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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百度指数获取乳腺癌诊治健康信息的网民搜索及媒体报道数据，从时间分布、群体特征、相
关搜索词、头条新闻内容及来源等维度分析公众网络关注特征。结果显示网民关注乳腺癌早期症状及预后

效果，关注度随乳腺癌发病率提高而增加。媒体多发布乳腺癌致病因素、治疗方式、预防保健相关新闻，

报道主题与乳腺癌防治的突破性进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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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使公众能随时随地获取健康信息。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达６８１亿［１］，６３１６％

的搜索主题为健康与医疗［２］。分析信息行为有助于

把握网民特征及社会关注点。龚韩湘等［３］基于百度

指数认为公众最关注居家养老；王云娣［４］发现网民

及媒体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注度受政府驱动影

响；李清光［５］得出食品安全事件关注度与网民信息

行为相关的结论。本研究利用百度指数获取乳腺癌

防治健康信息的网民搜索及媒体报道数据，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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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群体特征、相关搜索词、头条新闻内容及来

源等维度分析公众网络关注特征。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百度指数通过计算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出现频

次的加权和，反映公众对特定主题的关注度。以

“乳腺癌”为检索词，获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大陆
地区３１个省份 （不含港澳台）的网民在ＰＣ及移动
端对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的日均搜索频次及媒体日

均报道频次，以 《中国肿瘤》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乳腺
癌粗发病率数据［６－１０］反映疾病发展规律。

２２　分析过程

使用数据挖掘方法并借助 Ｅｘｃｅｌ处理数据。以
搜索指数反映网民信息行为，通过ＣＯＲＲＥＬ函数分
析搜索指数与我国乳腺癌粗发病率的相关性。基于

人群画像分析网民群体特征，地域分布的观察期为

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性别、年龄分布的观
察期为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采集２０１８年每
周排名前１０位的相关检索词，共获得５２０个来源词
及５２０个去向词，过滤、合并、分类统计高频检索
词。以媒体指数反映媒体关注度及信息曝光度，描

述分析乳腺癌相关新闻的年度变化趋势。基于峰值

统计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的头条新闻，去除
无关数据，共获得２１个季度的５７８条新闻，人工标
注１５个主题。去除失效链接，５２２条新闻来自１３９
个网站，对信息源进行分类汇总。

３　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网民关注特征

３１　时间分布

百度搜索指数映射网民信息搜索频率，粗发病

率反映一定时间内特定人群的癌症实际发生情况。

其趋势，见图１。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的网民搜索
频次与其粗发病率在特定时段变化一致，二者相关

系数为０８９。乳腺癌发病率升高，网民信息搜索行

为频繁，对乳腺健康的重视度提高。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
日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去世，引起网民对乳腺

健康的讨论。１５日搜索值仅为１２２４２，１６日暴涨至
３１３３８９，且热度持续至２３日。名人效应使公众在
短时间内聚焦乳腺癌并基于网络获取健康信息。

图１　乳腺癌粗发病率及网民搜索指数变化

３２　网民群体

３２１　地域　广东省网民搜索乳腺癌防治健康信
息的频次最高，江苏、浙江其次。排名前 １０位省
市搜索指数年度变化，见图２。去除峰值影响，四
川省搜索指数在 ２０１７年下降 １０７４％，次年下降
４０１％，河北省在 ２０１８年下降 ３９９％，其余省市
搜索指数均逐年升高但涨幅减小。观察期内高搜索

指数省份乳腺癌的发病率、检出率或死亡率均较高

或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乳腺癌为该地区女性群体的

主要恶性肿瘤。８０％的高搜索指数省份位于东部地
区。该区域经济发展快且城市化水平高，可能导致

生育率下降、母乳喂养减少、高脂肪饮食增加等致

癌因素增加，东部地区网民更关注乳腺健康。

３２２　性别　乳腺癌虽为女性高发肿瘤，也存在
男性病例，乳腺健康应为全民关注话题。网民性别

比变化，见图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６０％的搜索用户为
男性，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女性为信息搜索主要群体，男
女比约为 ３∶７。而 我 国 全 体 网 民 男 女 比 为
５３７∶４７３［１］，乳腺健康信息搜索行为存在性别差
异。观察期内女性用户持续增加，乳腺癌发病率升

