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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定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构
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基于系统聚类的实证研究，分析总结３类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舆情特点并分别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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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民众由最初被动的报

刊、杂志、电视等途径信息的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

制造者和传递者。互联网也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平

台与舆论的汇集之地。网络舆情是民众对于某些社

会热点事件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表达的个人观点、

看法的总和，可以直观反映社会公众思想态度和情

绪等变化［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４７

次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１０３２亿，同比增

长４２９６万［２］。

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呈上升态势，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频次增长迅速［３］，如何应对此类事件所

造成的舆情影响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定义

结合国内学者王欣欣［４］的观点，本文将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概念总结为：网民借由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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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社交平台，如微博、豆瓣、微信、知乎、百度

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表个人观点，表露个人情

感以及态度的情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再仅仅是

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危机，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引起

网络舆情的迅速传播，而现阶段针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网络舆情尚缺乏科学系统的分类体系，难以辅

助政府部门进行精准监管与治理，因此亟须展开研

究以填补相关空白。

２２　相关研究现状

现有网络舆情事件指标评价体系［５－１１］多分为两

级，多以舆情主体、舆情客体及舆情本身为１级指

标。王静茹［１２］在传统的指标评价体系之上又加入舆

情环境作为１级评价指标；梁冠华等［１３］应用层次分

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基于生命

周期理论构建了全周期的舆情演化风险指标体系；

汪婧等［１４］在此基础上应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

价 （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ｕｚｚｙ－

ＡＨＰ）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进行了深层次

研究，其选取的１级指标为事件本身、网民表现、

政府反应及媒体行为。王英杰等［１５］则结合信息生态

理论，从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这３个维度构建

舆情预警指标体系。国外学者 ＤｕＳ［１６］结合社交网

络舆情的特殊性建立了移动社交网络体系，从舆情

制造者及舆情监管者两个不同角度提出监管思路。

目前舆情相关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多针对舆情本身

或突发领域大类，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较少。与传统的社会热点事件不

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１７］，其舆

情表现也与其他类型网络舆情事件演进不同。本研

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层级分类指

标体系，选取实证案例并通过系统聚类的方式展开

研究。

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分类指标体
系构建

３１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１８］

及信息传播理论［１９］，遵循指标可度量原则、指标个

数精简化及指标参数易获取原则，构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网络舆情分类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舆情指标体系构建

１级指标 ２级指标 ３级指标

舆情主体 Ｂ１网民态度 Ｄ１对事件的关注度

Ｄ２情感倾向

Ｂ２政府态度 Ｄ３政府回应速度

Ｄ４政府回应次数

Ｂ３受众分布 Ｄ５人群画像

Ｄ６网民的地域分布

舆情客体 Ｂ４事件本身 Ｄ７事件分类

Ｄ８事件层级

Ｄ９持续时间

Ｄ１０事件流行强度

Ｄ１１事件严重程度

Ｂ５事件性质 Ｄ１２话题敏感性

舆情本体 Ｂ６信息传播 Ｄ１３信息形式

Ｄ１４信息传播速度

舆情环境 Ｂ７媒体表现 Ｄ１５社交领袖发声数

Ｄ１６事件相关网页媒体发布信息数

Ｂ８呈现渠道 Ｄ１７呈现主要渠道

３２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及评判方式

３２１　舆情主体　舆情主体包含网民态度、政府
态度以及受众分布３个２级指标。（１）网民态度主
要包括网民对于事件的关注度以及民众的情感倾

向。网民关注度主要根据网民在社交网络平台、抖

音等自媒体及搜索引擎上的累计搜索效果进行评

定［２０］。本文选用百度指数进行热度获取，对于未被

词条收录的敏感事件，则搜索事件的上位类概念在

事件发生期间的热度指数，利用后羿数据收集软件

爬取责任主体网站及微博数据，并根据数据量进行

热度评判。网民的情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着

事件的发展。情感倾向通常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

即对相关事件持乐观或悲观态度。选用武汉大学

ＲＯＳＴ软件，对爬取的新浪微博数据进行情感分析，
并根据结果定义低、中、高３级。（２）政府态度层
面细分为政府回应速度、政府回应次数。政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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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是指从事件发生到政府有关责任部门发声的时

