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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新浪微博为数据源! 以话题)寿光洪灾)为切入点!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评论数据* 从关注+ 认

知+ 响应 " 个维度! 构建出新媒体用户灾害感知指标体系! 并对新媒体平台下自然灾害信息扩散以及公众灾害

感知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灾害信息会在新媒体的加持下急速扩散! 并出现距离衰减效应( 对灾害

的关注量存在最大值! 呈现由小到大再逐渐衰减的趋势*

"新媒体用户对于本次灾害的综合认知和响应能力处

于中等水平( 但是样本中属于灾害认知的样本仅占 Z[( 约 Z%[的评论是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对灾害事件的情感

态度*

#灾区新媒体用户的灾害认知水平要高于非灾区民众! 随时间存在)低=高=低)变化趋势*

$在中前期灾

区样本的情感态度较非灾区更为积极+ 理性! 后期均趋于消极+ 非理性*

关键词" 灾害感知( 信息扩散( 时空分异( 新媒体(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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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面对着严峻
复杂的自然灾害形式! 重大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 普通民众不仅是灾害事件
最广大以及最直接的承灾体! 同时也是防灾减灾
政策和措施的具体执行者#<$

! 增强国民的灾害响
应能力! 降低其脆弱性! 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

而国民的灾害认知能力极大的影响了其响应能力!

即认知决定行动#"$

* 这也赋予了对国民灾害认知
及响应研究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灾 害 感 知 领 域! 国 外 学 者 研 究 结 果 丰
硕#&=<<$

* ];BKC

#<$$

+ B̂;B__KTK

#<"$

+ FBOI8B

#<&$ 等通过
调查问卷发现! 居民的灾害风险认知与备灾行为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具备一定的灾害常识和地
方性知识的居民! 能够更好的躲避灾害+ 应对灾
害* 在国内也有大批学者对不同区域+ 不同人群
展开了灾害感知的研究#<#=<V$

! 苏桂武等+ 李景宜
等研究发现' 研究区内的男性+ 青年+ 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群体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水平较好#<$

(

并进一步构建出了民众灾害感知能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

* 随着移动通信的普及! 在新媒体平台的
加持下! 包含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类信息已渗透到
民众的生活中去! 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民众对灾害

事件的思想和观点的汇集地#$<=$"$

! 平台中庞大的
信息数量+ 及时的数据反馈+ 迅速的信息更新等
优势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海量灾害信息开始
了 量 化 进 程#$&=$X$

* ];AC7等#$V$

+ 2KCKGB7J7:7A87P

等#"%$和王晰巍等#"<$研究了新媒体灾害舆情信息的
传播路径及网络结构! 分析了社交媒体在减缓自
然灾害影响的作用和局限! 以及防灾规划和灾难
预警等相应预防机制*

由此可见! 民众灾害认知和响应的研究主要
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搜集数据! 且研究区域较
小* 少有文章利用灾害信息网络数据来分析民众
对灾害或灾害风险事件的认知和响应情况* 本文
认为对灾害事件网络数据的研究! 不仅能够了解
灾害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形式#"$$

! 更能够
去深入了解广大民众对自然灾害的认知情况#""$

*

$%<X 年 X 月受)摩羯,+ )温比亚,台风叠加影
响! 山东省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其中潍坊寿光
受灾最重* 微博用户对)寿光洪灾,话题的阅读量
高达数亿次* 从大量网络评论可以看出! 各地区
用户对此次灾难的关注和解读有很大差异! 也体
现出了不同偏向的灾害认知! 因此部分民众应对灾
难的响应也大相径庭* 因此本文以)寿光洪灾,为研

! 收稿日期' $%<V \%X \"<!!!修回日期'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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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评论类型分类表