高使大量女性对乳腺健康相关建议的需求增加，通

过网络匿名化获取健康指导。前期男性占比较高说

明该群体也愿意主动了解乳腺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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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省市搜索指数年度变化

图３　网民群体性别比变化

３２３　年龄　乳腺癌发病率与年龄相关，统计各
年度年龄比变化以分析不同群体的信息搜索行为偏

好，见图４。搜索乳腺健康知识的网民存在年龄分
层，２９岁以下用户占比降低，３０～３９岁用户为主
要群体，４０～４９岁占比上升，５０岁以上保持在６％
左右。我国网民以２０～２９岁群体为主，３０～４９岁
占３９１％，５０岁以上已上升至 １２５％［１］。对比可

知３０～４９岁网民更愿意搜索乳腺健康信息。３０岁
后乳腺癌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快速增加，５７４％的患
者在５０岁前发病［１１］。高发病率的中青年女性对乳

腺保健更关注，信息搜索行为也较频繁。５０岁以上
用户较少可能是因为搜索引擎不是该群体获取健康

信息的主要渠道。

图４　网民群体年龄占比变化

３３　相关搜索词特征

来源相关词反映用户在搜索乳腺癌前的信息偏

好，去向相关词体现在获取相关健康知识后用户的

信息需求。高频相关检索词，见表１。“乳腺癌的早

期症状”在来源及去向词中均排第１位。与早期症

状相关的来源词占３６５４％，乳腺癌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是现阶段最有效的防治手段。 “增

生”、“乳腺结节”、 “囊肿”等症状刺激网民继续

搜索防癌健康指导。“宫颈癌”、“宫颈”频次较高，

宫颈癌及乳腺癌为我国 “两癌筛查”对象，在进行

宫颈癌防治健康信息搜索时，用户可能收到乳腺健

康信息的推送，促使其检索乳腺癌主题。从 “怎么

回事”、“多少岁”等疑问词可以推断现阶段乳腺健

康知识普及度及全面性较低。高频去向相关词总结

网民在了解乳腺癌基本信息后继续搜索的主题范

围。“乳腺癌的早期症状”、“早期”等词高频出现，

体现网民偏好借助网络信息自检自查。 “能治好

吗”、“晚期”、“术后”、“能活几年”反映网民对

乳腺癌的恐惧心理，迫切想要了解其治疗手段、生

存年限等。“真人图片”反映大部分网民对相关术

语、专业表述的理解程度较低，需要通过图片辅助

理解。对比发现来源词中乳腺癌的早期症状等信息

占比最高，去向词中治疗手段、预后效果等主题频

次上升。检索词变化反映网民感知健康信息的过

程：根据某些症状怀疑患有某类疾病———查阅疾病

早期特征判断患病可能性———初步了解疾病治疗手

段及预后效果。

表１　乳腺癌高频相关检索词

序号 来源相关词 频次 去向相关词 频次

１ 乳腺癌的早期症状 ５０ 乳腺癌的早期症状 ８６

２ 增生 ４９ 早期 ５２

３ 早期 ４２ 症状 ５１

４ 症状 ４０ 乳腺癌是怎么引起的 ４９

５ 宫颈癌 ３７ 增生 ３６

６ 宫颈 ３３ 乳腺癌能治好吗 ３１

７ 乳腺结节 ４４ 晚期 ２２

８ 乳腺癌是怎么引起的 １３ 术后 １９

９ 乳腺囊肿是怎么回事 ５ 乳腺癌症状真人图片 １８

１０ 乳腺癌最早多少岁 ２ 乳腺癌手术后能活几年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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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媒体关注特征