间。本研究将１天内回应定义为 “快”，３天内回应
定义为 “中”，超过３天回应定义为 “慢”。政府回

应次数将２次及以内定义为 “少”，３～５次定义为
“中”，超过５次定义为 “多”。（３）受众分布反映
参与舆情互动的人群分布状况。这一指标选用百度

指数进行体现。这里包含两个 ３级指标：人群画
像、地域分布。两个指标从年龄和地域分布两个层

面反映不同群体对事件发生的关注程度。这一指标

的纳入为政府回应提供参考依据。

３２２　舆情客体　舆情客体包括事件本身及事件
性质［２１］。事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类，分为重

大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群体性

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４种
类型。事件层级即代表事件影响范围的大小。持续

时间是从事情首次在互联网披露到事件不出现新的

热点进行计算。本文定义 ７天内消散为 “短期事

件”，３０天内消散为 “中期事件”，超过３０天仍未结
束则定义为 “长期事件”。而事件流行强度则按照流

行病学的定义［２１］，分为暴发、流行以及大流行。通

常散发的事件影响人群较小，予以排除。事件严重程

度则综合评估事件的结局，即有多少人被波及以及患

者的严重程度。事件性质选取的３级指标为话题敏感
度。话题敏感度指标和前面的指标有很强的交互性，

话题敏感度越高则网民的关注度越高。通常情况下公

共卫生事件的话题敏感性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

更高。如传播性疾病往往容易引起群众恐慌，敏感

度较高；食物中毒虽然作为地域性事件，多为涉事

地区的群众所关注，但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通常也会

引起全国性的讨论和关注。

３２３　舆情本体　舆情本体主要是指突发公共事
件网络舆情本身。又分为信息形式和舆情信息传播

速度两个３级指标。信息形式即事件在首次被报道
时的信息形式，通常情况下有单纯文本、文本 ＋图
画、文本＋视频、文本 ＋音频４种。遍历大多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文本 ＋音频的形式较少，因此将
其与文本＋视频合为一类。舆情信息的传播速度通

过峰值传播速度进行评定。以小时为传播单位，当

峰值传播速度低于１５００条时为 “低速”，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条为 “中速”，高于３０００条为 “高速”。峰

值传播速度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事件热度。

３２４　舆情环境　舆情环境包含媒体表现和呈现
渠道两个２级指标。媒体表现选用社交领袖发声数
以及事件相关网页媒体发布信息数。社交领袖发声

数选取新浪微博上 “大Ｖ”博主的发声数量在全部
博文中的占比。意见领袖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其观点更易接受［２２］。很多热点事件中，尤其是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领袖的发声数占比超过

５０％甚至是７０％。这表明有些事件是社交领袖关注
的，却并非是群众密切关注的。因此将这一指标分

为３类，社交领袖发声数占比不足３０％，说明事件
更为广大群众所关注，３０％ ～６０％则说明群众对该
事件的关注程度为 “中等”，而超过６０％则说明事
件本身存在一定热点或争议，却并非群众所密切关

注与讨论的。事件相关网页媒体发布信息数则直观

反映了新浪网、凤凰网等各大媒体网站的新闻数

量，这一指标选择事件发生３个月内的媒体报道条
数进行分类，该指标数据来源于搜索引擎。在呈现

渠道层面，不同信息传播渠道具有不同特点［２３－２４］。

官方媒体具有强权威性，常能对民众情绪调节起到

显著的正面影响。自媒体平台借由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受众基础，为言论的自由发表提

供了平台。这会导致网络言语监管不利而造成的

“灰犀牛”事件。网络媒体同官方媒体相比权威性

较差，但同自媒体相比更具有权威性、信息更

密集。

３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３级指
标赋值

　　赋值过程采用三角互证［２５］方法，分别从个人评

判、其他相似文献评价指标体系赋值指标参考、专

家咨询３个角度进行赋值，综合得出赋值结果，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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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３级指标赋值

