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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２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ＭＳ６．８地震，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相关信息公开效率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事件处置的舆情发展。本研究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为舆情引导主体，对四川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舆情进行分析研究，总结舆情引导经验，探讨突发地震

舆情引导对地震部门有效开展震后应急的促进作用，以期为今后的防震减灾新闻宣传工作带来

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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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２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ＭＳ６．８地震，截至 ９月 １１日 １７

时，地震已造成 ９３人遇难，２５人失联（中国新闻网，２０２２）。９月 ６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
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地震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将国

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应急管理部，２０２２）。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四川甘孜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
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

众避险安置等工作。请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派工作组前往四川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要积极配合地方开展工作，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按照应急管理部部署，中国地震局局长闵宜仁带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组紧急赶赴震区，指导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２０２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发布权威
地震信息，组织专家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本文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为舆情引导主体，

对四川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舆情进行分析研究，总结舆情引导处置经验，为今后防震减灾新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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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１　泸定地震舆情概述

“舆情”中的“舆”原本的含义是车或车厢，后与“人”连用，“舆人”由指代车夫转化为

“众人”。现在用“舆情”指代舆论的情况，是指在一定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

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王来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
重点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等。

地震作为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容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成为社会舆情焦点和热点。在

“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时代，地震相关话题传播速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研究突发地震舆
情引导，有助于地震部门有效开展震后应急新闻宣传。从泸定 ＭＳ６．８地震自动测定结果出
现到微博、微信用户大量转发，再到官方发布启动应急响应信息，媒体相继报道，泸定地震迅

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这一过程形成海量信息流，针对极短时间内出现的舆情，如不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进行有效引导，可能会滋生地震谣言，灾情叠加负面舆情，给社会带来严重影

响。有效的舆情引导是实现正确舆论导向的具体途径，“谁来引导、引导什么、用什么引导、

怎样引导”是舆情引导的基本要素。

截至９月１３日７时，全网共检索涉泸定地震相关信息１４９．１万余篇，其中电子报及客户
端 ４５．６万篇、微博６３．１万篇、微信７．１万篇、视频及短视频３２万条、论坛１．３万余篇（图１）。
这些检索到的相关信息中，微博信息占比最高，接近信息总量的一半（４２％）。

图１　泸定地震不同媒体舆情信息量统计分析

此次泸定地震信息的波峰出现在９月 ６日，对应事件是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持续攀
升，截至９月５日１８时１７分，泸定地震已造成雅安市石棉县１４人遇难，截至１９时６分已有
２１人遇难，截至 ２３时 ４４分已有 ４６人遇难。９月 ６日 ２时 ２９分，国家地震应急响应级别提
升至二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紧急赴四川。截至 ９月 ６日 ７时，泸定地震已造成
６５人遇难（北京日报，２０２２）。９月 ７日涉震舆情信息出现大幅回落，主流媒体对抗震救灾报
道转段，其他话题重新成为舆论场主流。微博话题“他们全力以赴只为泸定早日安定”出现

在热搜榜第 ３位，“泸定一大桥发现 ３人生命迹象”出现在热搜榜第 ６位。９月 ９日后，涉震
舆情信息持续下降，救援黄金 ７２ｈ结束之后媒体关注点开始逐渐转向灾后重建等（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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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舆情传播阶段研究主要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普遍认为“信息生命”会像生物

的生命一样最终走向衰亡，即“信息生命”的终点便是信息消亡（李金泽等，２０２１）。涉震舆
情信息持续下降到退出微博热搜，印证了信息消亡规律。

图２　泸定地震舆情信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从泸定地震信息波峰出现的 ９月 ６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和新京
报 ５家主流报纸头版新闻中，选取泸定地震相关新闻报道共 １２篇。按照地震报道 ９个主题
分类（肖又菁，２０１２），领导人相关活动 ６篇，其中 ４篇领导人相关活动新闻为转发新华社 ９
月 ５日电《习近平对四川甘孜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
任务　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官方援助新闻 ５篇，媒体和受众更加
关注灾后救援情况；地震基本情况 １篇。

２　舆情引导过程

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９分，即泸定地震发生后 ７ｍｉ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向震中附近公众
采集有感信息，截至 ９月 ５日 １３时 ２２分（震后 ３０ｍｉｎ），收到 １．２万余份震感报告，公众对此
震感反响强烈（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２０２２）。由于本次地震有感范围广、震感强度大，有
感范围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陕西省、贵州省等地亦有震感报告。据网友反

馈，震中附近出现建筑物受损、墙体开裂、家具位移等情况。

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主动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

定，能够很大程度地减少和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体现政府高度负责的

态度，是政府有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维平等，２００６）。在中国地震局办公
室指导下，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编写地震解读，内容包括地震三要素、震源机制解、发震构造、

历史地震、余震信息等。９月 ５日 １７时 ３０分、１８时 ３０分和 ２１时 ３０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地震预报部专家蒋海昆研究员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采访，针对地震基本情

况、次生灾害防范等回答记者提问（表１）。信息源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主流媒体报道，主
要内容是地震基本情况、地震相关科学知识，具体包括地震原因、地震特点、余震趋势、次生

灾害防范等专业地震知识。在突发性的公共事件面前，公众对生命安全和信息知情权的追

求，以及对社会互助的需要，促使媒体引入相对客观、科学的专家言论来为受众提供援助（刘

薇洁，２００９）。专家言论在此时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引导后续舆论正向发展创造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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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信息来源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主流媒体报道统计

