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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据收集与整理基础上建立相关模型，从题目文字数量、内容文字数量、图片数量、视频数量
等方面分析高传播指数微信公众号健康养生类文章特点，结果表明题目文字数量适中、短小精悍、科普性

强、含有较多图片和视频的文章能够获得更佳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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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微信公众号近年来逐渐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

重要工具［１－３］。健康养生类文章是微信公众号文

章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活压力

增加，读者对于健康养生信息关注度逐渐提升，

一定程度上促使读者对于健康养生类文章质量、

数量需求日益增长［４－５］。对于健康养生类微信公众

号来说，如何有效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进而提高读

者健康科学意识和卫生安全鉴别能力，促使其形成

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研究的课题［６］。因此有

必要对具有较高传播指数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养生类

文章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为其他微信公众号健康养

生类文章提供一定内容、格式上的参考，从而优化

传播效果［７］。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次收集数据来源于清博大数据———清博指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ｄａｔａｃｎ／）网站。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
３０日，笔者通过每日选取榜单中健康养生类文章阅
读数、在看数、点赞数综合排名前 ２０的文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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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２４小时、最近３天、最近７天、最近３０天进
行分类，对 ４组文章题目文字数量、内容文字数
量、图片数量、视频数量和文章分类进行连续 ３０
天的实时收集与分析统计。

２２　数据收集内容

２２１　题目文字数量　网络碎片化信息激增导致
大众对单篇微信推文投放时间和精力减少，文章

题目变得尤为重要。题目是整篇文章最先呈现在

读者 （受众）眼前的部分，可以吸引读者并使其

接受信息更加高效。除引人注意的内容外，文字

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决定文章吸引力。合适

的篇幅可以让题目更富吸引力和表达力［８］，获得

更多关注。

２２２　内容文字数量　健康养生类文章拓宽了健
康信息传播模式。内容是公众号文章最核心部分，

其逻辑与文笔均是决定文章质量的关键因素，文章

内容文字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可读性，适

宜的篇幅可以吸引一定受众群体、帮助文章获取更

高关注度［９］。

２２３　图片数量　在年轻人日常交流中，图片
与表情包的使用正逐渐取代长篇纯文字，为贴合

其审美、交流习惯，许多微信公众号开始在文章

文字内容下添加图片。应用图片会使微信公众号

文章内容更加直观、行文更加幽默，合适种类和

数量的图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文章吸引力与

可读性。

２２４　视频数量　当前短视频快速发展，在微信
公众号文章中选用视频叙述观点逐渐成为潮流。视

频使用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清晰简洁地了解知识，其

数量同样决定读者对于文章的观感，合适数量的视

频能助力文章传播。

２２５　文章分类　文章类别很大程度上决定吸
引读者的类型和数量。虽然各类文章均具有一定

受众群体，但为使文章达到最佳传播效果，作者

应选用能使传播量达到最大化的体裁和写作手

法。

２３　数据收集与统计方法

本次数据收集工作中对于题目文字数量和内容

文字数量的计量采用ｗｏｒｄ字数统计工具，图片和视
频数量采用人工清数，文章分类采用人工判断，计

算２４００组数据的极值、众数、平均值、标准偏差
和总体偏差，建立双变量相关模型。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初步统计

３１１　题目文字数量　共计１２００篇高传播指数
文章题目文字数量处于 ２０～２９区间，占比 ５０％；
而题目文字数量适中 （１０～３９字）的文章共计
２３６９篇，占比９８７１％；题目文字数量过少 （０～９
字）或过多 （４０～４９字）者在高传播指数文章中
占比较低。

３１２　内容文字数量　各组文章内容文字数量分
布较为平均，其中１０００～２９９９字的文章略多于其
他组，共计１５２９篇，占总体样本量的６３７１％。
３１３　图片数量　图片数量较少 （０～１４张）的
文章共计１８８６篇，占比７８６８％；其中图片数量５
～９张的文章最多，共计８２４篇，占比３４３３％。
３１４　视频数量　高传播指数文章中含有视频者
极少，仅占总体比例的１０％，而含有１个以上视频
的文章占比１４％。
３１５　文章分类　科普类文章在全部高传播指数
文章中占比达５０％以上，新闻、人物等同样是高传
播指数文章的热点选题。此外广告类文章在２４小
时组占比较大，为１７８％，但在３天、７天、３０天
组中仅占比０５％，见表１。

表１　文章分类数量统计 （篇）

时间 案例 采访 感悟 广告 建议 科普 漫画 热点 人物 新闻 政策

２４小时 ２１ ２４ ８ １０７ ２８ ３２０ ７ １１ １２ ５３ ９
３天 １６ １０ ２２ １１ １３ ４１５ ４ １５ ２３ ６８ ３
７天 ２９ ８ ６ ３ ５ ４３４ ２ １７ ２７ ６７ ２
３０天 ９ ０ １ ７ ２５ ４１９ ０ ２３ １９ ８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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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数据初步分析