３级指标 指标说明

Ｄ１对事件的关注度 关注度高 “３”；中 “２”；低 “１”
Ｄ２情感倾向 情感强度高 “３”；中 “２”；低 “１”
Ｄ３政府回应速度 １天内为快 “３”；３天内为中 “２”；超过３天为慢 “１”
Ｄ４政府回应次数 ２次及以内为少 “１”；３～５次为中 “２”；５次以上为多 “３”
Ｄ５人群画像 １９岁及以下为 “１”；２０～２９岁为 “２”；３０～３９岁为 “３”；４０～４９岁为 “４”；５０岁及以上为 “５”
Ｄ６网民的地域分布 少于３个省份为 “１”；３～１０个省份为 “２”；大于１０个省份为 “３”

Ｄ７事件分类 重大传染病疫情为 “１”；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为 “２”；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为 “３”；其他严

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为 “４”

Ｄ８事件层级 国家级重大 （Ⅰ级）为 “４”；省级重大 （Ⅱ级）为 “３”；地市级较大 （Ⅲ级）为 “２”；县乡级一

般 （Ⅳ级）为 “１”

Ｄ９持续时间 ７天内为短期 “１”；７～３０天为中期 “２”；３０天以上为长期 “３”

Ｄ１０事件流行强度 散发为 “１”；流行为 “２”；暴发为 “３”；大流行为 “４”

Ｄ１１事件严重程度 波及人数小于１００人为轻微 “１”；１００～５００人为中 “２”；多于５００人为严重 “３”

Ｄ１２话题敏感性 容易引发讨论成为热点话题为 “１”；不易引发讨论为 “２”

Ｄ１３信息形式 单纯文本为 “１”；文本＋图片为 “２”；文本＋视频／音频为 “３”

Ｄ１４信息传播速度 小于１５００条／ｈ为 “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条／ｈ为 “２”；大于３０００条／ｈ为 “３”

Ｄ１５社交领袖发声数量 占比小于３０％为 “１”；３０％～６０％为 “２”；超过６０％为 “３”

Ｄ１６事件相关网页媒体发布信息数 １０万以内为 “１”；１０万～１００万为 “２”；超过１００万为 “３”

Ｄ１７呈现主要渠道 官方媒体为 “１”；网络社交平台为 “２”；自媒体为 “３”

４　基于聚类的实证研究

４１　样本案例选择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通过新浪微博、凤凰网、

人民日报、知微·危机事件案例库、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官方网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网站，

选取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间的２０例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作为样本，通过百度指数热度指标进行纳入排

除，仅保留百度指数大于 ５００的事件，共纳入 １４

例。发现其中以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件居

多，且多以食物中毒为主，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较

少。在对４种类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均等选取

后，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指标体系进行数据

采集。

４２　个案赋值

在完成个案选择后，针对采集到的个案数据进

行编码，得到个案赋值表，见表３。

表３　个案赋值

案例 Ｄ１ Ｄ２ …… Ｄ１５ Ｄ１６ Ｄ１７
１ ２ ２ …… １ ２ ２
２ ２ ３ …… １ ２ ２
３ ３ １ …… ２ ２ ２
４ ３ ２ …… ３ １ １
５ ３ ３ …… ３ ３ １
６ ３ ３ …… ２ １ ３
７ ２ ２ …… ２ ３ ２
…… …… …… …… …… …… ……

１３ ２ １ …… ３ ２ ２
１４ ２ ２ …… ２ １ ２

５　研究结果

５１　概述

为深入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间潜藏

的类别关系，拟通过无监督的系统聚类方式挖掘事

件间的内在结构相似性，结合舆情主体、客体、本

体及环境指标，从舆情内容层面提出突发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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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网络舆情分类方案。利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聚

