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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启动期”、“黑箱期”、“黄金期”三个阶段。如何为地震应急

处置工作的不同阶段提供定制化的信息发布需求服务是地震应急服务工作中亟需解决的关键

科学问题。本文在问卷调研和舆情检索统计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分数比较法对地震应急信息发

布渠道和发布内容进行标准量化，从而开展需求分析研究，获得了以下主要认识：①政府部门在

制定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时，应结合典型历史地震案例数据，重点考虑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

社会需求高的地震应急信息，实时跟踪社会关注动态，适当调整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②政府

部门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工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现有传播渠道，加强与主流新

兴媒介的合作，开设信息发布窗口，通过流量高、传播广的新兴媒介向社会公众推送实时动态的

地震应急信息；③制定多层次、优先分级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有利于充分发挥地震应急信

息服务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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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川滇地区强震频发，相续发生 ２０２１年云南漾濞 ６．４级、２０２１年四川泸县 ６．０级、
２０２２年四川芦山 ６．１级、２０２２年四川马尔康 ６．０级和泸定 ６．８级等重大破坏性地震，政府部
门对震后不同应急处置期的应急信息发布和应急救援工作存在很大的差异化需求。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地震发生前后的信息越来越丰富，政府部门可以提供的地震应急信息也越来

越多样，这使得社会公众对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内地震应急信息的需求不断提高。与此同

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进入到了新媒体信息传播时代，这意味着

地震应急信息的传播需要顺应新形势和新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媒体传播模式向立体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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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模式转变。地震应急信息在内容形式、发布渠道、展现形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转变和革

新（崔满丰，２０１８）。地震应急信息服务如何从过去的基础科学研究向当前的社会服务转变，
是近年来地震应急信息服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帅向华等（２０１０）讨论了面向智能终端的地
震应急信息发布，为地震应急信息如何面向服务公众进行了尝试；聂高众等（２０１２）总结了
当前地震应急信息服务的研究现状，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王海鹰等（２０１６）
对地震应急救援信息需求进行了归纳；宫癑等（２０１８）梳理了震后地震应急信息产出的内
容、时间和供给方式，并对震后如何提升精准化的地震应急信息服务进行了讨论；张翼等

（２０２１）从用户需求的角度研究了地震应急信息服务特征。然而，尽管前人对地震应急信息
服务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但在震后不同应急处置阶段，仍然存在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差异化

水平较低、渠道多样性的拓展不够、社会需求适用性不足等问题，因此亟需就我国目前的应

急管理模式开展新的地震应急信息服务研究工作。

本文收集整理了近年来川滇地区发生的云南漾濞 ６．４级、四川泸县 ６．０级、四川泸定
６．８级等地震震后不同应急处置期的地震应急信息资料，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地震应急信
息发布服务需求进行了分析，利用新浪舆情监测软件对地震应急信息“关键词”开展全网舆

情统计。根据上述数据，基于标准分数比较法开展了政府部门面向社会公众的地震应急信

息发布策略研究，该成果为政府部门提升信息精准化服务水平提供了新的研究实例。

１　地震应急处置期的划分及特点

前人研究表明，地震应急处置期的应急响应特征及响应时间不同。高建国（２００４）将地
震应急处置期划分为特急期、突急期和紧急期；王海鹰等（２０１３）将地震应急处置期划分成
应急启动、紧急救援、过渡性安置等 ３个阶段；刘青云等（２０２４）则将地震应急处置期划分为
黑箱期阶段、应急初级阶段、紧急救援阶段、全面救援阶段和恢复重建阶段。本文根据政府

部门抗震救灾决策需要、社会公众应急信息服务需求和不同应急处置期地震应急信息的特

点，重点对社会关注的生命救援黄金 ７２ｈ地震应急处置期进行划分，将地震应急处置期划分
为启动期、黑箱期、黄金期三个阶段。启动期为震后 ０至 ２０ｍｉｎ（包含），该阶段的地震应急
信息需求特点主要突出“快”，地震应急信息主要为地震部门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和地震速