４１　时间分布

百度媒体指数反映网络媒体报道中与乳腺癌相

关且被百度新闻收录的数量，其趋势，见图５。媒
体对乳腺癌的关注度存在年度差异，且整体波动下

降。２０１５年媒体关注度达到峰值，姚贝娜因乳腺癌
复发去世的消息引起社会轰动，媒体高度关注并报

道较多相关新闻，当日媒体指数环比增长 １７倍，
次日热度逐渐降低。近几年媒体指数保持较低稳定

值，乳腺癌相关新闻的报道频次较低。可能原因是

媒体报道力求信息新颖性及轰动效应，而乳腺癌为

女性高发恶性肿瘤已是常识，且近几年其疾病特征

未发生变化，防治、预后效果也未取得突破，媒体

仅保持较低曝光率。

图５　乳腺癌健康信息媒体关注度年度变化

４２　头条新闻

４２１　内容　头条新闻即观察期内最具社会影
响力的报道，高频新闻主题及主要内容，见表２。
乳腺癌致病因素及预防保健为媒体关注重点。吸

烟、饮酒、肥胖、精神压力均会增加乳腺癌发病

率，媒体通过新闻提醒公众改善生活习惯并保持

身心健康。４６１０％的预防保健知识为饮食防癌，
包括 食 用 海 带、豆 制 品、西 红 柿、石 榴 等。

１０１１％的预防措施为运动，包括乳房保健操、适
度锻炼１５０分钟等。仅有两条新闻指出早筛早诊
早治在乳腺癌预防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进展及治

疗方式的曝光度也较高，媒体主要关注新药研发、

新的转移通路及病变基因，以及治疗方式如术中

放疗、内分泌治疗、膏方调养及微创手术等。特

殊患者的高频报道体现媒体对男性、名人及低龄

患者较为敏感，希望通过特殊案例引起公众对乳

腺健康的重视。疾病特征主要介绍乳腺癌发病率

及死亡率变化，如 “发病率排女性恶性肿瘤首

位”。诊断检测涉及血检、尿检等多种早期检测方

法，提示公众通过体检实现乳腺癌的早发现及早

治疗。病例报道主要宣传积极乐观的患者形象以

提高患者生存意愿、社会对乳腺癌的关注度及救

助力等。公益活动多是借助明星宣传或社会资助

等方式宣教乳腺癌防治知识。专家辟谣类新闻的

出现是由于网络信息冗杂造成不实信息大范围传

播，如豆浆、蜂王浆致癌，造成公众恐慌。行业

发展、自检自查等为小众主题，包括药企融资、

健康指南、产品广告、重疾赔付等。新闻多样性

表明媒体关注乳腺癌防治、患者群体等全方位信

息，通过报道疾病诱因、食疗预防、治疗进展等

新闻，采用夸张、自问自答等形式吸引公众注意。

进一步统计每年各主题相关头条新闻，分析媒体

报道主题偏好，主题词年度变化，见图 ６。２０１３

年媒体对疾病特征的曝光率最高，报道集中在疾

病特征类信息，“乳腺癌成为女性第一大癌”、“我

国乳腺癌发病率提早”等新闻占据头条。２０１４年

疾病特征类头条新闻仅 ９条，居第 ５位，致病因

素类信息跃居首位。“吸１００支烟患乳腺癌危险增

加三成”、 “久坐不动 ２６岁女白领患上乳腺癌”

等新闻披露乳腺癌的可能致病因素。２０１５年致病

因素主题新闻 １７条，预防保健类 １６条，媒体通

过 “乳腺癌４大高危诱因”、“常吃５种水果，女

性远离乳腺癌”等报道宣传食疗保健等预防措施。

２０１６年致病因素类报道仍居首位，而治疗方式相

关新闻居第２位。“甜食吃多易患乳腺癌”、“‘白

骨精’最易得乳腺癌，精神压力大是诱因”等新

诱因被发现。“乳腺癌治疗需重视全程管理”、“乳

腺癌手术用上 ‘３Ｄ透视技术’”等多种治疗方式

应用于临床。２０１７年乳腺癌预防保健信息仍围绕

食用各类果蔬与调节身心健康，治疗方式相关新

闻主要介绍精准治疗、药物靶向治疗并提醒患者

防止过度治疗。２０１８年研究进展类新闻居首位，

“ＦＤＡ批准首款针对特定遗传突变的乳腺癌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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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确认１１０个基因与乳腺癌风险相关”等乳
腺癌防治研究取得突破。整体判断致病因素、预

防保健、治疗方式相关新闻最易成为头条新闻。

表２　头条新闻主题及内容

主题 频次 主要内容

致病因素 ９０ 烟酒成乳腺癌诱因；高脂饮食易患乳腺癌；日肥胖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高

