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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技术的更新与迭代，可视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数据新闻越来越成为当下新

闻呈现的主要形式。2024 年 7 月 11 日，MHM 特邀讲座邀请到了澎湃新闻数据新闻副总监兼

主编吕妍，以“可视化叙事与健康传播”为主题进行分享。吕妍主编从我们为什么要用可视

化形式？我们如何去认识数据？和可视化叙事加健康传播三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可视化叙

事的发展历史、可视化叙事的重要性以及健康传播可视化叙事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从传播

的角度来说，可视化不仅仅是一个呈现的问题，其背后反映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和不同的传播

模式。近两年，数据可视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未来，希望能实现更多的跨媒介合作

以及与参与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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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possibilities and space for

visualisation, and data journalism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form of news presentation

nowadays.On 11 July，2024 ，MHM invited Yan Lv, Deputy Director and Editor-in-Chief of Data

Journalism at News Peach Update, to share her views on the topic of ‘Visual Narrativ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Editor-in-chief Lv Yan started from why do we use visualisation forms? How do

we recognise data? and visual narrativ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she introduced u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narrative, the importance of visual narrative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visual narrative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visualisation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presentation, but behind it reflects different

narratives and different mode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last two years, data visualis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ethodology, and in the future, it is hoped that more cross-media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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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operation with participants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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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数据新闻团队是一支融合性团队，其工作核心就是利用新技术讲好

故事。讲座伊始，吕妍主编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可视化叙事，以及可视化叙事的

历史。可视化的新闻报道最早可追溯至 1800年前后，当时，报纸上就出现了图

表形式的报道；1950 年前后，美国出现了计算机辅助报道和精确新闻学两种源

流，进一步推动了可视化叙事的发展；随着技术的更新与迭代，2000年前后，

可视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数据新闻越来越成为当下新闻呈现的主要形式。

一、为什么要用可视化形式？

讲座的第一部分，吕妍主编从经典案例出发，展开讲解了我们为什么要用可

视化形式。首先，可视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发现精确的现象。比如霍乱地图就利

用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帮助医生找到了霍乱传播的原因；其次，可视化较好适应了

读图时代的传播需求。比如拿破仑东征的地图将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以可视化的

形式呈现出来，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事件不一样的面貌。而一张我国 1957年一周

民航时刻表也利用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形式让我们感受到了我国民航的发展；最后，

可视化在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随着技术手段的丰富，可视化也拥有

了更多的叙事空间。可视化是一种以数据为基底的信息呈现方式，能够帮助我们

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二、我们如何去认识数据？

随后，讲座的第二部分，吕妍主编介绍了我们该如何去认识数据。第一，数

据不等于大数据。一方面，大数据的颗粒度无法满足大众叙事的需求，其次，在

实际应用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全可靠和可信的，我们要批判性地去对待它们；第

二，数据不等于数字。它可以是文字、图片、时间、关系、地理坐标等。通过澎



湃数据新闻团队的《数说相亲角》，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了数据可视化呈现形式的

多样性。数据是结构化的信息。

数据新闻的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文字、静态信息图、视频、动态交互和数据

应用。除文字外，后面几种形式多会用到可视化叙事。在具体传达可视化信息时，

会用到数据图表、关系图、示意图、时间轴、地图和插画等多种形式。其中，用

赋型的方式去进行可视化，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走进故事。

三、可视化叙事+健康传播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吕妍主编从具体实践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健康传播可

视化叙事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在疫情报道中，数据作为第一落点，引起

了用户的广泛关注。通过实时案例更新、对疫情发展持续跟踪、总结患者从出现

症状到就诊入院的时间周期、以视频形式讲解案例等促进了疫情期间健康信息的

传播，同时也教育了用户更好地接受可视化形式，推进了可视化呈现。

其次，在社会议题中，数据可以作为民意的表达。在《身材焦虑这件事，你

怎么看？》中，用户能够当场感受到实时反馈，实现双向互动。再次，面对弱势

群体，可以通过沉浸式报道等方式让用户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SND金奖作品

《一个自闭症孩子对母亲爱的告白》采用极致叙事，利用逐帧插画的形式让我们

沉浸式体验了一位自闭症母亲与自闭症孩子的相处和心理变化过程。

最后，吕妍主编指出，近两年，数据可视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未来，

希望能实现更多的跨媒介合作以及与参与方合作。参会同学与老师积极就数据新

闻被消费的情况如何？个人想要做数据新闻如何获取数据？学术成果如何转化

为可视化形式等与吕妍主编进行讨论。

讲座最后，许静教授指出，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可视化不仅仅是一个呈现的

问题，其背后反映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和不同的传播模式。也希望本次会议作为一

个平台，帮助老师和同学相互成就，共同成长。



主讲嘉宾

吕妍

北京大学新闻学学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曾任职北京新浪总部视

觉产品设计，现任澎湃新闻“澎湃美数课”栏目主编，参与《毒气余生》《汶川

记忆地图》《数说相亲角》等项目策划。屡获殊荣的数据编辑，在美国和中国拥

有 10年的数据叙事经验。热衷于用数据驱动和可视化方法创造价值，特别是在

社会问题和公众舆论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