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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难时期是科学知识传播的最佳时期。本研究以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为例，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分析雅安地震中科学知识的微博传播机理。研究发现，微博环境下，科学知识的传播主要包括两大渠道：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是以新闻价值为导向的单向传播，人际传播是以社交关系为导向的双向

传播。针对于此，研究认为要扩大科学知识微博传播的影响力，需要提高微博运营团队的科学素养，提

高公众的媒介素养，积极培养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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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视角下科学知识的微博传播机理研究

1 来源：@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新浪微博 , 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28 日 20:10。 

2 笔者将雅安地震发生后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中期、后期。初期，2013 年 4 月 20—30 日；中期，2013 年 5 月 1—31 日；后期，

2013 年 6 月 1 日—2014 年 6 月 1 日。

科学知识一般很难在大众中传播，而灾难时

期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期。据人民网舆情监

测室发布的《2013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国家

地震台网官方微博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在十大部

委微博中排名第一，特别是其在雅安地震中的表

现赢得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

微博定位是：“速报地震消息，传播科普知识，

普及防震意识，提高减灾能力。”1 虽然传播科普

知识也是其定位目标之一，但实际上该微博对科

学知识的传播力度较弱。据不完全统计，在雅安

地震初期 2，@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发布的科学知

识类微博仅有 4 条；雅安地震中期，发布的科学

知识类微博仅有 4 条；雅安地震后期发布的科学

知识类微博仅有 64 条。

罗杰斯认为，所谓“创新”（innovation）是

被个体感受为新的观念、行为、实践或者物体等。
[1] 扩散（diffusion）是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

定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四个要素：创新、传播渠道、时间、

社会系统 [1]。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创新的产物，在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体系中，可以认为科学知识就

是“创新”。科学知识的“扩散”，就是科学知

识的传播，特别是科学知识在大众中的普及。

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扩散的四个要素中，

对应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新媒体。新媒体的发展带

来的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深刻改变着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的方方面面。在所有改变中，影响

最大且最深刻的莫过于传播系统的改变。

目前关于雅安地震的研究较多，包括雅安地

震中的危机公关、媒体直播表现、新媒体传播，

信息发布和传播机制等。其中，研究焦点是微信

微博等在雅安地震中的运用。但是没有专门对雅

安地震中科学知识的传播进行研究。基于此，本

研究试图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为基础，

探讨微博环境下地震科学知识的传播机理。

1科学知识传播的内涵及重要性

科 学 知 识 传 播 是 科 学 传 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传播最

早由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D. Bernal）

提出。科学传播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数据、

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

学技术观等 [2]。西方国家较早地认识到传播和科

学普及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在传播学领域诞生

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防灾科普传播 [3]。张婷利

用论文—引文期刊交叉图技术绘制科学传播学相

关学科可视化图谱发现，与科学传播学关系最密

切的学科首先是传播学，传播学是科学传播学的

上位学科或母体学科之一 [4]。

广义上的科学传播既包括科学团体内部的传

播，也包括面向公众的传播。按照国际上科学传

播的专业刊物 science communication 的标准，科学

传播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专家与专业人士的交

流、科学传播史、面向其他人士的科学传播信息、

面向技术团体以外的公众的科技信息的传播等 [5]。

狭义上的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

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

享的过程 [2]。系统论将传播视为一个系统，并与

社会系统密切相关，有着互动关系。科技传播系

统是一种基于人们相互作用、有关机构发挥作用

和服从于一定社会准则的社会体系，具有整体性，

是高度有序的 [6]。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科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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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是一个子系统，科技传播系统的良好有序运行

是社会系统和谐运行的重要方面。作为科技传播

体系中重要部分的科学知识传播，包括科学团体

内部的传播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都对社会的协调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说，面向公众的

科学知识传播更能够实现知识分享的最大化。科

学知识传播的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人知识’

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播

和扩散，并通过知识传播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

2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是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

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正式上线运营，以“震

情信息速报，地震知识科普”为主要定位。[7] 其

宗旨是“24 小时监测全球地震活动，第一时间权

威发布国内外最新地震消息，更有速报私信瞬间

送达。领先科技，洞察纤毫。”在微博运行一年

后，@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定位逐渐清晰：“速报

地震消息，传播科普知识，普及防震意识，提高

减灾能力。”3 截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 中国地

震台网速报微博粉丝达 4605079。据不完全统计，

共发布微博 6654 条。

2013 年 4 月 20 日，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发布了第一条关于雅安地

震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04 月 20

日 08 时 02 分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附近（北纬

30.1 度，东经 103.0 度）发生 5.9 级左右地震，最

终结果一正式速报为准”。

@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主要发布地震速报、

震情统计、地震科普、网友互动、其他相关等内容。

本研究中所研究的主要是地震科学知识类微博。

由于灾难发生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

一样，信息需求和信息发布也不一样。为了消除

不同时期信息需求差异对信息传播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将雅安地震发生后分为 3 个阶段，以便于

