型等三类不同传播主体为中心的

舆情传播网络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空间模型，将节点属性与网络整体特征相结合，并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对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进行研究。此外，本文以“新浪微博山东

非法疫苗舆情”为例，探究在“反沉默螺旋”效应下，舆情传播网络中参与者情绪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而从转发关系和内容特征两方面，对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 4.2.1 小节的分析结果，得到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转发关系网络中的节点行为

特征如下：①相较中心节点，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对舆情传播的贡献小得多；②中心节点产生次节点的能

力排序为粉丝驱动型节点>内容驱动型节点>权威驱动型节点；③社会化媒体中，用户对舆情加工较少，

转发终点基本能掌握信源的所有信息。 

根据 4.2.2 小节的分析结果，得到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如下：

①新浪微博舆情传播网络中，聚类系数较大，特征途径长度较小，说明网络中信息传播较快，符合小世

界特征；②转发网络是由中心节点出发，经过节点间的不断转发而形成的，节点间平均距离为 2~3，说

明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的沟通只需要经过 1~2 个中间人；③转发网络不具有 k-核特征，说明舆情转发网

络并不存在“社区性”，即转发网络可能包含的节点是随机的。由此可知，根据各节点的“转发习性”

只能识别其话题偏好，却无法预测由此产生的舆情转发级联。 

根据 4.3 节的分析结果，得到社会化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网络参与者情绪演化的研究

结论如下：①辟谣言论的发布不仅能使更多人对不实言论产生怀疑，还有助于降低偏激言论的产生，如

埋怨政府不作为、恶意诋毁现有卫生部门等，这有助于安抚民众的恐慌情绪，如担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健康产生伤害；②当少数意见被广泛接受时，其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治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应该采用与社会化媒

体适配性较强的手段尽早干预，第一时间发布事件的 新进展，尤其在网络中网民的情绪波动较大时，

应鼓励粉丝驱动型明星用户转发权威信息，以保证加工较少的信息尽快被更多用户知晓。事件发生之后，

网络中负面情绪比重会迅速上升，加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特殊性，极易使民众产生群体性的恐慌，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参与网民讨论，及时满足网民的求知

需求，有效回应民众的心理诉求，从而主动引导舆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意见领袖往往具有粉丝数量较

大、历史转发量较高等特点，网络平台应该对这些用户加强监管，不仅要杜绝其发布不实信息，还要培

养他们的舆论引导意识，共同维护网络秩序，确保网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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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Social Media 

DING Xuejun，FAN Rong，MIAO Rui，WANG 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the law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social media. Taking Sina weibo as an exam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diffusion networks composed of different kernel nod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pagation law of public opin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social media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space mode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n，the sentiments evolution process is also studied based on the“Anti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Finally，

the recommendations to govern the public opin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Social media，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Network public opinion，Social network analysis，Information spa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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