序号 主题类型 序号 主题类型 序号 主题类型 序号 主题类型

< 灾难频发 <% 严重程度五 <V 消极评论 $X 管理失职

$ 不惧灾难 << 贡献力量 $% 相信管理者 $V 预警不及时

" 恐惧灾难 <$ 理性对待 $< 认可灾情报告 "% 仅为天灾

& 罕见暴雨 <" 祝福灾区 $$ 泄洪正确 "< 天灾人祸

# 瘟疫传播 <& 转发微博 $" 管理维稳 "$ 人祸为主

> 严重程度一 <# 伤心气愤 $& 希望作为 "" 仅为人祸

Z 严重程度二 <> 无语无奈 $# 灾民无助 "& 指责媒体

X 严重程度三 <Z 讽刺评论 $> 对灾情报告无奈 "# 抱怨水库卖水

V 严重程度四 <X 辱骂评论 $Z 不认同灾情报告 "> 无意义评论

究案例!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探究我国城市间灾害
信息扩散等相关概念! 并研究新媒体背景下公众
自然灾害感知! 拓宽民众灾害认知+ 响应等研究
范围* 及时发现问题+ 有效的化解矛盾! 有利于
相关政策的制定! 对政府防灾治灾+ 灾害风险管
控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9<!数据获取
百度数据' 利用百度指数的趋势研究和地域

分布的功能! 以)寿光,为关键字! 通过此大数据
平台获取到了 $%<X 年 X 月 <X 日至 V 月 < 日的)媒
体报道数,和全国各省市)用户搜索数,*

微博数据' 通过爬虫程序! 在新浪微博)寿光
洪灾,话题中! 爬取了 $%<X 年 X 月 <X 日至 V 月 <

日的评论数据近 <# %%% 条! 用其中包括用户评论+

用户 SM号+ 评论时间+ 昵称+ 性别+ 评论点赞数+

所在地等信息作为研究样本* 合并去重后得到有
效评论 << V#> 条! 评论者分布于全国 "& 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或其他地区!

其中男性 # &%" 人! 女性 > #%% 人* 再利用新浪微
博)高级搜索,功能! 键入关键词)寿光,并在)高级
搜索,栏中选中)热门,选项! 剔除与本次洪灾无关
微博后得到每日的)热门微博数,*

<9$!数据分类
本文借助扎根理论法! 参考前人的运用经

验#">="Z$

! 结合现有微博评论! 通过文本+ 内容分
析法对评论数据进行分类* 具体操作为' 将每条
微博评论作为内容分析单元! 并借助 ?cOI8的分类
筛选功能! 通过文本+ 内容分析法对去重后的评
论数据进行逐条阅读! 并对微博评论进行编码处
理* 编码过程中我们遵循扎根理论方法的原生编
码原则! 将所有评论数据按其文本内容以及评论
语境加以类型命名! 最终分为 "> 类! 以深入了解
全国各地网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次灾难的认识+

情感态度的转变以及对管理者的评价等* 表 < 展示
了分类后的评论主题*

<9"!指标体系构建
<9"9<!灾害关注度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灾害关注度指标体系旨在将灾害的网络
关注定量化! 有助于全面了解灾害信息传播+ 扩
散的状态及趋势* 灾害关注度指标体系构建的目
的是为了提高管理者对灾害事件信息的引导以及

相关舆情处置的效能* 此指标主要包含媒体对此
事件的发布数量和主题词数量等信息#$X$

! 结合前
人的研究经验以及目前所掌握的数据! 本文构建
出百度与新浪微博两大新媒体平台的灾害关注度
指标体系%表 $&*

表 $!新媒体平台灾害关注度指标体系

百度指数平台 一级指标 新浪微博平台 一级指标

!灾害
关注度

!< 媒体报
道数

!灾害关
注度

!< 热门微
博数

!$ 用户搜
索数

!$ 微博评
论数

!" 微博评
论点赞数

<9"9$!灾害认知指标体系构建
对所搜集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个体对外部

事物的认知都建立在对事物客观认知的基础上*

通过总结前人对不同地区灾害感知的研究#"X=&"$

!