更好的研究科学知识传播机制。

本研究将雅安地震发生后 10 天，也就是 2013

年 4 月 20 日—30 日，定义为震后初期；再继续

1 个月，也就是 2013 年 5 月 1 日—31 日，定义为

震后中期 ；再继续 1 年，也就是 2013 年 6 月 1 日—

2014 年 6 月 1 日，定义为震后后期。

3微博环境下科学知识传播机理

传播渠道在创新选择过程的不同阶段起不同

作用。“传统农民首先从推销员处听说了杂交种子，

但是邻居们往往更具有说服力。对于早期采用者

来说，推销员是一个重要渠道，而对于晚期采用

者来说，邻居是更重要的渠道。”[1] 罗杰斯认为，

大众传媒渠道在创新—决策过程的认知阶段相对

来说较为重要，而人际关系渠道在创新—决策过

程的说服阶段相对来说更为重要。

罗杰斯“创新与扩散”的核心思想是，创新

的扩散在不同的时间运用不同的渠道会有不同的

效果。在创新扩散的前期，也就是认知阶段，大

众传播渠道更为有效，这属于信息流，即将创新

传给（communicate）受众，也就是使受众“知道”

有这个创新；在创新扩散的后期，也就是说服阶

段，人际传播渠道更为有效，这属于影响流，即

将创新扩散给（diffusion）给其他人，也就是使周

围其他人都“知道”有这个创新，并且这个过程

的结束就意味着创新得到了普及，或者说创新产

生了影响。

雅安地震中，@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传播科学

3 来源：@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新浪微博 , 发布时间：2013 年 4 月 28 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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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包括两个渠道：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大众

传播即该微博作为官方微博，向公众（至少是网

民或者微博用户）传播科学知识，其传播的关键

在于信息是否有价值；人际传播即点对点的传播，

是新媒体传播中最基本的传播形式，其关键在于

个人能否影响他人或说服他人。

3.1 大众传播——以新闻价值为导向的单

向传播

大众传播要想获得公众认可，必须选取有新

闻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说大众传播的把关作用主

要体现在新闻价值选择上。新闻事件扩散研究的

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了在什么条件下大众传媒比

人际关系网传播渠道更重要。格林伯格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会通过

媒体传播给部分人，然后新闻又在人们之间，甚

至在陌生人之间口口相传。当地媒体中报道的新

闻价值比较低的事件，主要在少数对他感兴趣的

人之间通过人际关系渠道传播 [8]。

地震前期的地震快讯最具有新闻价值，后期

科普知识价值慢慢突显。在雅安地震前期，地震

快讯无疑是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占有很大比

重，超过 90% 的微博是 # 地震快讯 #，而地震科

普知识非常少；雅安地震后期，科普知识数量明

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雅安地震前期发布科学

知识 4 条，后期发布 67 条，但是与同一时间段发

布微博总数相比，占比仍然很少。

同时，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科学知识

的传播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从传播学意

义上看，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传播仍然是自上而下、专

业对非专业、“有知”对“无知”的过程，是一

种单向为主的传播过程，不可能是一种双向的交

流过程 [2]。大众传播专业的新闻生产机制以及把

关机制，确保提供权威的科学知识。中国地震台

网速报微博是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这一理念蕴含在其头像中。 @ 中国地

震台网速报微博的头像寓言：以《周易》中“文

王八卦”为基础，取其“震”卦之形演变而来。

卦形空白处为“土”字，引其意为“地震”来表

达行业特征。在文王八卦方位图中，震卦位于东方，

而中国传统文化里，东方是苍龙之位，因之隐喻

为“中国”。图形为一房型红色印章，以引文篆

刻震卦，以示权威。4

3.2 人际传播——以社交关系为导向的双

向交流

无论是虚拟社区还是真实社区，人都是绝对

主角，而人不是孤立的，人是社会化的，这种社

会化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系。虽然，

微博中人际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但是人—机—

人互动模式下，频繁的交流也会有“熟人”的氛

围。微博中的社交关系要产生影响，首先要吸引

他人关注，也就是传受者之间有某种共同关注点；

其次要“说服”他人“转发”。当然这两者之间

没有绝对的先后关系，而且也相互产生影响。

共同关注是微博中最基本的凝聚力量。同质

的沟通发生频繁，而且相对容易，可以加速扩散

3 来源：@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新浪微博 , 发布时间：2013 年 5 月 13 日 18:15.