时间

（月日 Ｔ时：分）
媒体 新闻报道 采访形式

９月 ５日 Ｔ１６：４６ 人民网 中国地震局迅速开展四川省甘孜州泸定 ６．８级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１７：００ 光明日报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余震活动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１７：０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解读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１７：１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　如何应对地震次生灾害？中国地震局专家
解读

电话采访

９月 ５日 Ｔ１７：１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地震局专家解读四川甘孜州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 电话采访

９月 ５日 Ｔ１７：４９ 中国新闻网 中国地震局：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为走滑型破裂　余震或将持续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１８：１５ 科技日报 专家分析：四川甘孜州泸定县余震活动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１８：３０ 中央电视台
【共同关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介绍本次地震特点和烈度分

布情况
直播采访

９月 ５日 Ｔ１９：３３ 科技日报 专家提醒：注意泸定地震次生灾害　救援人员也要高度警惕 专家解读

９月 ６日 Ｔ２０：２５ 中国新闻网 专家解读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　提醒次生灾害防范和保护措施 专家解读

９月 ５日 Ｔ２１：３０ 中央电视台
【新闻 １＋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蒋海昆研究员接受央视总台主持
人白岩松采访

直播采访

９月 ６日 Ｔ２０：５５ 人民网
四川甘孜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为何会造成较严重破坏？专家：高山
峡谷地形是主要原因

专家解读

基础。

９月 ７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官方门户网站发布地震应急处置综述性新闻稿《台网中
心：全力做好四川甘孜泸定县 ６．８级地震应急处置工作》，内容主要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应
急处置工作情况。

随着泸定地震事件进展，舆论关注热度从 ９月 ５日最高，逐步趋于平稳，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２分至 ２４时，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共发布本次地震相关信息 ２３条，按内容可分为 ５类，
震后 ２ｈ内为微博信息发布高峰，其中，发布的本次地震自动测定信息关注度最高（图３）。

３　启示和思考

纵观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引导过程，从 ２００３年“非典”开启中国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到“两微一端”成为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再到“８．１２”
天津港爆炸事故推动《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出台，这是一个不断“从灾难中

学习”的过程（徐占品等，２０２１）。
笔者多次参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应急舆情处置，切身感受到地震舆情引导也是地

震应急处置过程。地震部门在充分借鉴突发事件舆情引导工作经验教训的同时，也需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建立健全地震舆情引导工作流程和机制：①健全内外沟通机制；②做好
政府信息公开；③提升舆情引导能力。
３．１　健全内外沟通机制

突发地震事件发生后，地震系统内部横向水平沟通要及时共享信息，避免出现信息孤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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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发布关于泸定地震信息随时间变化的统计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５日 １２时 ５２分至 ２４时）

岛；及时为新闻发言人提供口径材料，不要让宣传官员成为“救火队员”。纵向垂直沟通要

注意时效性，确保上级部门做出及时正确的应急处置决策，避免贻误最佳时机。

如果我们把突发事件信息视作一个产品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内部沟通是这个产品的生

产过程，而外部沟通则是信息产品的应用过程，外部沟通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内部沟通的结果

（王彩平，２０１６）。外部沟通要及时主动满足公众知情权。当公众急需了解地震相关事实信
息时，发布的通稿中应避免充斥领导“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等陈词滥调。当公

众为地震遇难人员感到忧伤悲痛时，避免发布地震部门“先进感人”事迹，试图消解公众情绪

（李兰等，２０２１）。中国地震局及地震系统各单位可结合本单位自身专长，及时发布涉震权威
信息，例如中国地震局发布官方应急处置情况，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发布地震基本情况、地震

科学知识等。

３．２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
突发地震事件具备引发社会公众关注的天然特质，容易引发网络集合和围观，从而衍生

舆情事件，甚至影响灾害处置进展和方向（孔德育等，２０１９）。舆论场之争中，谁的议程设定
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民意可能随时倾斜，舆论可能随时逆转，中青报评论员曹林将

之称之为舆论“摇摆率”（任昌辉，２０１４）。
地震部门可以将信息分类作为信息公开的“抓手”，将需要发布的信息分为技术信息、科

学信息、社会信息和政治信息等方面。如发布以地震三要素为主的技术信息、以余震发生发

展情况为主的科技信息、涉及地震预警等层面的社会信息及应急处置等情况的政府信息。

根据舆情热点变化，做好政府信息分类公开，满足受众对不同信息的需求，避免网络谣言滋

生。通过官方网站、政务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实现涉震信息高效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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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提升舆情引导能力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由于对疾病认识

缺失和信息传播不畅，引发社会舆论热点（安琪，２０２０）。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多共同
点，如突发性、公共性和专业性。

地震部门要引以为戒，杜绝侥幸心理，及时发现和追踪舆情风险点，通过舆情监测及相

关部门信息通报等渠道，发现舆论苗头性信息后，持续密切追踪舆情发展，初步研判动态发

展，提出舆论引导和风险沟通建议，为地震舆情决策提供参考；注重提升新闻发言人同媒

体、网民的风险沟通能力，培养地震领域意见领袖；地震系统培训增加新闻宣传课程，设置

实战演练环节，提高地震部门人员媒介素养和舆情引导能力。

致谢：本文撰写得到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李永林副主任的指导和鼓励，刘杰研究员、蒋海昆研究员、孟

令媛研究员给予了帮助，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ｎ）提供了数据

支撑，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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