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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索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传播机制，为治理伪健康信息传播乱象提供支持。方法
／过程 建立基于用户心理特征的伪健康信息传播模型，运用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ｂ软件进行仿真分析，探究用户心
理特征对伪健康信息传播的影响。结果／结论 用户的心理特征在伪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众
心理和焦虑情绪的加剧会加速伪健康信息的传播，提升信息风险感知水平则有助于抑制伪健康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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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公众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强，对健康信息的

需求不断攀升。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在为公众

提供丰富健康信息的同时，也容易成为伪健康信息

滋生和传播的土壤。伪健康信息是指被医学专业共

同体认定为不真实或不科学的健康信息，涵盖非事

实的错误信息，或没有明确证据支持的推测性信

息［１］。这类信息可能造成公众错误的健康认知，并

诱发不当行为，尤其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抢药风波”的频发无疑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秩序构

成严重危害。

目前，大部分学者运用传染病模型研究信息传

播。ＧａｏＸ等［２］基于经典 ＳＩＲ模型，并利用分数微

分方程研究记忆效应对谣言传播的影响。ＺｈｕＬ

等［３］在考虑环境容量和遗忘因素的基础上改进 ＳＩＲ

模型。笔者［４］也曾基于 ＳＩＲＳ模型构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情境下伪健康信息传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基于用户视角，分析健康信息传

播的用户行为和路径模式。倪珍妮等［５］在分别构建

知识共享网络和虚假信息传播网络的基础上，从用

户主题偏好和用户社区黏度两方面分析网络中的用

户行为。李明文等［６］则从用户传播行为角度，探讨

虚假健康信息的传播路径。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用户心理特征在伪健康

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鉴于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以

用户为主体，用户的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可能比伪健

康信息的源头动因更重要［７］。社交媒体平台的健康

信息过载和沉浸式的信息浏览容易使用户产生紧张感

和焦虑感，加剧伪健康信息传播的风险。因此，从

用户心理角度出发，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

的传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改进的 ＳＩＲＳ

模型，构建融入用户心理因素的社交媒体平台伪健

康信息传播模型，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ｂ进行模拟仿

真，探讨用户的从众心理、焦虑情绪和信息风险感

知等因素对伪健康信息传播的影响，为有效治理社

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的传播乱象提供支持。

２　融入用户心理特征的社交媒体平台伪健
康信息传播模型

２１　模型内在传播机制

参考相关研究［８－１４］，重点分析从众心理、焦虑

情绪和信息风险感知等体现用户心理特征的因素。

从众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使个体在社会环

境中趋向于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特别是在知觉、判

断和认识层面。面对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的伪健康

信息，由于缺乏相关知识，用户往往会采取与多数

人一致的行为［８］，将多数人意见视为可靠的信息来

源。因此，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用户会选择传播

伪健康信息。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是认知

和身体症状相互作用的结果［９］。当个体面临困境或

威胁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紧张、不安、

恐惧和担忧等焦虑情绪。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

因不确定的健康风险而焦虑，进而增加对健康信息

的搜索和浏览量［１０］。即使这些健康信息可能并不可

靠，用户也倾向于通过转发来应对自身的焦虑情

绪［１１］。因此，在焦虑情绪的影响下，用户更有可能

通过转发行为传播伪健康信息。信息风险感知是个

体对外部客观风险变化的感知和评估，对个体的认

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１２］。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如果

无法意识到传播伪健康信息可能存在的风险，通常

会分享伪健康信息以谋求个人利益［１３］。而当用户意

识到传播伪健康信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时，则会对

自己的传播行为持谨慎态度。即信息风险感知能够

降低用户传播伪健康信息的意愿［１４］。

２２　模型构建

采用改进的 ＳＩＲＳ模型描述伪健康信息传播路

径，见图１。其中包含易传播者Ｓ、传播者Ｉ和免疫
者 Ｒ这 ３种节点，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换。易传播者节点Ｓ，以概率ｊ＋ｃ＋ａ转变成传播者