报信息，政府部门将根据地震速报信息的震级大小按照地震应急预案来启动相应的地震响

应级别。黑箱期为震后 ２０ｍｉｎ至 ２ｈ（包含），该阶段的地震应急信息需求特点主要突出
“全”，黑箱期的灾情具有不明确的特点，可能引起公众恐慌以及相关媒体的过度报道，该阶

段需要地震应急处置单位和部门利用电话、灾情收集终端、技术系统等途径尽可能收集到人

员伤亡、房屋破坏、生命线工程受损等关键信息，为政府抗震救灾快速部署和灾情信息发布

提供信息支撑。黄金期为震后 ２ｈ至 ７２ｈ（包含），该阶段的地震应急信息需求特点主要突出
“准”，黄金期是生命救援的最佳时期，精准的地震应急信息不仅为生命救援提供保障，同时

也需要对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生命线工程恢复等工作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来源，确保地震

应急处置工作有序、高效的展开。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对问卷设置量化评价指标，受访者仅能在特定的问题上作出选择，这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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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忽略受访者自身评价的真实感受（张宏梅等，２０１４）。本次问卷采集方式以网络调查
的形式展开，将问卷调查内容导入问卷星，便于数据采集及研究工作。针对政府部门和社会

公众问卷对象分别设计问卷内容，设计了 ７个指标对问卷对象的基本情况、发布渠道、展现
形式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 ４６０份，收回问卷 ４４２份，有效率达 ９６．０８％，其中收回政府部
门人员的问卷 １８２份，收回社会公众的问卷 ２４０份。
２．２　全网舆情统计分析法

全网舆情统计分析法通过借助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实现全网 ７×２４ｈ舆情信息精准挖
掘、统计分析。本文采用新浪舆情监测软件对近年来川滇地区 ６．０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不
同地震应急处置期的地震应急信息，采取“地震名称＋关键词”的检索方式对相关舆情进行
了全网舆情信息统计分析。

通过对政府部门在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的地震应急信息收集、应急任务、信息发布等内容

进行收集和梳理，提取了不同应急处置期与社会公众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地震应急内容，作为

地震应急信息舆情统计的关键词。本文选取了云南漾濞６．４级、四川泸县６．０级、四川泸定 ６．８
级地震作为统计样本，对不同地震应急处置的地震应急信息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表１）。

