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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警，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通过这些手段接受信息的习

惯。比如美国最近发生了龙卷风，当时很多人都在拿手

机拍照，而不是在收听、收看关于龙卷风的预警。所以，

我们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一下媒体如何加强与大众

的沟通。

要确保公众能够收到准确的预警信息。大众要确

定一个重大事项的消息是正确的，通常需要听到三次预

警才能相信。同时，媒体播报还要让大众容易理解预警

信息的具体内容，确保所使用的语言和措辞是当地受众

熟知的、可信赖的。还有，媒体播放的信息一定要贴合

受众的需求，发布的预警信息要跟当地的辖区管理相配

合，预警信息一定要包含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如何在

灾难面前做最快响应等内容。

媒体要了解影响预警信息发布有效性的几个变量。

一是信息的来源。二是信息的内容本身，包括信息的语

言和灾难面前的具体做法等。三是信息的格式，包括信

息的频次、电台的频率等。四是媒体的属性，包括发布信

息的主体是广播、电视、报纸，还是脸书等新型社交媒

体。现在很多人通过移动终端上的社交媒体来接收信

息，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甚至超过传统媒体，当然还有人

通过教会或邻居来知晓信息。五是社会响应。在灾难发

生的时候，人们是否能够跟社会的其他团队做好配合。

六是人口学的变量。比如从性别上来看，女性可能会更

多地听到灾难预警；如果大家都聚在一起的话，可能会

更有效地去对预警信息做出响应。还有就是受教育水

平、社会阶级等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在灾难预警面前响应

的情况。

社交媒体能够通过国家的应急系统平台让大家收

到预警信息，在平时的时候，媒体也应该潜移默化地教

育公众，提升公众的意识，让人们在平时就对灾难做好

准备。对灾难预警的响应不是个人的决定，而是群体的

决定。所以，我们需要打造一个非常高效的社会网络，能

够让灾难的信息有效地在彼此间传播，能够互相救助。

美国的气象服务系统整合了很多不同的预警机制，

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需要以气象服务系统为平

台，整合科学家、当地的灾难预警管理人员、社会管理

人员等，大家共同开展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样的资

源整合有利于我们共同确保所发布的气象预警是以大

众需求为出发点的。例如：我们会关注年轻人如何理解

我们的语言信息，从而改进发布策略，使年轻人能够通

过手机接收预警信息，并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响应。

（本文编辑：肖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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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发布是国家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必要组

成部分，预警信息发布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遵循受众的

心理及认知规律。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警

信息发布是否符合人的心理行为规律这个前提所决定

的，预警信息发布的标准是提高我们国家形象和应急管

理水平的重要内容。

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并且认识到应该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应急广播的预警

信息标准进行研究，所以委托我们研究所开展了这方面

的工作。我们将进行两个阶段的研究：第一阶段，先对发

达国家包括我国现有的预警信息呈现的具体特征进行

案例分析，找出关键特征和这些特征的核心要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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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通过实验室的研究，把这些特征进行定量化和标

准化，希望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如果我们在

分区、分级、分时、分众等方面都有一套标准，最大的好

处就是，老百姓听到了、看到了这个预警信息，就能做出

经过训练的、科学的、安全的保护自己的行为，或者说

防灾减灾的行为。如果人们没有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和培

养，听到、看到预警信息后首先是恐慌，恐慌之后会有什

么样的行为是不可控的。很有可能恐慌带来的是对自己

更大的伤害、对周围人更大的伤害。如果第一时间不需

要认知加工信息资源，这对减少损失意义非常大。

预警信息的发布本质上是一个风险沟通、风险管

理的内容，这里面也涉及到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之

间的互动。

我想强调两点：首先一定要考虑风险沟通主体的心

理特征。风险是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我们对熟悉

的可控的风险和不熟悉的不可控的风险信息的传播和

管理绝对是不一样的。其次是风险沟通主体的有限理

性。人的认知肯定是有限的、受到约束的。同样一个事

件，专家会考虑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大小，而老百姓则

只关心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现在预警信息的整个体系

建设主要是靠专家群体在做这个事，但专家群体对这

个事情的认知和老百姓的认知又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

研究和弄明白老百姓是怎么认知的非常关键。如果信息

传递不当极易引起恐慌，举个例子，美国发布过一条信

息：新研发的避孕药导致发生疾病的风险扩大了一倍，

实际上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由于信息传播的时候没

有考虑到受众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了解，造成了不必要

的恐慌。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例子，比如“非典”发生后

期，我们国家的信息发布开始公开、透明，并且会把治愈

率和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等积极的信息同时发布，这对

降低老百姓的恐慌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应急广播自然灾害预警信息音频信息的呈现方

面，我们发现了一些核心的特征，比如说节奏、韵律、重

读等，应该尽量减少使用概率的信息，而多使用频次

的信息，这些都是做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得出的结论。现

在有了新媒体，一个灾害发生后，在官方媒体还没有发

布信息的时候，自媒体已经铺天盖地把信息传播开了。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老百姓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什

么样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规律，这是一个需

要研究的空间。在视频信息方面也有所发现，比如说颜

色、图片，想让老百姓了解一个疾病的危险性时，如果配

以红色的信息去传播，老百姓愿意接种疫苗的比重会大

幅度增加，颜色和图片信息绝对会对老百姓的感受产生

影响。还有音视频的信息呈现的通用的特征，比如信息

冗余等。

我们也对日本的日本广播放送协会（NHK）和美国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在预警信息的音频和视频方面

做了呈现方式的分析。但是文化背景不同、历史环境不

同、现实环境不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直接套用他们的

标准，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我们第一阶段的文献和案例分析工作已经告一段

落，下一阶段我们将研究灾害评估心理预期的评价系

统，并通过实验室的信息手段对音视频的信息形成一个

标准。

（本文编辑：莫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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