对各组数据极值、众数、平均值、标准偏差和

总体偏差分别进行计算，见表２。

表２　各指标分析与计算结果

项目 时间 最大值 最小值 众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总体方差

题目文字数量 ２４小时 ４５ ４ ２１ ２３８２ ７３０ ５３１９
３天 ４２ ２ ２０ ２３１０ ６７０ ４４８０
７天 ３９ １０ ２０ ２２５９ ６５４ ４２７３
３０天 ３９ １０ ２０ ２４３２ ７０６ ４９８１

内容文字数量 ２４小时 １５３１４ 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４０６２ １３７７４０ １８９４０８１３９
３天 １５３１４ ０ ２９３６ ２３２３２８ １７２９５２ ２９８６２６８０８
７天 １５３１４ ３４ １８９５ ２３４８１２ １７３９３６ ３０２０３１４６５
３０天 ９２３６ ７９ １８９５ ２３３８５６ １５５１８４ ２４０４１９２３５

图片数量　　 ２４小时 ５６ ０ １０ ９６１ ８４１ ７０５８
３天 ７８ ０ ６ １０６３ ９８０ ９５７９
７天 ５６ ０ ６ １０６４ ９２７ ８５８４
３０天 ３６ ０ ９ １０１２ ９５４ ９０８５

视频数量　　 ２４小时 ４ ０ ０ ０１２ ０４８ ０２３
３天 ３ ０ ０ ００９ ０３４ ０１２
７天 ３ ０ ０ ０１０ ０３５ ０１２
３０天 ２ ０ ０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１４

３３　相关模型建立与分析

３３１　方法概述　为对上述各项指标影响效果进
行更加系统的测定，采用统计学方法，结合以上结

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各指标对文章传播的影响

效果。为量化上述指标对文章传播的影响效果，每

日以阅读量、在看数、点赞数作为评价指标进行定

量打分。由于文章阅读量差异较大且更加简单易

得，为减小数据离散程度，将文章传播效果分数计

算公式设定为：文章传播效果分数 ＝ （阅读数／１０
＋在看数＋点赞数）／１０００并取整。其中为方便打
分，阅读数≥１０万的文章统一按１０万进行计算。
３３２　编码整合　首先对各项指标进行编码整
合，以文章传播效果分数为因变量，题目文字数

量、内容文字数量、图片数量、视频数量和文章分

类为自变量，见表３。使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２４０，以
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表３　编码整合说明
因变量 自变量 编码说明

文章传播效果 题目文字数量适中程度 适中程度高 （２０～２９） ＝２；

适中程度中等 （１０～１９，３０～３９） ＝１；

适中程度低 （０～９，４０～４９） ＝０

内容文字数量适中程度 适中程度高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２；

适中程度中等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１；

适中程度低 （０～９９９，≥４０００） ＝０

图片数量适中程度 适中程度高 （５～１４） ＝２；

适中程度中等 （０～４，１５～１９） ＝１；

适中程度低 （≥２０） ＝０

视频数量 高 （３～４） ＝２；中等 （１～２） ＝１；低 （０） ＝０

文章分类 科普性较强＝１（科普、建议、案例、采访）；科普性较弱 ＝０（广告、感悟、热点话

题、新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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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相关性分析　对各指标编码整合后进行相
关性分析，得出结果，见表４。相关模型中内容文
字数量与图片数量相关性系数为负，即内容文字数

量与图片数量适中程度较低者反而可获得更好的传

播效果。

表４　文章传播效果各评价指标相关模型

项目 时间 相关性系数

题目文字数量适中程度 ２４小时 ００５１

３天 －０１２７

７天 －００７６

３０天 ０３１３

总和 ００６５

内容文字数量适中程度 ２４小时 －０００７

３天 －０１０９

７天 －０１９０

３０天 －０２３４

总和 －０１０７

图片数量适中程度 ２４小时 ００４９

３天 －０１０９

７天 －０２１８

３０天 －００７０

总和 －００５５

视频数量 ２４小时 ００２８

３天 ００４３

７天 ００４８

３０天 －０１４６

总和 ００４０

文章分类 ２４小时 ０１２１

３天 ００１９

７天 ０００４

３０天 ０１１１

总和 ０１０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３３４　重新编码整合　为进一步研究获得更佳传
播效果的内容文字与图片数量，对以上评价指标进