节点Ｉ，或节点 Ｓ的健康素养较高，则以概率 ｕ直

接转变为免疫者节点Ｒ。其中，ｊ为接触率，即社交

媒体平台中伪健康信息的传播用户在单位时间内接

触到相邻用户的概率，ｃ为从众心理驱动下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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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ａ为焦虑情绪驱动下的附加感染率。传播
者节点Ｉ，以概率ｈ＋ｘ进入免疫者节点Ｒ。其中，ｈ
为治愈率，即伪健康信息的传播者在接收到经纠正

的信息后转变为免疫者的概率，ｘ为信息风险感知
驱动下的附加免疫率。免疫者节点 Ｒ，以概率 ｐ重
新转变为易传播者节点 Ｓ，如此循环反复构成伪健
康信息的传播过程。

图１　改进的ＳＩＲＳ伪健康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上述传播规则，计算其微分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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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ｔ）、ｉ（ｔ）、ｒ（ｔ）分别表示在 ｔ时刻处于易
传播状态、传播状态、免疫状态的节点比例，则：

ｓ（ｔ） ＋ｉ（ｔ） ＋ｒ（ｔ） ＝１ （２）

将公式 （２）代入公式 （１），可得：
Ｄｓ（ｔ）
Ｄｔ ＝－（ｊ＋ｃ＋ａ）ｓ（ｔ）ｉ（ｔ）＋ｐ（１－ｓ（ｔ）－ｉ（ｔ））－ｕｓ（ｔ）

Ｄｉ（ｔ）
Ｄｔ ＝（ｊ＋ｃ＋ａ）ｓ（ｔ）ｉ（ｔ）－（ｈ＋ｘ）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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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型稳定性分析

令公式 （３）左侧等于零求解方程，得到模型的传播

平衡点。其中，Ｐ０ （Ｓ０，Ｉ０）＝（
ｐ
ｐ＋ｕ，０），Ｐ （Ｓ，

Ｉ）＝（
ｈ＋ｘ
ａ＋ｃ＋ｊ，－

ｈｐ－ｃｐ－ａｐ－ｊｐ＋ｈｕ＋ｐｘ＋ｕｘ
（ａ＋ｃ＋ｊ）（ｈ＋ｐ＋ｘ） ）。

当Ｉ ＞０时，传播模型中同时存在零传播平衡点 Ｐ０
和非零传播平衡点Ｐ

［１５］。令Ｒ０＝Ｉ －１，依据流
行病学中的感染机制，Ｒ０是系统的传播阈值，反映
最终伪健康信息传播的稳定临界状态。Ｒ０越小，越
有利于控制伪健康信息的扩散。Ｒ０≤１时，系统收
敛于零传播平衡点Ｐ０，表明伴随时间推移伪健康信
息将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群体中逐渐消失。Ｒ０＞１
时，系统收敛于非零传播平衡点 Ｐ，说明随着时

间的推移，伪健康信息将长期存在，同时传播趋于

局部稳定态势。分析传播系统的稳定性，一是在零

传播平衡点Ｐ０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见公式 （４），求解

得出矩阵特征根 λ１＝－ｐ－ｕ＜０，λ２＝－（ｈｐ－ｃｐ

－ａｐ－ｊｐ＋ｈｕ＋ｐｘ＋ｕｘ）／（ｐ＋ｕ），由 Ｒ０≤１可以

得出 （ｈｐ－ｃｐ－ａｐ－ｊｐ＋ｈｕ＋ｐｘ＋ｕｘ）＞０，故 λ２＜０，
可知特征方程有两个负的实数根，根据 Ｒｏｕｔｈ－

Ｈｕｒｗｉｔｚ稳定性判别条件，当 Ｒ０＜１时，系统在 Ｐ０
处是局部渐进稳定的。二是在非零传播平衡点 Ｐ
的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见公式 （５），由于难以直接判断

矩阵特征根的正负，根据韦达定理求解 λ１＋λ２＝

－ｐ（ａ＋ｃ＋ｊ＋ｐ＋ｕ）／（ｈ＋ｐ＋ｘ）＜０，λ１λ２＝ａｐ＋

ｃｐ－ｈｐ＋ｊｐ－ｈｕ－ｐｘ－ｕｘ，由Ｒ０＞１可以得出 （ｈｐ－

ｃｐ－ａｐ－ｊｐ＋ｈｕ＋ｐｘ＋ｕｘ）＜０，故λ１λ２＞０。由λ１＋

λ２＜０推断出至少有一个负特征根，又由 λ１λ２＞０

可知两个特征根均为负。根据 Ｒｏｕｔｈ－Ｈｕｒｉｗｉｔｚ稳定
性判别条件，当 Ｒ０＞１时，系统在 Ｐ处是局部渐

进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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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仿真与分析