从仅有的微博评论样本出发构建了新媒体平台用
户的灾害认知指标体系%表 "&* 从两个角度去了解
新媒体用户对自然灾害的认知情况! )"< 灾情认
知,是指民众对本次灾害破坏程度+ 严重性的判
断! 由重到轻从 # 个等级来反应民众对本次灾害严
重程度的认识( )"$ 风险意识,是指民众对相关自
然灾害的了解程度! 分别从高风险意识到低风险
意识来反应民众的灾害认识*

表 "!新媒体平台灾害认知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对应评
论类型

"

灾
害
认
知

"<

灾
情
认
知

"<< 严重程度%

# <% 严重程度五

"<$ 严重程度&

& %V 严重程度四

"<" 严重程度'

" %X 严重程度三

"<& 严重程度(

$ %Z 严重程度二

"<# 严重程度)

< %> 严重程度一

"$

风
险
意
识

"$< 不惧灾难 # %$ 不惧灾难

"$$ 次生灾害 & %# 瘟疫传播

"$" 担心灾难 " %< 灾难频发

"$& 恐惧灾难 $ %" 恐惧灾难

"$# 超乎想象 < %& 罕见暴雨

<9"9"!网络响应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民众自然灾害响应的内容界定! 本文结

合其他学者#&&$ 的研究内容以及现有评论! 构建出
新媒体平台用户的网络响应指标体系%表 &&*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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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响应,是指在洪灾发生后! 微博用户对待
灾害的态度以及应灾行为* 从理性的看待问题或
是当志愿者捐助灾区! 到发表干扰消息或谣言惑
众( )#$ 情感响应,是指用户在面对灾害时情感上
的变化! 从积极的祝福灾区一切安好! 到消极的
辱骂社会+ 讽刺官员*

表 &!新媒体平台网络响应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对应评
论类型

#

网
络
响
应

#<

态
度
响
应

#<< 贡献力量 # << 贡献力量

#<$ 理性对待 & <$ 理性对待

#<" 传播消息 " <& 转发微博

"& 指责媒体

#<& 无语无奈 $ <> 无语无奈

#<# 干扰评论 < "> 无意义评论

#$

情
感
响
应

#$< 祝福灾区 # <" 祝福灾区

#$$ 感到伤心 & <# 伤心气愤

#$" 漠不关心 " 无

#$& 讽刺评论 $ <Z 讽刺评论

#$# 辱骂评论 < <X 辱骂评论

<V 消极评论

<9&!分析性统计

通过赋分等级进行评估' 针对灾害关注度+

灾害认知和网络响应 " 个维度! 采用李克特量表分
别给各个维度的不同选项赋值! 再以各选项末及
指标的评论数比例为权重! 加权计算得出总体样
本的综合得分情况*

$d

"

%

&

-'

&

* %<&

式中' $为单变量 %二级指标& 的综合得分! &代
表三级指标的序号! %

&

为选择指标 &的人数比例!

'

&

是指标 &的赋分值*

$!结果分析

$9<!灾害关注度时空变化
正以相对关注度指标为基础! 分析两大平台

用户关注度阶段性变化的异同* 由图 < 可以看出!

两大平台的关注度都是先增后减! 微博平台的关
注度在 X 月 $< 日就开始激增! X 月 $$ 日稍有回
落! 但和百度平台关注度同时在 X 月 $& 日当天达
到关注度顶峰! 从 X 月 $# 日至 V 月 < 日! 两大平
台关注度均逐渐减少! X 月 $Z=$X 日百度平台关注
稍有回升! X 月 $V 日和 "< 日微博平台关注度同样
稍有回升! 直至 V 月 < 日两大平台关注度都下降到
低位* 对比分析得出! 两大新媒体平台的关注度
时间变化大体一致! 但新浪微博平台关注度的变
化趋势更符合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在属性* 为了进
一步分析关注度的时间变化! 本文结合两类平台
的异同将关注度分为 # 个阶段%图 <&! 以为后续结
合空间差异分析做准备*