表 １ 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地震应急信息关键词统计

启动期／条 黑箱期／条 黄金期／条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
泸县

６．０级
泸定

６．８级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
泸县

６．０级
泸定

６．８级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
泸县

６．０级
泸定

６．８级

地震速报 ７１１ １９２ ３６３ 人员救援 ９４９４ １７９０ ４７３０３ 避难场所 ５０５９ ４６７３６ ５７５９

地震预警 ４４１ １８７２ １２１６６ 人员伤亡 ２３５８ ２４３８ ５３６１ 次生灾害 ２１４０１ ７７５２ ８２３２４

地震震感 ６９３ ２０８ １２０６７ 震感 ８４０８ １１２５８ ８７３９５ 地震科普 ５５０１ ４２２０ １５７１０

地震速报 ８６１１ ２９９５８ ８６６０８ 地震烈度图 ２９３９ ３７４９ １４１４５

地震预警 ４８８４ ８６６４ ５６４８３ 地质隐患排查 ５３９６ ６７９１ １６８９０

紧急避险 ２９９２ ３９８４ ５３５５２ 电力保障 ９２４６ ６７０２ ２１４８８

余震 ４００３ ４２５ ４７８３ 房屋损失 ９４９８ ６３６２ １０６８２

避难场所 ５３ １８ ４５４ 交通保障 １４４６５ １１４３５ ４１９５０

紧急转移 １９９ ４０ １８１ 救援物资 ４９９０６ ５０５８５ ５２３９７１

应急响应 １３５９ １７１１ ２３７１８ 人员救援 １５７７６８ ２０６５９８ ４３６５５７

电力 １１２ ２２４ ４０９ 人员伤亡 １５７９３２ １４４５４５ ２２３７５３

交通 １１１６ ２６６ ２４９７ 余震 ８５９９３ １６７１０ １０１６７０１

通讯 １０７ １００９ ７５７ 伤员救治 １０６３８ ６００５ １０３０９７

隐患排查 １１６ ３７ ２３００ 社会捐助 ５９７ １７２ ３６５７１

天气 １５６ ５４１ ２４３５ 受灾群众安置 １０７０５ ４４３７７ １８６０９２

科普 ３４７ １００９ ２３５０ 天气 ９５９１ ９０５２ ６０４４２

通信保障 ９８８３ １３７６６ ５２４３２

危化品 ６１ ４２３４ ６６２

卫生防疫 ５９１３ ３１０５ ３８２３１

文物保障 １１５７ １３２３ １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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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标准分数比较法
基于问卷调查法和全网舆情统计分析法获取到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和发布内容的基

础数据，利用标准分数比较法对数据进行标准量化，从而开展研究内容的需求分析。

标准分数比较法（张原硕等，２０２１）是将某种地震应急信息发布调查选项内容的比例与
整体需求平均比例之差除以标准差，得到需求标准分数，根据标准分数高低给出一般、中等、

高、特高 ４个需求等级（表２），具体算法和评价标准如下

Ｚｉ＝
Ｓｉ－Ｓ

－

σ
（１）

其中，Ｚｉ表示某个地震应急信息发布调查选项的需求标准分数；Ｓｉ表示某个地震应急信息

发布调查选项的需求比例；Ｓ
－
表示整体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的平均需求比例；σ表示地震应

急信息发布需求的标准差。

表 ２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需求程度划分标准

需求等级 划分标准

一般 Ｚｉ≤－１

中等 －１＜Ｚｉ≤０

高 ０＜Ｚｉ≤１

特高 Ｚｉ≥１

３　数据研究分析
３．１　问卷对象基本情况

针对政府部门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基本情况，分别设计了两组调查问卷，目的是了解政府

部门人员的从事行业／部门和在地震应急处置工作中承担哪些应急任务，以及了解社会公众
从事行业和震后关注地震应急信息的需求程度。

从政府部门人员问卷对象从事的行业上看（表３），问卷对象涵盖应急管理、地震、消防、
地质测绘、自然资源、消防、住建、电力、交通等主要地震应急处置的政府部门人员；从政府

部门震后承担的应急任务上看，承担灾情信息收集、综合协调、震情监测、信息发布的应急任

务政府部门超过 ５０％，其中 ５２．２％的政府部门承担信息发布的职责。
从社会公众问卷对象从事的行业上看（表４），问卷对象包含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个体

经营者、自由职业、学生等。从社会公众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地震应急信息的程度上看，问

卷对象选择“经常关注”的占 ６９．１７％，选择“偶尔关注”占 ２６．６７％，这也说明了震后政府部
门发布的地震应急信息频繁在新闻媒介上占据“热搜”的位置。

３．２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需求分析
利用标准分数比较法在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将地震应急信

息发布渠道的调查选项结果比例与整体需求平均比例之差除以标准差，得到需求标准分数，

再根据标准分数的高低，对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的需求等级进行划分（表５）。
在地震应急处置“启动期”阶段，政府部门人员选择官方网站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特

高，选择手机短信、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地震服务 ＡＰＰ、电视预警终端的发布渠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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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政府部门人员基本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选项 调查人数（占比）

从事行业或部门

应急管理

地震

地质测绘

消防

交通

通信

电力

自然资源

住建

卫生防疫

其他

５４（２９．６７％）
４３（２３．６３％）
５（２．７５％）
１８（９．８９％）
５（２．７５％）
７（３．８５％）
９（４．９５％）
１２（６．５９％）
１１（６．０４％）
１４（７．６９％）
４（２．２０％）

