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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el 5 of the 7th "Medicine, Humanities,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focused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ight scholars presented diverse research on critical issu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during public health crises. Key topics included public trust in food safety inspections,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in border areas, media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uncertain times, factors influencing COVID-19 prevention
behavior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early 20th-century
periodicals, family doctor services in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agenda-setting in
robot-assisted surgery discussions on social media. The presentations employed
various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big data analysis, surveys,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Discussions highlighted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from risk perception and trust-building to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n disseminating health information. The panel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impac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n health
perceptions, and the ne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 address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se studies contribute valuable insights to bot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during crises.

2024MHM回顾 | 分论坛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传播

王浩宇，孙宁

2024年 7月 10日下午，第七届“医疗、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会场

五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告厅举行。其中，分论坛五聚焦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健康传播”，由加拿大皇家大学传播与文化系系主任李臻怡教授和宁波诺

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张展助理教授主持。本次论坛展示了八位学者的

精彩报告，每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健康传播关键议题。



山西医科大学谷晨萌做现场汇报

大宗食品是中国民生的基本部分，虽然中国大宗食品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

但是公众对大宗食品抽检的信任未能同步提高。对此，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谷晨

萌、高健和程景民团队，以“网络舆情视角下公众对大宗食品监督抽检的信任研

究”进行了一项关于公众对大规模食品安全检查信任度的研究。该研究对新浪微

博、今日头条 2016-2020年的大宗食品监督抽检 12万余条数据进行的数据爬取，

继而基于谙思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系统和谙思中文系列词典与知识库对公众的信

任倾向性进行了识别分析，构建了多维度信任评估模型。研究发现，虽然网民对

大宗食品监督抽检的态度信任度逐年上升，然而网民的情感和价值观信任度较低。

同时，政府监督抽检工作的胜任力感知和公众的政府公共利益感知都会影响政府

工作信任度。最后，不同的言论倾向，如强调抽检结果“合格/不合格”亦影响了

公众对抽检结果的信任度。该研究构建了多维度信任评估模型，挖掘探究了公众

对大宗食品抽检结果信任的障碍。

云南大学谢瑞瑞做现场汇报



边境地区是研究和讨论公共卫生安全这一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地域。在中

国云南省，因为特殊的高温、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使得登革热，这一中国西南边

境最主要的季节性传染病，潜在地威胁人民生命健康。云南大学的晋群和谢瑞瑞

以“边境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对民众的宣传效果研究——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例”，

基于“知信行”理论模型，使用调查法（N = 361）和访谈法（N = 6）去探讨：

如今政府部分的宣传预防渠道有哪些？政府部门对登革热的宣传预防效果如

何？研究结果显示，瑞丽市登革热宣传依托新旧媒介，实现线上线下并重的宣传

格局。同时，虽然整体传播效果较好，但是面临宣传范围广而深度不够的问题。

此外，基于“知信行”模型，个体的知识水平与行为意愿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

表明在登革热宣传中瑞丽市居民“知识”和“行为”转化困难的问题。最后，研

究建议采取个性化的宣传模式，并将短视频纳入官方宣传渠道，提高传播效果。

上海理工大学朱丽君做现场汇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对人们的决策以及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其

中主观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基于此，上海理工大学的朱丽君、李

杨和王雨柯以“不确定性情境下大学生媒介使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

对比研究”为题目，对大学生群体展开了研究。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纳入 148
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 1282份大学生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不确定性

风险之中，大学生通过构建积极意义、正向链接的社交提升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同时，大学生通过社会行动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从而增强自身对外部环境的控制

观，这有利于保持个体的积极情绪。此外，在较高不确定性情境中，对主观幸福

感产生影响的媒介使用行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存在联系。而在较低不

确定性情境下，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大学生自身的情感需求

相关。



武汉大学杨梓怡做现场汇报

在后疫情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成果的背景下，武

汉大学的杨梓怡、代鹏和林书棋以“风险未尽：后疫情时代公众新冠病毒预防的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保护动机理论”为题，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探究了公众对

新冠病毒及其风险的认知以及自我保护行为倾向间的关系。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N = 861），发现在风险信念中，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公众的自我保护行为倾向；在应对信念中，新冠病毒预防的反应效能可以显著正

向预测公众的自我保护行为倾向，预防“躺平”的收益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执行保护策略的损失则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此外，该研究进行的异质性分析显

示，慢性病状况与就业身份导致感知易感性与预防的反应效能对自我保护行为倾

向的作用出现差异。研究厘清了在后疫情时代，公众的自我保护行为倾向的发生

机制，同时通过引入“慢性病状况”与公众“就业身份”为发展保护动机理论做

出了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梁瑜璠做现场汇报

《东方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自 1904年创刊至 1948年终刊，

忠实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在近代社

会中传播医学卫生知识、树立社会公共卫生观念、推动建设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方

面影响深远。华东政法大学的梁瑜璠，以“近代报刊对卫生防疫政策及知识的健

康传播研究 ——以《东方杂志》为例”为题，通过对《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析，

研究了 20世纪初公共卫生政策和防疫知识的传播方式。具体而言，《东方杂志》

介绍了卫生、疾病知识和治疗方法，并重点介绍卫生防疫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

同时，《东方杂志》积极地进行国家卫生防疫政策宣传，包括以现代卫生教育推

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介绍国外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为我国卫生建设提供

参考，以及深入探讨了公医制度。此外，《东方杂志》追踪报道了中外重大疫病。

该研究的历史视角为理解《东方杂志》健康传播策略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北京工业大学杜昕阳做现场汇报

为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为居民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的目标，

助推“健康中国”的建设，我国自 2016年逐步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

度。对此，北京工业大学的杜昕阳和陈柏霖，进行了题为“家庭医生下沉基层的

健康服务模式探析——以 JS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医先锋队为例”的研究，探讨

了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在基层卫生服务中的应用。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的方法，对 JS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医先锋队的基本情况、服务内容以及下沉基

层的健康服务模式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研究对目前家医服务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

析，发现在“服务模式”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并与居委会进行联动；

“服务内容”上，以健康医疗服务为主要抓手，并辅以健康宣教，继而打造“小

科室”；“动员方式”上，构建一套班子进行快速动员。此外，该研究提出了注

重人才培养、完善服务模式和加强对家医服务的宣传等对策。



中国科学院大学陈文焕做现场汇报

机器人辅助手术作为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方式之一备受关注。来

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陈文焕，以“谁在为机器人辅助手术设置议程？科学议题的

新模式与用户风险认知”为题，以抖音平台中的机器人辅助手术为例，结合议程

设置理论，并借助词对主题模型（BTM），探讨了媒体和用户在科学议题中的

不同关注点。研对机器人辅助手术进行议程设置的媒体更多元，以医疗专业人士

为主，不同细分媒体设置的议题属性具有鲜明特征，包括国际竞争、技术创新、

安全、价格、普惠等。同时，其评论区则转而关注手术的价格、普惠、垄断等话

题。这表明虽然用户评论议题与媒体对议题属性设置联系紧密，但存在媒体议题

并未涉及的方面，这为人工智能医疗的伦理治理提供了参考 。

点评老师与汇报人合影



在每位研究者发言之后，来自加拿大皇家大学传播与文化系系主任李臻怡教

授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张展助理教授分别对研究进行了点

评。总体而言，分会场 5收录的上述会议论文研究兼具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