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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大众新闻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报道的现场流行病学研究

张顺祥李雪梅 罗念慈梅树江蒋丽娟

【摘要】 目的分析《南方都市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特征，为公共卫生工作者与

媒体沟通提供依据。方法采取传播学案例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参照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由2名专业人员分别搜索和同一性比对2008--2012年刊发的

《南方都市报》，确定和分类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并建立EpiData数据库；采用描述流

行病学方法，以篇次数作为分析指标，比较不同年份各类事件的数量变化。各类相关报道的特征

包括报道时间、消息来源、事件发生地点、新闻文体和篇幅、是否配发社论等，运用SPSS 18．0软件

分析相关特征。结果2008--2012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共998篇次。其

中以传染病疫情(35．3％)和食品安全(34．1％)最多，疫苗或药物安全(8．9％)、环境污染事件(8．o％)

次之，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生化恐怖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较少。2008年和2009年报道篇次数较

多，与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和甲型HINl流感大流行相关；而2010—2012年各年份报道篇次数相

近。事件发生地除广东省(34．3％)fib，还包括国内其他地区(50．9％)和港澳台地区(9．5％)，但国外

(5．2％)信息较少。大篇幅报道占17．6％，配发社论等形式的深度报道占11．5％；与传染病疫情和食

品安全事件报道多来源于官方发布不同，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的报

道主要来源于记者主动采访，并多见以大篇幅形式报道。近5年来《南方都市报》持续关注的题材

为手足口病、流感、奶粉安全、艾滋病和铅污染。结论《南方都市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

道包括了卫生部规定的所有10大类相关事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应汲取传播学相关理论和方法，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整个过程中均应该主动发布信息，并与大众媒体采取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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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reports，we noticed that the peaks occurred in 2008 and in 2009，which

were caused by the Melamine—contamination events and the 2009 H1N1 pandemic．Between 2010 and

2012，figures ofmonthly reports were smooth，including some critical events from the interests ofthe

media．Most events took place in Guangdong province(34．3％)and other provinces(50．9％)．with
some were from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regions(9．5％)．However，intemational events

(5．2％)were less seen．Extensive coverage accounted for 17．6％ofall of reports．and 11．5％allotted

the editorials or other forms of in—depth reports．Most of the source of reports orl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food safety were from the O伍cial release．however．The main SOBI'C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poisoning，vaccines and drug incident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lated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by
active joumalists through interview．Reports on 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influenza，milk safety，

AIDS and lcad pollution showed continued concer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by SMD．Conclusion NR

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v SM had encompassed all 10 categories．related events formulated by

the Ministrv of Health．Sustained and in．depth coverage were more commonly seen．Field—

epidemiologists should lear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ommunication．They also need to interaet with media people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e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s．

【Key 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y；Media communication；Field epidemiology

自2003年SARS疫情后，我国首次明确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10余年来，在公共卫生界

大力主导和积极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体

系建设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将其作为重点内容进行

广泛传播，且国内多所大学新闻和传播学界针对如

何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开了热点研究陋“]，最大

限度满足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需求，实

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相比之下，公共卫生学界

对新闻媒体刊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研究

却较少，这不利于公共卫生工作者与媒体的有效互

动，也可能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理论的学科

交叉和扩展。鉴于现场流行病学主要以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为研究对象，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是其研

究的主要内容之一[81，因此本文以《南方都市报》

(《南都》)2008--2012年刊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报道为素材，从现场流行病学角度探讨其特征，

从而为公共卫生工作者如何与媒体沟通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查阅《南都)2008--2012年纸质版

或网络版，参照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旧1，由2名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

人员分别完成资料搜索，确定为突发公共卫生相关

事件后，再进行同一性比对，最后由另一名专业人员

核查确定，收集和摘录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报道，并进行分类。

2．分析方法：采用传播学的案例分析法和文本

分析法等定性分析，阐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

道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其特点。采用描述流行病学

等定量分析方法，以篇次数作为量化指标，比较不同

年份各类事件报道篇次的数量变化。篇次数以日为

统计单位，相同事件当日报道>2篇次，视为l篇次，

相同事件不同日期报道，作为不同篇次。各类相关

报道的特征包括报道时间、消息来源和事件发生地

点、新闻文体和篇幅及是否配发社论等。

3．统计学分析：将确定的《南都》刊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建立EpiData数据库，采用SPSS
1 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主要分析指标包括报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地点、数量和构成，相关报道

的篇幅、分析深度及其来源等，并进行分类分析。

结 果

1．相关报道概况：2008--2012年《南都》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共998篇次(表1)，其中以传

染病疫情(35．3％)和食品安全(34．1％)类事件所占

比例最高；疫苗或药物安全(8．9％)、环境污染事件

(8．0％)次之；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生物化学和核事故

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所占比例约为4．0％。2008年

和2009年报道数较多，而2010--2012年各年度间报

道次数相近。提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已经

成为《南都》近5年较常见的选题，报道内容涵盖了

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相关报道时间分布：2008--2012年《南都》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篇次数按月分布波动较

大(图1)。其中2008年报道篇次数的高峰出现在

9—10月，与“三聚氰胺事件”连续追踪报道有关；

2009年8—9月报道篇次数增多，主要与甲型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2010年3—4月

报道篇次数高峰，对应的是山西省疫苗安全事件；

2011年报道篇次数高峰在3—4月，与日本核泄漏事

故引发的相关事件有关；2012年报道篇次数高峰在

8—9月，是由“皮革毒胶囊事件”引发。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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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虽经常关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还是