图 <!关注度对比图

在百度指数获取的数据中仅有)!$ 用户搜索
数,有全国各区域%除港澳台地区&位置信息! 而在
新浪微博数据中仅有)!$ 微博评论数,有全国各区
域用户位置信息! 通过 ,;OGBP的默认重分类可以得
到两大平台灾害关注的空间差异情况%图 $&* 为发
掘两平台用户灾害关注度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以及进行科学的地区分类! 本文尝试用聚类分析
法进行研究#&#$

* 基于灾害关注度区域分布的特点
与变化规律等! 推测两类新媒体平台用户所在城
市的城市异质性是影响灾害关注度区域差异的重
要因素( 通过选用经济指标和空间距离指标来分
析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关性* 指标说明与衡量'

!关注度* 分别选取百度平台下)!$ 用户搜索
数,和微博平台下)!$ 微博评论数,作为关注度数
据(

"经济指标* 选用 $%<Z 年全国城市经济总量
来衡量经济水平* 数据参考.$%<Z 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空间距离* 利用百度地图的测距功能测
量受灾地潍坊至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直线距离!

对其取对数值! 获得距离指标*

图 $!百度+ 微博关注度空间差异

由上述分析! 本文将 "< 个省市%除港澳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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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分为 # 种类型区域! 分别为' 受灾区+ 波及
区+ 高关注地区+ 低关注地区和其他地区! 如图 "

所示*

图 "!关注度区域划分

$9$!灾害认知时空变化
新媒体平台用户的灾害认知由)"< 灾情认知,

和)"$ 风险意识,两部分构成* 此维度共获取评论
数 X"< 条占总评论数的 Z(! "< 和 "$ 分别为 "Z#

条和 &#> 条! 分别占此维度总数的 &#(和 ##(*

根据公式%<&可以得到全国尺度下新媒体用户的灾
害认知得分率! 为 "9"<* 其中 "< 和 "$ 的得分率
分别为' "9Z& 和 $9XX* 可以看出! 全国尺度下新
媒体用户灾情认知能力较高但风险意识较差! 对
于本次灾害的综合认知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图 & 为
每日的灾害认知得分*

图 &!)"灾害认知,每日得分

以上文得到的 # 个时段和 # 个地区为基础! 再
用 ,;OGBP进行可视化分析! 将不同地区用户在 > 个
时段%包含全时段&内对)"灾害认知,的关注%评论
频数&! 以及得分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从各地区

评论频数来看%图 #&! 微博用户对此维度的关注态
势呈东密西疏分布! 山东+ 潍坊以及高关注地区的
用户对此维度的讨论量明显高于剩余地区! 且酝酿
期+ 关注期和回落期对此维度关注明显高于其他时
期* 从得分上来看! 微博用户评论所显示出的整体
认知能力一般! 且各地得分率存在着显著差异! 受
灾波及区的分值显著高于非灾区* 受灾波及区和高
关注地区的分值随时间逐渐增加( 低关注地区和其
他地区的得分起伏变化明显! 从平静期开始逐渐增
加并在酝酿期达到最高! 并从关注期开始回落*

$9"!网络响应时空变化
新媒体平台用户的网络响应由)#< 态度响应,和

)#$ 情感响应,两部分构成* 此维度共获取评论数
X &%V条占总评论数的 Z%(! #< 和 #$ 分别为 # X%%

条和 $ >%V 条! 占此维度总数的 >V[和 "<[* 从全
国尺度上来看新媒体用户在本次灾害中! 网络响应
得分率为 "9%#! 其中态度响应和情感响应的得分率
分别为' $9&X 和 "9>$* 可以看出! 全国尺度下新媒
体用户对于本次灾害的网络响应较积极! 但也有较
多不理想之处* 图 > 为每日的网络响应得分*

图 >!)#网络响应,每日得分

从空间角度来看! 从评论频数可以看出%图 Z&!