３１　仿真准备

考虑到自然状态下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具

有较强的扩散性和传播性，选取 Ｒ０＞１的情况进行

分析。基于对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模式的观察，假定

伪健康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在单位时间内接触到相邻

用户的概率 ｊ为０５，即５０％的概率能够接触到相
邻用户；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取值范围均为 ０～

１［１６］，假定从众心理驱动下的附加感染率 ｃ、焦虑
情绪驱动下的附加感染率 ａ、信息风险感知驱动下

的附加免疫率 ｘ均为０２，则易感者节点 Ｓ转变成
传播者节点Ｉ的概率ｊ＋ｃ＋ａ为０９。考虑到现阶段
公众健康素养整体水平不高［１７］，且信息传播概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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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为１，设定小部分易感者直接转变为免疫者节
点的概率ｕ为０１。参考ＧａｏＸ等［３］、成俊会等［１３］

研究，设定伪健康信息传播者的治愈率 ｈ为 ０２，
免疫者节点 Ｒ转变为易传播者节点 Ｓ的概率 ｐ为
０３。参考ＧｕｏＨ等［１８］的研究设计，伪健康信息扩

散范围内的用户规模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

化，假定Ｓ（０）＝０９９９，Ｉ（０）＝０００１，即总节点数为
１０００，每个节点均代表一个人，其中有一个节点代
表初始传播节点。

基于上述假定，运用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ｂ模拟伪健康
信息的传播过程，易传播者节点、传播者节点的密度

随时间的推移变化状况，见图２。随着时间推移，节
点Ｓ的数量在伪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呈下降趋势。由
于从众心理和焦虑情绪的影响，部分节点Ｓ转变为节
点Ｉ；部分节点Ｓ具有较高的健康素养，直接转变为节
点Ｒ。经过３０分钟，即在ｔ＝３０时，节点Ｓ的密度稳
定在４４％左右，节点Ｉ的密度稳定在１７％左右。说明
伪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初期的爆发性强，但

经过一段时间后，伪健康信息的扩散便处于平稳状态。

图２　自然状态下各节点密度变化情况

３２　不同水平的从众心理仿真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用户从众

心理的数值，分别赋值为０、０１、０２，对社交媒
体平台中不同水平从众心理的用户进行仿真，见图

３。当ｃ＝０时，节点 Ｉ在 ｔ＝７５４处达到最大值
０１０１９；当ｃ＝０１时，节点Ｉ在ｔ＝４３９处达到最
大值０１４２９；当ｃ＝０２时，节点 Ｉ在 ｔ＝２９８处，
达到最大值０１７６０。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用户从众
心理水平的提高，伪健康信息的传播速度、范围和

强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一段时间后，社交媒体平台

的传播用户密度会趋于稳定。换言之，伪健康信息

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最终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

态，不再呈现指数级增长。

图３　不同水平从众心理下的传播节点密度变化情况

３３　不同水平的焦虑情绪仿真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将用户焦

虑情绪的数值设定为０、０１和０２，对社交媒体平
台中不同水平焦虑情绪的用户进行仿真，见图 ４。
对比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用户的焦虑情绪与从众
心理对伪健康信息传播的路径影响机理相似。因

此，降低用户焦虑水平可以使其更倾向于以客观和

理性的态度对待接收到的健康信息，有助于减少用

户参与传播伪健康信息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伪健康

信息的传播阈值和传播人数。

图４　不同水平焦虑情绪下的传播节点密度变化情况

３４　不同水平的信息风险感知仿真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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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风险感知的取值设定为０、０１和０２，对社
交媒体平台中不同水平信息风险感知的用户进行

仿真，见图５。当ｘ＝０时，节点Ｉ在ｔ＝１９４处达
到最大值 ０４２６４；当 ｘ＝０１时，节点 Ｉ在 ｔ＝
２２９处达到最大值０２８２１；当ｘ＝０２时，节点Ｉ
在 ｔ＝２９８处达到最大值０１７６０。仿真结果表明
用户信息风险感知水平显著影响伪健康信息的传