表 1  雅安地震后不同时段科学知识类微博占比

创新扩散视角下科学知识的微博传播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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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关于芦山地震的微博

发现，芦山地震引起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关注度

明显不足。微博中的重要关注可以通过“转发量”

测得。据不完全统计，在雅安地震初期，平均每

条科学知识类微博转发量为 163，而中期和后期

分别为 41、48。雅安地震前期，科学知识转发量

比较大，当然这与科普类知识发布数量少有一定

关系，但平均转发量相对比较大。而雅安地震后期，

每条科学知识类微博平均转发 48 次。可以发现，

后期科学知识类微博的转发量并不高，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受众并不关注这类信息。

关键人物具有更强的“说服”效果。罗杰斯

提出了创新扩散的 S 型曲线，即在最初的“引入

期”，社会上只有极少数人接受该事物；如果这

群人逐渐增多，超过扩散临界点时，该创新的扩

散就跨过了“起飞点”进入高速增长期；当社会

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接受时候，创新扩散就达到

了“饱和点”。在这一过程中，人际传播的作用

非常明显，创新的早期采用者会将自己的主观评

价传给其他成员，其他成员受到影响进而采用该

创新。

早期采用者也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拉扎斯

菲尔德等认为，来自大众传播的消息和影响并不

总是“流”向一般受众，而是首先流向意见领袖

这个中间环节；然后，意见领袖将其所见闻传递

给其他追随者。由于意见领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大众媒介、拥有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较高的信

息辨别能力、更强的舆论控制能力。所以其创新

的采纳行为会直接影响其他人。

所以，科学知识这类“创新”的传播包括两

个方面：一方面，从权威方到受众的纵向传播，

这类传播可以视为是大众传播。现实社会中，对“科

学知识”这类专业知识，最权威的是科学家或者

专业学者；在传播体系中，最权威的是大众传播。

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机构官方微博可以扮演这个

角色。另一方面，从早期受众到“其他人”的横

向传播，这个传播属于人际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

更基于共同兴趣而集结在一起。当然，意见领袖

的作用不可小视。

表 2  雅安地震不同时期科学知识类微博转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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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学知识微博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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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知识微博传播的路径

4.1提高运营人员科学素养，挖掘科学知识

的新闻价值

地震发生期，虽然震情快讯非常重要，但是

科普知识对个人生命安全同样重要。所以要挖掘

科学知识的新闻价值，将科学知识新闻化，或者

说找到科学知识与新闻的结合点，选取有新闻价

值的科学知识进行发布，如地震防身内容。这就

需要微博运营人员提高科学素养，让有专业背景

的人员运营微博，也可以对运营人员进行定期科

学知识培训。

4.2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积极获取科学知识

媒介素养是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是选择、

批判信息的能力。随着大量新媒体应用的充斥，

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更营造了一种娱乐化氛围。

公众的关注点更加分散和多元，也更加娱乐化。

所以要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特别是要提高获取

科技知识的能力。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

比例为 3.27%，相当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

末的水平 [9]。科技知识的普及不仅是公民自身素

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4.3积极培养意见领袖，强化传播效果

在科学知识的微博传播体系中，意见领袖处

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点位置，是大众传播

的最有效受众，也是人际传播中最具有影响潜力

的传播者。所以要积极培养意见领袖，特别是要

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具有权威性的网民，如科学

家、教授、官员等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按照社

会网络的观点，意见领袖处于微博场域的“结构

洞”位置，其桥接位置能够引入外部网络的信息，

从而扩大内部信息的存活量。同时，不同背景的

意见领袖可以增强场域内部的异质性，降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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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冗余性，提升信息质量。

5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微博可以成为科学知识的普

及与传播的主要渠道。由于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

专业性，使得其传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科学知

识的专业性决定了这一“创新”的“扩散”有一

定的规律。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可以将科学知识

的微博传播机制分为两部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

播。大众传播，即以新闻价值为导向的单向传播，

其中权威性是关键因素；人际传播，即以社交关

系为导向的双向传播，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

忽视。

创新扩散视角下科学知识的微博传播机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