所在单位在地震应急处置工作中

承担哪些应急任务

灾情信息收集

综合协调

信息发布

人员救援

医疗救治

卫生防疫

受灾群众安置

交通道路抢修与保障

通讯抢修与保障

电力抢修与保障

基础设施抢修与保障

地质灾害排查与治理

物资保障

震情监测

水利监控

灾害评估

网络舆情监控

治安维稳

１３０（７１．４３％）
１２４（６８．１３％）
９５（５２．２０％）
６９（３７．９１％）
３（１．６５％）
６（３．３０％）
４９（２６．９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３（１．６５％）
４６（２５．２７％）
５５（３０．２２％）
９８（５３．８５％）
３（１．６５％）
６４（３５．１６％）
１７（９．３４％）
３（１．６５％）

表 ４ 社会公众基本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选项 调查人数（占比）

从事行业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个体经营者

自由职业

学生

其他

６０（２５．００％）

６６（２７．５０％）

２９（１２．０８％）

２３（９．５８％）

４３（１７．９２％）

１９（７．９２％）

地震发生后是否关注政府部门

发布的地震应急信息

经常关注

偶尔关注

极少关注

从未关注

１６６（６９．１７％）

６４（２６．６７％）

４（１．６７％）

６（２．５０％）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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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问卷调查结果和需求等级

地震应急

处置期
发布渠道调查内容

政府部门 社会公众

调查

人数

调查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调查

人数

调查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启动期

官方网站 １５６ ８５．７１ １．５９ 特高 １１６ ４８．３３ ０．６２ 高

手机短信 １０８ ５９．３４ ０．０９ 高 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０ 中等

微博、微信 １１９ ６５．３８ ０．４３ 高 １８８ ７８．３３ １．７２ 特高

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 １１０ ６０．６４ ０．１６ 高 １６５ ６８．７５ １．３７ 特高

电话咨询 ３４ １８．６８ －２．２２ 一般 ９ ３．７５ －１．０３ 一般

地震服务 ＡＰＰ １３１ ７１．９８ ０．８１ 高 ９２ ３８．３３ ０．２５ 高

广播预警终端 ８０ ４３．９６ －０．７９ 中等 １７ ７．０８ －０．９１ 中等

地震预警专用终端 １００ ５４．９５ －０．１６ 中等 ６ ２．５０ －１．０８ 一般

电视预警终端 １０８ ５９．３４ ０．０９ 高 ６７ ２７．９１ －０．１４ 中等

黑箱期

官方网站 １６８ ９２．３１ ２．１６ 特高 １４８ ６１．６７ ０．６２ 高

手机短信 １１７ ６４．２９ ０．３９ 高 １１３ ４７．０８ ０．１２ 高

微博、微信 １１６ ６３．７３ ０．３５ 高 １９６ ８１．６７ １．３１ 特高

短视频媒介 １１９ ６５．３８ ０．４５ 高 ２０４ ８５．００ １．４２ 特高

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 １０５ ５７．６９ －０．０３ 中等 １６３ ６７．９２ ０．８４ 高

电话咨询 ５１ ２８．０２ －１．９１ 一般 １９ ７．９２ －１．２２ 一般

地震服务 ＡＰＰ ９１ ５０．００ －０．５２ 中等 ３３ １３．７５ －１．０２ 一般

广播喇叭 ８８ ４８．３５ －０．６２ 中等 ３２ １３．３３ －１．０３ 一般

电视 １１７ ６４．２９ ０．３９ 高 １１９ ４９．５８ ０．２１ 高

公共电子屏幕 ８７ ４７．８ －０．６６ 一般 １７ ７．０８ －１．２５ 一般

黄金期

新闻发布会 １７０ ９３．４１ １．６８ 特高 １５７ ６５．２５ ０．７７ 高

官方网站 １６５ ９０．６６ １．５５ 特高 １３８ ５７．５０ ０．５０ 高

手机短信 １２０ ６５．９３ ０．３４ 高 ９９ ４１．２５ －０．０７ 中等

微博、微信 １２０ ６５．９３ ０．３４ 高 ２０２ ８４．１７ １．４２ 特高

短视频媒介 １３７ ７５．２７ ０．８０ 高 ２１２ ８８．３３ １．５７ 特高

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 １０２ ５６．０４ －０．１４ 中等 １５３ ６３．７５ ０．７１ 高

