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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中，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使用世界卫生组

织(WHO)和中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跟进

疫情进展[1]。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其官方网站(如国家卫

生计生委官网[2])、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以及官方报纸

(如人民日报)发布官方疫情数据。此外，中国的省或

直辖市政府也发布疫情数据(如上海卫生计生委[3]、

江苏省卫生厅[4]、浙江省卫生厅[5])。此前有研究讨论

了社交媒体在早期发现疫情爆发[6–9]以及引导社区讨

论中的作用[10]。本文主要关注公共卫生机构在卫生应

急响应期间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及获取官方疫情数据的

情况。

微博是中国使用的一种类似于Twitter的社交媒体

网络。Twitter和微博用户均可以发表140字以内的短消

息。2009年8月起中国大陆的用户无法使用Twitter，
于是微博开始风行。截止2012年12月，中国有3.09亿
微博用户，而截止2012年7月，全球注册的Twitter用
户数为5亿人。微博在中国有多个运营商，如新浪、

腾讯、搜狐、百度、凤凰、网易等。多数微博用户为

中国大陆居民，新浪微博用户随机抽样调查发现1.6%
的用户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11]。

社交媒体平台为公共卫生机构发布官方信息提供

了一种新的渠道，既可以在微博上直接发布信息，也

可以在微博上提供官方网站链接。2013年H7N9爆发

是WHO首次利用Twitter进行最初的官方疫情信息发布
[12]。同样，中国中央政府、省或直辖市政府以及官方

新闻机构也几乎在官网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微博发

布部分官方爆发信息(表1，微博发布信息的具体时间

很明确，官方网站发布信息的具体时间常难以获得)。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提供了各省和直辖市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微博账号的列表[13]。WHO和中国政府使

用Twitter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将大众导向其官方网站

(表1)。微博用户还可以通过图片格式发布超过140字
的信息，即长微博。中国政府利用这一功能在微博上

公布疫情发布稿，如上海市政府通过使用长微博功能

发布了包括整个新闻发布稿的疫情信息(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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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能够帮助美国CDC的流行病学家

更有效地获取官方信息，因为从该平台可以获取多

个渠道的信息。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发生期

间，美国CDC成立团队跟踪多个官方来源的社交媒体

账号，这样就可以自动获取WHO和中国政府发布的官

方疫情信息。当WHO或中国各级政府通过Twitter和/

或微博发布新增病例信息时，社交媒体用户就会转发

信息，这样即使这一信息最初仅是来自于一个省卫生

厅网站的中文信息，它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

并引起美国CDC团队的关注。虽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

息可能是重复的旧消息，但它的确能够引起流行病

学家对新病例的及时关注，并从政府官网进一步

获取已有的其它详细信息(表1)，而无需持续关注

众多新闻渠道和网站，如中国地方卫生部门的众多网

站)。

使用中国的微博等社交媒体，并具备所需的中文

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美国CDC的流行病学

家就能够在H7N9疫情应对期间获取中国官方信息，

并有效地加以翻译、处境化和解读。要确保及时、

完整地了解疫情形势，在使用传统的沟通方式基

础上，流行病学家关注Twitter和微博社交媒体是会有

很大帮助的[7]。我们在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

情中的经验，可以为今后其他国家发生的传染病暴发

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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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WHO及中国国家、省、直辖市政府卫生部门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发布疫情信息案例

机构 社交媒体/网站 标题及内容(网址)
发布日期及时间
(指能查到的)

使用语
言

世界卫生组织
(WHO)

https://twitter.com/
WHO (@WHO)

China has notifi ed WHO of three human cases infected with 
#infl uenza A(#H7N9) http://goo.gl/Wf7Fy #Flufi ghter
(https://twitter.com/WHO/status/318764531029516288)

2013年4月1日
GMT 16:39:21 

英语

http://www.who.int/ Human infection with infl uenza A(H7N9) virus in China.  Global 
Alert and Response – Press release
(http://www.who.int/csr/don/2013_04_01/en/index.html)

2013年4月1日*  英语

中国中央政府-国
家卫生计生委

http://e.weibo.
com/u/2834480301 
(健康中国)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上海、安徽3例患者感染H7N9禽流感
的疫情答问http://t.cn/zTwy8Jw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
均未发现类似病例。

2013年3月31日
GMT 11:38

中文

http://www.moh.
gov.cn/

上海、安徽发生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http://www.moh.gov.cn/mohwsyjbgs/s3578/201303/44f25bd6b
ed14cf082512d8b6258fb3d.shtml)

2013年3月31日* 中文

中国省/直辖市
政府 –如上海
市政府

http://e.weibo.com/
shanghaicity
(上海发布)

[上海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未发现异常情况] 
#要闻# 经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确诊并依法向社
会公布，上海市发现2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目前，
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类似症状和发病情况。今年以来上海流
感、肺炎发病率与近三年同期相比并无明显上升。详见长微博。
(http://e.weibo.com/2539961154/zq0AU9VMR)

2013年3月31日
GMT 11:00

中文

http://wsj.sh.gov.cn/ 
http://www.smhb.
gov.cn/

上海、安徽发生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http://wsj.
sh.gov.cn/website/b/103667.shtml)

2013年3月31日* 中文

* 由于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时不附带其发布的具体时间，所以具体发布消息的时间不详。但基于我们的经验，WHO、中国政府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
发布疫情信息的时间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