聚焦重大事件。

3．相关事件发生地点：2008—2012年《南都》报

道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生在国内合计占

94．8％，其中深圳市和广东省其他地区分别占15．2％

和19．1％，其他地区占50．9％，港澳台地区占9．5％，

而报道国际相关事件较少(5．2％)(表2)，但对港澳

台地区传染病疫情和食品安全报道较多(分别为

17．9％和7．1％)。

4．相关报道篇幅：2008--2012年《南都》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以大幅(版面1／4～1／2)为主

(35．5％)，整版(版面1／2一1)和多版(版面≥1)所占

比例分别为18．7％和17．6％，而版面≤1／4报道的比

例为28．2％。不同类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

的篇幅不同()C2=34．043，P----O．003)，食品安全、职业

病和职业中毒、传染病疫情类事件均以多版面形式

报道(表3)。

5．相关报道深度：本文将配发社论、个论或公论

或采用特刊，定义为深度报道。2008--2012年《南

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中深度报道占总篇

数的11．5％，以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

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的报道多见，而传染病

疫情的报道所占比例(4．1％)最低(?C2=51．989，P<

O．001)。见表4。

6．相关报道信息来源：来自各级行政部门和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官方发布与记者主动采访各占

表1 2008--2012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篇数和构成比

合计 271(100．o)231(100．o)t73(100，o)163(100．o)160(100，0)998(100．o)

注：括号外数据为篇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传染病疫情包括传染病、群体不明

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其他公众健康事件包括医院感染、黄金大米试验、集体心因性反

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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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表5)；其中重大传染病疫情

以官方发布为主(53．7％)，食品安

全由官方发布次数与记者采访相

近，丽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

药物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等以记者

主动采访为主()[2=45．18，P<

0．001)。

7．相关事件的持续报道：流感

类(包括流感、禽流感和甲型H1N1

流感大流行)、“三聚氰胺事件”、手

足口病、艾滋病和铅污染是《南都》

2008—2012年持续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但手足口病、流感类

和“三聚氰胺事件”近3年报道篇次

数逐年下降，而铅污染呈持续关

注，艾滋病每年报道篇次数较为稳

定(图2)。另外分析发现，《南都》

对上述事件的发生、转归和处理还

注重深度挖掘事件发生的原因，直

至报道其责任追究。

图l 2008—2012年《南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篇次数按月分布 讨 论

表2 2008--2012年《南都》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发生地点的
篇次数和构成比(％)

注：其他事件包括生物化学和核事故、自然灾害及其他公众健康事件

《南都》具有规模化的组织网

络和采编团队，是最贴近公众的媒

体之一，在2012年全国报纸、杂志、

电视和电台媒体微博综合影响力

调查中排名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我国社会之声，其重大报道也

曾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上述特

征，满足了现场流行病学对媒体研

究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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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8--2012年《南都》以不同篇幅报道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篇次数和构成比(％)

事件<。1／4版面l／4一l／2版面1／2—1版面／>1版面

表4 2008--2012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深度报道的篇次数

表5 2008--2012年《南都》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报道的信息来源

注：其他来源指投诉举报及读者投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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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12年《南都》对主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报道篇次数的变化趋势

本文分析显示，2008--2012年《南都》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不仅数量较多，且包括我国卫生

部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10大类相关事件，

并每月均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报道，表现为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长期关注，且对重大事件，如“三聚氰胺

事件”和甲型H1NI流感大流行等给予密集报道。

连续跟踪重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对流感、“三

聚氰胺事件”、手足口病、艾滋病和铅污染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进行5年的报道，形成持久关注的焦

点。分析中还发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

不仅关注广东地区，且报道国内其他地区相关事件

也占较大比例，呈现出大篇幅和多版面报道为主，

对相当数量的事件(115篇次，占所有事件的

11．5％)采取邀请各领域知名专家，并以社论、个论、

公论和特刊等形式，纵向厚度、横向广度的剖析，向

公众全面展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结局和影响

的全过程。

国外学者就呼吁公共卫生工作者注意突发事

件与社会媒体系统的整合，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并

且双向性收集公众信息，激励公众采取公共卫生

行动n0。，致力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中公

共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密切交流n“，以及与社会

公众适时互动¨2|。笔者曾尝试将传播学理论应用

于SARS疫情防制中的公众互动和现场流行病学

的问题¨3|。本文进一步提示，即现场流行病学应

该汲取传播学的健康传播理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新闻价值性理论、政府卫生部门和媒体的博弈

性理论等瞳剖，充分认识媒体为什么关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问题；还应汲取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

论、二级传播理论等印·141，更好地理解媒体如何关

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本文分析还发现，2008--2012年《南都》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报道中，以食品安全和传染病

疫情最为常见；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疫苗或药物安

全事件也多受关注，并以大篇幅报道和附加社论等

形式作深度剖析，而该报道的信息来源多以记者主

动采访为主。提示公共卫生专业工作者应注重主

动的媒体信息发布。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注重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以及危机发生后

的有效传播不仅有很强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

实践指导意义H]。因此，国内近几年兴起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媒体报道热潮，不仅顺应了公众对该类

事件高度关注的实际需求，也与传播学工作者的兴

趣有关陋娟1。这一点值得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思考，

如果能够从自身专业角度，汲取传播学相关理论和

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水

平，也能促进现场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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