电话咨询 ６３ ３４．６２ －１．１９ 一般 ２１ ８．７５ －１．１９ 一般

地震服务 ＡＰＰ ８８ ４８．３５ －０．５２ 中等 ２８ １１．６７ －１．０９ 一般

广播喇叭 ７４ ４０．６６ －０．８９ 中等 ４５ １８．７５ －０．８５ 中等

电视 １１４ ６２．６４ ０．１８ 高 １３７ ５７．０８ ０．４８ 高

报纸 ４０ ２１．９９ －１．８１ 一般 ３６ １５．００ －０．９８ 中等

公共电子屏幕 ９５ ５２．００ －０．３４ 中等 １５ ６．２５ －１．２８ 一般

道需求等级为高；社会公众选择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特

高，选择官方网站、地震服务 ＡＰＰ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高。在“启动期”阶段，地震应急信
息主要是地震预警和地震速报，信息窗口非常短，社会公众对该阶段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

道了解不够充分，多数人认为通过微博、微信、新闻媒介等互联网渠道获取地震应急信息更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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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应急处置“黑箱期”阶段，政府部门人员选择官方网站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特

高，选择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短视频媒介、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电视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

为高；社会公众选择微博、微信、短视频媒介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特高，选择官方网站、手

机短信、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电视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高。在“黑箱期”阶段地震应急信

息呈现碎片化特征，政府部门人员和社会公众关注和获取地震应急信息的侧重面有所不同，

政府部门人员更倾向于选择官方渠道，社会公众倾向于选择短视频媒介等互联网渠道，短视

频媒介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媒介传播方式，社会公众对其有强烈的需求。

在地震应急处置“黄金期”阶段，政府部门人员选择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的发布渠道需

求等级为特高，选择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短视频媒介、电视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高；社

会公众选择微博、微信、短视频媒介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特高，选择新闻发布会、官方网

站、客户端新闻合作媒介的发布渠道需求等级为高。在“黄金期”阶段，政府部门人员认为新

闻发布会、官方网站等官方发布渠道是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的首选，短视频媒介、微博、微信则

是重要的发布渠道；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社会公众更多的是从短视频媒介、微博、微信

等互联网发布渠道获取地震应急信息，特别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介的广泛普及，使其成

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３．３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需求分析

选取云南漾濞 ６．４级、四川泸县 ６．０级、四川泸定 ６．８级地震作为统计样本，利用全网舆
情统计分析法对不同地震应急处置阶段的地震速报、地震预警、人员伤亡、人员救援、次生灾

害、卫生防疫等地震应急信息关键词进行统计，再利用标准分数比较法对同一地震不同地震

应急处置期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的需求等级进行划分，计算方法与前文相同。不同地

震应急处置期的统计结果和需求等级见表６～表８。

表 ６ “启动期”网络舆情统计结果和需求等级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地震 泸县 ６．０级地震 泸定 ６．８级地震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地震速报 ３８．５４ ０．７８ 高 ８．４５ －０．７２ 中等 １．４８ －１．４１ 一般

地震预警 ２３．９０ －１．４１ 一般 ８２．３９ １．４２ 特高 ４９．４６ ０．７２ 高

地震震感 ３７．５６ ０．６４ 高 ９．１５ －０．７０ 中等 ４９．０６ ０．７０ 高

在地震应急处置“启动期”阶段，网络舆情总体检索的体量偏小，综合 ３次地震关键词的
需求结果来看，网络舆情对地震速报、地震预警、地震震感均有特高或高的关注需求（图１）。
随着近年来多次地震成功预警，网络舆情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民众

对地震预警的认知和了解并不充分，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地震预警的宣传和应用，充分

发挥地震预警技术的预警作用。

在地震应急处置“黑箱期”阶段，网络舆情对人员救援、震感、地震速报、地震预警的关注

度程度需求为特高；对人员伤亡、紧急避险、应急响应的关注度程度需求为高（图２）。在受
灾不明、信息缺少的黑箱期阶段，政府部门发布的地震应急信息相对偏少，民众通过政府部