类过程选用组间联接，测量区间选用皮尔逊相关

性；根据聚类结果，确定最佳分类数目为３类，分

别为风向干预类、防患未然类和及时处置类。

５２　风向干预类

５２１　舆情特点　这一类事件多为传染性疾病

事件与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此类事件在指标分

类体系中的典型特点为事件严重程度、政府及民

众关注度都相对较高，且事件持续时间均较长，

由于该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多具有传染性，

在舆情表现的情感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此类事件

具有一定的恐慌性。推测传染性疾病本身具有致

病原因多样的特点会导致在疾病流行初期民众无

法快速了解与判定疾病及预防情况，同时无法对

疾病的康复及预后进行预判，是导致群众恐慌的

一大原因。从社交领袖发声数占比也可发现，该

类事件的社交领袖发声数占比往往不超过 ４０％，

大量普通民众表达观点，且在舆情初期多呈负面

倾向。从人群图谱中来看，该类别事件往往会引

起多个省份不同年龄段的关注，及时进行舆论引

导具有极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５２２　舆情处理　由于多属于传染性疾病，在事

件初期及时发现并确定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

群是解决此类事件并避免恐慌性舆情播散的重要手

段。且该类事件中网民的情感状况与政府发声及政

策导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在处理此类事件

时，建议政府发挥导向作用引导舆情正向发展。

５３　防患未然类

５３１　舆情特点　这一类别往往包括重大食物中

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少数其他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该类别事件舆情具有如下特点：多为一过性的突发

事件且危害程度小，关注度相对较少，事件持续时

间不长，敏感性较低，情感倾向以中性为主。这一

类事件较多由人为因素导致，且多为散发、偶发事

件。应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排查、企业生物安全管

理，增加食物安全抽查摸排次数，将危害前移，防

患于未然，最大程度上减少或杜绝此类事件的

发生。

５３２　舆情处理　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及后续处置

结果是消除该类事件舆情的有效措施。舆情关注度

不高，因此很难形成舆情热点，建议在舆情处理时

以软处理为主。

５４　及时处置类

５４１　舆情特点　这一类包含了多数其他影响公

众健康事件以及少数食物中毒事件。与第 １类相

比，该类事件可能导致的恐慌性小，情感分析时多

呈愤怒情绪，且关注度远超第２类事件。区别于第

２类的一大特点是网民对此类事件的关注时期长，

对于事件后续结果更为关心。该类事件产生原因多

样，但多能引起网民愤怒情绪，导致不实言论盛

行。由于此类事件的构成多复杂敏感，及时进行行

政干预以减少民众愤怒情绪极为重要。

５４２　舆情处理　通过对这类事件舆情传播过程

中的情感分析可发现，此类事件刚被报道时民众的

负面情绪明显，且在官方处置后有重大转变。因此

政府及时通报事件进展及相关责任单位的后续情况

将在控制此类舆情演进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

作用。

６　结语

本文首先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

评判指标体系。其次，借鉴现有文献，结合典型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案例对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并通过系统聚类的方式，将其分为３类。从具

体类别来看，风向干预类事件多以传染病事件及不

明原因事件为主，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高，往往在

事件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就引起广泛关注，信息传播

速度快，社交领袖及媒体关注度较其他类别相比均

偏高，并且网民的年龄及地域分布较广。如果为传

染病事件或不明原因事件且短时间引发多地域网民

的巨大关注，建议按风向干预类进行处理。防患未

然类多以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及少数其他影响

公众健康事件为主，此类事件往往关注度一般，且

受众分布多集中于某行业从业人士或具备地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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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从流行病学发病强度来看呈

中等或一般强度，话题敏感度不高。针对其舆情处

理，建议有关部门公开相应事件信息，防止因信息

通报不及时使民众产生怀疑而引发负面舆论。及时

处置类事件则包含大部分与公众健康有关联及少数

食物中毒事件，社交领袖关注度高，以广泛性的民

众讨论为主。具体情况仍需要有关责任主体根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及事件发生初期网络舆情的反

应进行相应引导、防范及处置。本研究填补了现阶

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在科学系统分类方面

的空白，为政府部门在面对不同类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进行网络舆情精准监管及应对方面提供参考，

并为后续学者在此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预测预警研判机制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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