行重新编码整合并得出结果，见表５。

表５　重新编码整合说明

因变量 自变量 重新编码说明

文章传播效果 内容精炼程

度

高 （０～９９９） ＝４；较高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３；中等 （２０００～

２９９９） ＝２；较低 （３０００～３

９９９） ＝１；低 （≥４０００） ＝０

图片数量 高 （≥２０） ＝２；中等 （１０～

１９） ＝１；低 （０～９） ＝０

３３５　相关性分析　经重新整合编码后进行相关
性分析，见表６。经校正后可发现，题目长短适中、
内容精炼、图片数量较多、科普性强、含有较多视

频的文章可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表６　文章传播效果评价指标的重新编码相关模型

项目 时间 相关性系数

内容精炼程度 ２４小时 －０００１

３天 ００２３

７天 ０００２

３０天 ０２４１

总和 ００５８

图片数量 ２４小时 ００７０

３天 ０１６０

７天 ０２５１

３０天 ０３８３

总和 ０１３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３３６　结果分析　由以上统计结果可知，题目文
字数量、内容文字数量、图片数量、视频数量与文

章分类均可显著影响文章传播效果。

４　分析与建议

４１　多图多视频类文章更易获得较高传播量

由于年轻人已成为网络信息获取的主要人群，

符合其审美的多图公众号文章相对更易获得高传播

量；用图像代替大段文字可使各文化层次中老年人

降低信息获取难度并轻松理解文章内容。较多高传

播指数文章拥有２０张以上图片，表明相比于枯燥
纯文字，直观的图片更易引起读者阅读兴趣；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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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具有高传播量的文章尚未配备视频。制作成本

大及周期长或许是微信公众号运营者未广泛应用视

频的原因。此外读者利用通勤时间阅读文章，担心

视频耗费流量。受这一因素影响微信公众号运营者

倾向于用文字传播内容。随着视频制作水平不断提

高与网络使用逐渐低成本化，多图多视频类文章前

景良好。

４２　短小精悍型文章更易获得较高传播量

年轻群体是微信公众号文章重要受众，其倾

向于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知识，题目长度适中文

章可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短小精悍型文章在高

传播指数文章中占比更高，相关性分析也表明其

更受读者欢迎。建议微信公众号运营者设计引人

注意且长度适中的标题，这是文章获得高传播量的

前提，２０００字左右的正文字数则可为读者提供更
好的阅读体验。

４３　体裁和取材满足读者所需的文章更易获得较
高传播量

　　超半数高传播指数文章科普性较强，相关性检
验也证实其可获得更佳传播效果，表明读者对科学

知识具有较高兴趣且较为认可微信公众号文章权威

性。因此建议公众号运营者多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类

文章分享以满足读者需求。众多文章中传染性疾病

相关新闻同样占有较高比例，表明读者对其较为关

注。可考虑加强与人民健康相关新闻的报道，以合

理控制舆情导向、缓解公众心理压力［１０］。

４４　广告类文章传播量随时间下降迅速

广告类文章仅在 ２４小时组具有较高占比。
读者对广告内容具有兴趣，但商家持续在各类微

信公众号推送同一广告会导致读者产生耐受进而

不再关注。虽然推销产品可短时获取流量，但不

利于获得持续关注。建议对读者实际需求进行考

量，避免单纯追求推广利润而忽视传播信息价

值［１１］。

５　结语

本研究对微信公众号健康养生类文章特点进行

统计分析，以２４００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发现题目
长短适中、篇幅较短、图片数量较多、科普性较强

者在高传播指数文章中占比更多。公众号运营者应

对文章进行修订以符合大多数读者阅读偏好，使高

价值信息与内容得到更好的传播。

参考文献

１　黄楚新，王丹微信公众号的现状、类型及发展趋势

［Ｊ］．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５（７）：５－９．

２　钟若曦，马晓燕，梁宁，等公共卫生类微信公众号文

章发布情况与传播效果研究 ［Ｊ］．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１８，３４（９）：８００－８０３．

３　王丽萍，黄连成，徐红，等微信公众号在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工作中的应用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７，３３

（７）：６６９－６７１．

４　张婉疫情下健康类自媒体传播特征研究———以 “丁香

医生”微信公众号为例 ［Ｊ］．中国报业，２０２１（４）：

２４－２５．

５　胡妮，吕冰，安建博，等“西安疾病控制”微信公共

平台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的应用实践 ［Ｊ］．职业卫

生与病伤，２０２１，３６（１）：５６－６１．

６　吴中堂，刘建徽，唐振华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影响

因素研究 ［Ｊ］．情报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４）：１２２－１２６．

７　蒋亚宝，栗延文，吕建新，等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传

播力及运营策略研究 ［Ｊ］．编辑学报，２０２０，３２（３）：

２５７－２６１．

８　谭威威移动传播下新媒体文案特点及标题写作浅析

［Ｊ］．今传媒，２０２０，２８（１）：１３３－１３４．

９　陈慧玲科普类微信公众号的科学传播研究 ［Ｄ］．南

昌：南昌大学，２０２０．

１０　韦磊，侯淑娟“互联网＋”模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期社区居民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Ｊ］．中国

社区医师，２０２１，３７（７）：１８６－１８７．

１１　岳丽媛“减”还是 “不减”：这是个问题———基于微

信减肥公众号的科学传播研究 ［Ｊ］．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２１，３７（２）：７５－８２．

·５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