门发布的地震应急信息开展讨论或发表相关评论，内容主要涉及救援部署进展、地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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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黑箱期”网络舆情统计结果和需求等级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地震 泸县 ６．０级地震 泸定 ６．８级地震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人员救援 ２１．４２ ２．０６ 特高 ２．８２ －０．２９ 中等 １２．５６ ０．７７ 高

人员伤亡 ５．３２ －０．１３ 中等 ３．８５ －０．２１ 中等 １．４２ －０．５９ 中等

震感 １８．９７ １．７３ 特高 １７．７６ ０．９９ 高 ２３．２１ ２．０７ 特高

地震速报 １９．４３ １．７９ 特高 ４７．２７ ３．５１ 特高 ２３．００ ２．０４ 特高

地震预警 １１．０２ ０．６５ 高 １３．６７ ０．６３ 高 １５．００ １．０７ 特高

紧急避险 ６．７５ ０．０７ 高 ６．２９ ０．００ 高 １４．２２ ０．９７ 高

余震 ９．０３ ０．３８ 高 ０．６７ －０．４８ 中等 １．２７ －０．６１ 中等

避难场所 ０．１２ －０．８３ 中等 ０．０３ －０．５３ 中等 ０．１２ －０．７５ 中等

紧急转移 ０．４５ －０．７９ 中等 ０．０６ －０．５３ 中等 ０．０５ －０．７６ 中等

应急响应 ３．０７ －０．４３ 中等 ２．７０ －０．３０ 中等 ６．３０ ０．０１ 高

电力 ０．２５ －０．８２ 中等 ０．３５ －０．５０ 中等 ０．１１ －０．７５ 中等

交通 ２．５２ －０．５１ 中等 ０．４２ －０．５０ 中等 ０．６６ －０．６８ 中等

通讯 ０．２４ －０．８２ 中等 １．５９ －０．４０ 中等 ０．２０ －０．７４ 中等

隐患排查 ０．２６ －０．８１ 中等 ０．０６ －０．５３ 中等 ０．６１ －０．６９ 中等

天气 ０．３５ －０．８０ 中等 ０．８５ －０．４６ 中等 ０．６５ －０．６８ 中等

科普 ０．７８ －０．７４ 中等 １．５９ －０．４０ 中等 ０．６２ －０．６９ 中等

表 ８ “黄金期”网络舆情统计结果和需求等级

关键词

漾濞 ６．４级地震 泸县 ６．０级地震 泸定 ６．８级地震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统计结果