播强度。

图５　不同水平信息风险感知下的传播节点密度变化情况

４　讨论

４１　用户从众心理对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传
播的影响

　　用户从众心理的增强会加剧社交媒体平台伪
健康信息的传播，这与宗益祥等［８］研究结果相一

致。根据沉默螺旋理论，人在意见环境的压力下

会采取趋同行为，尤其是面对不确定的健康风险

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更容易依赖群体智慧，

从而加速伪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同

时，研究发现伪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

具有一定的时间稳定性。该现象表明，社交媒体

平台可能存在自我调节机制：随着时间推移，用

户开始更深入地验证和辨别广泛传播的伪健康信

息，从而减缓其无序传播。此外，社交媒体平台

的网络结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伪健康信

息的进一步传播，因为伪健康信息的传播需要借

助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个体或特定的社交群体，这

些限制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伪健康信息在社

交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

４２　用户焦虑情绪对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传
播的影响

　　用户焦虑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社交媒体平台伪健

康信息的传播，该研究结论与张卫东等［１２］、Ｗａｎｇ

Ｃ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高度焦虑的用户更倾向于

以情绪化和主观化的方式处理接收到的信息，可能

会对健康信息产生过度反应，或是通过寻找不可靠

的信息源来确认其担忧，从而加速伪健康信息的传

播。此外，焦虑情绪还可能导致用户信息搜索的偏

向性，即选择与其焦虑情绪相一致的信息来源，而

不是寻求更客观和全面的信息。这种偏向性也会加

速伪健康信息的扩散。

４３　用户信息风险感知对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
息传播的影响

　　用户风险感知水平的提高会减缓社交媒体平台

伪健康信息的传播，这一结论与唐雪梅等［１１］、成俊

会等［１３］、汪婧等［１４］研究结果相一致。信息风险感

知水平较高的用户在面对健康信息时更倾向于采取

谨慎的态度，包括对信息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更深

入的思考和验证，而不是轻易转发或相信伪健康信

息。此外，具有较高信息风险感知水平的用户通常

更注重信息的来源和证据支持，其倾向于选择可信

的信息来源，并避免参与未经证实的传播网络。这

种行为不仅降低了伪健康信息在传播网络中的节点

密度，也降低了伪健康信息传播的规模和速度。

５　结语

本文基于改进的ＳＩＲＳ模型，融入用户心理因素，

构建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传播模型，并通过仿真

实验得出以下结论：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从众心理和焦

虑水平的提高会加速伪健康信息的传播，而风险感知

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减少伪健康信息的传播。这些结

论为制定社交媒体平台伪健康信息治理策略提供了重

要启示。在用户个体层面，应提高健康信息素养，减

少心理焦虑。建议建立健全网络健康信息辟谣平台和

数字化健康信息资源库，拓宽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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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引导用户理性处理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层

面，应利用社会化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并利用意见领袖，

建立健全健康信息监测和干预系统，以提高伪健康信

息治理效果。同时，要特别关注影响力较高的用户，

防止其转发伪健康信息，维护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

环境。在政府层面，强化外部监管。通过出台不良

信息举报奖励办法、网络安全条例等措施防范伪健

康信息传播，定期监测社交媒体平台健康信息传播

动态和用户情绪；在发布纠正类和权威健康信息

时，合理使用情感词，避免引起过度焦虑。此外，

通过建立区域层面的卫生健康信息中心，整合分散

的健康信息资源，促进健康信息的公共化和便民

化，支持用户获取科学可靠的健康信息。本研究也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探

讨还不够全面；二是理论模型与实际案例的结合程

度不足。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用户心理特征因素

的研究范围，如认知偏差、社会认同需求，并结合

真实世界场景进行分析，以更有效地治理社交媒体

平台伪健康信息传播乱象。

作者贡献：阮智慧负责论文撰写与修订；钱爱兵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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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ｍｅｄｉａ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ｏｎｓｏ

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２３，６９（３）：２４７３－２５０２．

１９　ＷＡＮＧＣ，ＪＩＮＸ，ＺＨＯＵＺ，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ｍｅｄｉａ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Ｊ］．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１４

（３）：１８１－１９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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