微博用户对此维度的关注趋势接近于对此事件整体
的关注情况! 呈东密西疏的态势分布* 山东省用户
响应最为强烈! 从酝酿期到回落期的评论频数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 尤其在关注期评论数达到最高值(

高关注区的用户响应也较为积极! 低关注区和其他
地区的响应相对较弱* 从得分上来看! 微博用户评
论所显示出的用户响应较为积极+ 理性! 山东省表
现得更为明显! 各地区的得分率都在 "9%% e&9%% 之
间( 平静期各地区无相关评论! 酝酿期到回落期!

全国各地区得分率随时间逐渐增加! 山东省和其他
地区较为明显! 衰减期的得分率大幅降低*

图 #!各地区)"灾害认知,的评论频数及得分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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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各地区)#网络响应,的评论频数及得分差异

"!结论与讨论

%<&灾害信息的时空扩散' 灾害信息会在新媒
体的加持下急速扩散! 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衰减* 本文将新媒体用户关注度划
分为 # 个阶段! 分别为' 平静期+ 酝酿期+ 关注
期+ 回落期和衰减期* 从空间角度可以发现'

!

灾害信息在空间中的传播距离增加(

"本地的灾
害信息传播能力高于其他地区(

#灾害信息的扩
散呈距离上的衰减(

$灾害信息的传播和接收能
力与经济水平持正相关(

*本文将新媒体用户关
注度划分为 # 个地区! 分别为' 受灾区+ 波及区+

高关注地区+ 低关注地区和其他地区*

%$&从新媒体用户对灾害信息的反馈内容可以
看出'

!用户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对灾害事件的情
感态度! 评论数占比 Z%[! 其次是对政府以及相
关部门的应灾评价! 评论数占比 $%[! 对灾害本
身的看法及认识仅占很小一部分比例! 评论数占
比 Z[(

"灾害认知评价' 评论量主要集中在灾害
事件发生后的中前期! 新媒体用户灾情认知能力
较高! 但风险意识较差! 对于本次灾害的综合认
知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且灾区民众的灾害认知水
平要高于非灾区民众! 并随时间存在)低=高=低,变
化趋势* 本文认为' 由于灾区民众作为本次洪涝
灾害的直接+ 间接受害者! 在亲身经历过台风和
洪灾后会保持较高警惕心理* 而非灾区民众会抱
有)事不关己,的心态! 对灾害事件的重视程度低
于灾区民众! 所以会呈现出空间上的认知差异(

#网络响应评价' 评论量主要集中在灾害事件发
生后的中前期! 新媒体用户对于本次灾害的情感
响应上较为理性! 但在态度响应上较为消极! 对
于本次灾害的综合响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在中
前期灾区样本的情感态度较非灾区更为积极+ 理

性! 后期均趋于消极+ 非理性* 本文认为' 从整体
评论数据来看! 富有正能量的评论居多! 但每逢灾
难过后必有谣言出现* 由于网友灾害认知能力高低
不一! 部分群众的认知会因一些极端言论而受较大
影响! 从而使消极+ 不理性的声音在网络中蔓延*

在事件后期! 媒体对本次灾害事件的报道量降低!

民众的关注热情也在逐步下降! 评论数量虽然大量
减少但消极评论占比却逐渐增大! 致使全国大部分
地区在事件后期均趋于消极+ 非理性的情感态度*

可以看出媒体对灾害事件的报道量和正向引导对民
众的灾害认知及响应起到了关键作用*

&!建议对策

全面加强民众防灾减灾的意识和应对力* 全
方位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充分发挥主流
媒体+ 新媒体以及网络平台的作用! 达到防灾减
灾信息普及的目的*

加强灾害舆情的应对和引导* 建立新闻宣传
专家组+ 舆情监视组和网络评论员队伍! 制定网
络舆情应对预案! 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 多方位+

立体式的舆论应对与引导! 控制灾害谣言的蔓延!

防止负面舆情的演变*

提升灾害监测预报能力*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监测预报队伍技术培训与
交流! 确保监测预报队伍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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