比例／％
标准结果

（Ｚｉ）
需求

等级

避难场所 ０．８８ －０．５０ 中等 ７．８７ ０．３３ 高 ０．２０ －０．５７ 中等

次生灾害 ３．７３ －０．１５ 中等 １．３０ －０．４２ 中等 ２．８５ －０．２５ 中等

地震科普 ０．９６ －０．４９ 中等 ０．７１ －０．４９ 中等 ０．５４ －０．５３ 中等

地震烈度图 ０．５１ －０．５４ 中等 ０．６３ －０．５０ 中等 ０．４９ －０．５３ 中等

地质隐患排查 ０．９４ －０．４９ 中等 １．１４ －０．４４ 中等 ０．５８ －０．５２ 中等

电力保障 １．６１ －０．４１ 中等 １．１３ －０．４４ 中等 ０．７４ －０．５０ 中等

房屋损失 １．６６ －０．４１ 中等 １．０７ －０．４５ 中等 ０．３７ －０．５５ 中等

交通保障 ２．５２ －０．３０ 中等 １．９２ －０．３５ 中等 １．４５ －０．４２ 中等

救援物资 ８．７０ ０．４５ 高 ８．５１ ０．４０ 高 １８．１４ １．５５ 特高

人员救援 ２７．５０ ２．７３ 特高 ３４．７７ ３．４２ 特高 １５．１１ １．２０ 特高

人员伤亡 ２７．５３ ２．７３ 特高 ２４．３３ ２．２２ 特高 ７．７５ ０．３２ 高

余震 １４．９９ １．２１ 特高 ２．８１ －０．２５ 中等 ３５．１９ ３．５７ 特高

伤员救治 １．８５ －０．３８ 中等 １．０１ －０．４６ 中等 ３．５７ －０．１７ 中等

社会捐助 ０．１０ －０．５９ 中等 ０．０３ －０．５７ 中等 １．２７ －０．４４ 中等

受灾群众安置 １．８７ －０．３８ 中等 ７．４７ ０．２８ 高 ６．４４ ０．１７ 高

天气 １．６７ －０．４０ 中等 １．５２ －０．４０ 中等 ２．０９ －０．３４ 中等

通信保障 １．７２ －０．４０ 中等 ２．３２ －０．３１ 中等 １．８１ －０．３８ 中等

危化品 ０．０１ －０．６１ 中等 ０．７１ －０．４９ 中等 ０．０２ －０．５９ 中等

卫生防疫 １．０３ －０．４８ 中等 ０．５２ －０．５１ 中等 １．３２ －０．４３ 中等

文物保障 ０．２０ －０．５８ 中等 ０．２２ －０．５５ 中等 ０．０５ －０．５９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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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地震应急处置“启动期”阶段地震应急信息需求比例

图 ２　地震应急处置“黑箱期”阶段地震应急信息需求比例

余震情况、地震预警情况、灾区群众紧急避险情况等，由于信息少、恐慌心理滋生，会出现谣

言、猜疑、揣测的言论。在时间急迫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制定合理、科学的地震应急信息

发布策略，实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的放矢发布地震应急信息。

图 ３　地震应急处置“黄金期”阶段地震应急信息需求比例

在地震应急处置“黄金期”阶段，网络舆情总体检索体量最大。网络舆情对人员救援、人

员伤亡、救援物资、余震关注度程度需求为特高；对避难场所、受灾群众安置的关注度程度

需求为高（图３）。由于“黄金期”阶段的信息呈现全面、精准、客观的特征，社会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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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中体现在人员伤亡情况、救援进展与成效、余震趋势与大小、群众生活安置等地震应急

信息。在地震应急黄金阶段，政府部门应利用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布策略，向社会呈现准确、

可靠、实时的地震应急信息。

４　结论与展望

４．１　结论
４．１．１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策略

通过对受访者开展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需求分析可见，政府部门人员和社会公众

在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对信息发布渠道的需求程度有所区别。政府部门人员倾向于选择官

方网站、新闻发布会等官方渠道，社会公众则更倾向于选择短视频媒介、微博、微信、客户端

新闻媒介等互联网渠道。由于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的产出信息不同，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

道也有明显不同，比如在地震应急处置“启动期”阶段，地震预警信息作为重要的防震减灾信

息，可为民众在震后紧急避险提供几秒到几十秒的预警时间，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已涵盖

了电视、广播、预警接收设备、预警 ＡＰＰ等渠道，但由于地震预警技术应用的时间短、宣传力
度不够，民众对地震预警发布渠道还不够了解。作为信息发布主体的政府部门，应对新兴的

地震应急信息及传播渠道加以宣传，提升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的服务能力；以社会公众的需

求为导向，加强与短视频、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等互联网媒介的合作，开设信息发布窗口，

通过流量高、传播广的新兴媒介向社会公众推送实时动态的地震应急信息；充分利用现有

传播渠道，提升地震应急信息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的服务效率。

４．１．２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策略

从网络舆情统计结果（表６～表８）可以看出，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信息特点不同，产出
地震应急信息内容不同，网络舆情关注的地震应急信息需求程度也不同。在地震应急处置

“启动期”阶段，网络舆情对地震速报、地震预警、震感的地震应急信息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

在近年来的重大地震中，网络舆情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关注越来越高，说明随着地震预警技术