预防保健 ８９ 巧吃７种天然水果轻松防治乳腺癌；坚持运动是预防乳腺癌；肠道健康降低乳腺癌风险

研究进展 ６６ 美药企Ｐｕｍａ研发乳腺癌新药获突破；Ｎａｔｕｒｅ子刊：乳腺癌精准分层新技术优于常规方法

治疗方式 ６５ 早期乳腺癌患者腋窝放疗优于淋巴结手术；微创乳腺癌根治术成功

特殊患者 ５５ 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去世；美８岁女孩患乳腺癌；７５岁男子患乳腺癌；３岁女孩患乳腺癌

疾病特征 ４５ 女性乳腺癌位居榜首；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每年递增４％；得了乳腺癌最多还能活多久

诊断检测 ４１ 血检锌含量诊断乳腺癌；尿检可查乳腺癌；早期乳腺癌或不应进行肿瘤标记物检测

病例报道 ３５ 英乳腺癌母亲曾因坚持怀孕推迟治疗；英患乳腺癌晚期女子积极乐观面对病痛感动无数人

公益活动 ２６ 阿联酋 “粉红马队”宣传乳腺癌早期防治知识；５００万捐资补助乳腺癌患者

专家辟谣 ２１ 便秘致乳腺癌？缺乏依据；胸小患乳腺癌风险低？缺乏科学依据；长期喝豆浆易得乳腺癌？缺乏依据

行业发展 １６ 罗氏收购乳腺癌制药公司；新开源投资瑞典企业涉足乳腺癌活检设备

自检自查 １１ 摸摸腋窝就可以自查乳腺癌；年轻乳腺癌”高发又凶险 自检＋定期检查可早发现

广告产品 ９ 广州治疗乳腺癌的最好肿瘤医院；别了乳腺癌！关爱女性健康，中脉美体内衣是认真的

术后防治 ５ 乳腺癌术后如何防治复发转移；泸医附院成功实施乳腺癌根治术后一期再造手术

保险赔付 ４ 乳腺癌客户获保险重疾赔付１９万；客户患乳腺癌新华保险收到理赔材料当天赔付４万元

图６　主题词年度变化

４２２　信息源　分类统计头条新闻来源，高频信
息源及其性质，见表３。４００１％的乳腺癌防治相关
头条新闻来自综合类网站，主流媒体均承担乳腺健

康宣教责任。网易、新浪等媒体通过转载多源健康

信息、发布独家新闻，采用图文结合、吸睛标题等

形式吸引网民关注。和讯网虽主要发布财经类新

闻，也多次报道男性患病风险，乳腺增生与乳腺癌

的关联性等健康信息。大河网为河南省重点新闻网

站，多发布乳腺癌防治建议、食疗预防等信息，也

宣传乡镇乳腺癌防治知识科普活动。

表３　主要信息源及媒体性质

信息源 频次 媒体性质 信息源 频次 媒体性质 信息源 频次 媒体性质

网易新闻 ６５ 综合类 凤凰网　 ３７ 综合类 中国新闻网 １９ 综合类

新浪新闻 ４４ 综合类 新华网　 ２７ 综合类 和讯网　　 １５ 财经类

人民网　 ３８ 综合类 腾讯新闻 ２４ 综合类 大河网　　 ９ 　地方媒体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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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观察期内网民搜索指数与媒体指数虽出现波动

性变化，但近几年均趋于稳定值。随着乳腺癌防治

健康信息的普及，公众了解其预防及治疗措施，信

息搜索频率在固定范围内波动，媒体的健康知识宣

传取得较好成效，信息曝光率降低。公众信息行为

与其社会角色相关，网民多关注疾病特征，媒体更

注重社会效应。网民搜索主题围绕乳腺癌的早期症状

及预后效果，搜索行为受乳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及地

域、性别、年龄等因素影响。３０岁以下、５０岁以上
女性网民及男性网民也需多关注乳腺健康知识。媒体

紧密关注医学、药学等领域研究进展，在短时间内大

量报道相关主题以促进健康知识大范围传播。全国

性、地方性、专业性媒体对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的科

普宣教力度及信息全面性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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