的成熟和多次地震成功预警，民众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关注度在逐年上升。在地震应急处置

“黑箱期”阶段，网络舆情关注度主要集中在人员救援、震感、地震速报、地震预警、紧急避险、

余震、应急响应等地震应急信息。在地震应急处置“黄金期”阶段，地震应急工作全面展开，

地震应急信息的精准度得到保障，网络舆情对人员救援、人员伤亡、救援物资、余震等地震应

急信息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政府部门在制定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时，应结合典型历史

地震案例数据重点考虑不同时段社会需求高的地震应急信息，实时跟踪社会关注动态，适当

调整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

４．１．３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
通过问卷调查，针对政府部门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基本情况、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开展

问卷需求调查。采用全网舆情统计分析法，对近年来川滇地区 ６．０级以上地震的地震应急
信息主要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再利用标准分数比较法分别对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和发

布内容进行需求等级划分，将需求等级为特高或高的视为优先选项，需求等级为中等的视为

次优先选项，为政府部门在震后制定多层次、优先分级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提供参考依

据（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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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面向社会公众的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

发布时段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 地震应急信息发布内容（“关键词”相关内容）

启动期

优先发布渠道：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

新闻媒体、地震服务 ＡＰＰ、电视预警终端
优先发布内容：地震预警、地震速报、震感

次优先发布渠道：地震预警专用终端、广播预

警终端

黑箱期

优先发布渠道：官方网站、短视频媒介、微博、

微信、客户端新闻媒体、手机短信、电视

优先发布内容：人员救援、地震速报、震感、地震预警、

紧急避险、余震、应急响应

次优先发布渠道：地震服务 ＡＰＰ、广播喇叭
次优先发布内容：人员伤亡、避难场所、紧急转移、电

力、交通、通讯、隐患排查、天气、地震科普

黄金期

优选发布渠道：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短视频

媒介、微博、微信、客户端新闻媒体、手机短信、

电视

优先发布内容：人员救援、人员伤亡、余震、救援物资、

受灾群众安置、避难场所

次优先发布渠道：地震服务 ＡＰＰ、广播喇叭、报
纸、公共电子屏幕

次优先发布内容：次生灾害、房屋损失、伤员救治、地质

隐患排查、交通保障、通信保障、电力保障、地震烈度图、

卫生防疫、地震科普、社会捐助、天气、危化品、文物保障

４．２　展望
本文在问卷调研和舆情检索统计的基础上，基于标准分数比较法对地震应急信息发布

渠道和发布内容开展需求分析和发布策略研究。研究表明，对于不同地震应急处置期，政府

部门人员和社会公众对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渠道需求程度差异较大，网民对地震应急信息发

布内容需求分化明显。合理、科学地制定地震应急信息发布策略，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地震

应急信息精细化服务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谣言的滋生和蔓延。未来的地震应急信

息发布工作开展可重点焦聚以下方面：

（１）建立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机制。政府部门在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地震应急信息时，应考
虑自身应急处置任务与社会关注动向相关联，结合不同应急处置期的信息产出特征，有的放

矢制定地震应急信息发布方案，充分发挥地震应急信息服务的社会效益，将社会公众更关注

的地震应急信息及时、客观地呈现。

（２）注重从传统传播渠道向新媒介传播渠道的转变。随着抖音、快手、火山等新兴媒介
成为网络传播的主流，地震应急信息传播也应转变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在官方网站、官方

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传统信息传播的基础上，逐步与主流的新兴媒介建立合作关系，采用

注册和授权传播媒介的方式开展地震应急信息的发布工作，拓展地震应急信息的发布渠道，

提高地震应急信息的传播效率。

（３）提升地震应急信息多元化展现形式。采用视频、静态图文、动态图文、动漫科普等展
示形式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获取需求，以支持转发、评论、推进等功能进行

大数据统计分析，掌握社会公众的地震应急信息获取动态偏向，为政府部门及时调整信息发

布策略提供技术支撑，同时通过立体化信息传播模式，达到明显提升社会公众对地震应急信

息的关注度和精准需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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