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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俊!男!湖南省人!主要从事现场流行病学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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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媒体监测平台的建立与运用

袁俊" 王鸣" 郝爱华" 刘于飞" 毛新武" 甘建哲" 秦鹏哲" 蔡文锋" 李海麟" 景钦隆

摘要!:目的: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共卫生监测信息的来源!提高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

警能力!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信息!开展早期干预!及时应对& 方法:利用网络平台技术及 K,, 新闻聚合器!对目前

互联网 B""" 多个中文新闻媒体网站进行监测!搜索大多数公共卫生危机信息进行计算机智能分类并及时发布于

网站& 结果:该系统建立能达到预期目标!可加载大部分网站的公共卫生相关新闻!并及时在公共卫生风险沟通

平台$GGG5.()L27FF-1(2+M(7157.4521%分类发布公共卫生危机信息& 系统工作人员接受性较好& 不同事件新闻可

实现按地区'事件类别'时间'点击率进行分类排列!并提供K,,信息订阅& 结论:该系统能根据公众和专业技术

人员所处地区'关心的事件种类'关心热点等提供量身订做的公共卫生危机信息!作为公共卫生信息聚合和媒体监

测的工具!为预防疾病'早期发现事件'及时采取应急反应等均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关键词!:监测( 公共卫生( 互联网( 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K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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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媒体监测即开展基于新闻报道的公共卫

生相关信息监测对于专业人员和公众及时了解公

共卫生领域最新进展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国内外

不少专家和学者都进行过公共卫生媒体监测这方

面的尝试和研究)B D&*

& 公共卫生媒体监测信息来源

于新闻报道!明显不同于疾病常规监测来源于医疗

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特点!为疾病常规监测提供

多方位线索!因此在获取线索'开展预警和及时了

解群众对于事件的各种反应方面!媒体监测包含着

更加丰富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共卫生监测信息的来源!提

高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

预警!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早期干预!及时开展应

对!笔者结合目前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公共卫生

工作进展!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媒

体监测平台&

?6方法

B5B:解决技术方案:本系统是基于目前较为流行

的K,,新闻聚合服务'强大的新闻搜索引擎以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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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智能识别分类功能开发的媒体信息收集分类

发布系统& K,,是在线共享内容的一种简易方式$也

叫聚合内容!K*+00P,(FQ0*,P1J(2+M(71%!通常在时效

性比较强的内容上使用K,,订阅能更快速获取信息!

目前大部分主流网站均提供K,,输出!有利于用户获

取网站内容的最新更新& 广泛使用的免费新闻搜索

引擎!如百度新闻'R7740*新闻都提供了关键词检索

新闻的功能!这两类新闻搜索引擎新闻来源均超过

B"""多家中文新闻媒体网站& 被检索到的新闻类别

通过计算机智能识别系统!预先将新闻条目按照设定

的关键词进行包括地区'事件类别等的分类!待管理

员审核后发布于网站平台!供公众和专业人员浏览&

正式发布于平台的新闻条也同样提供K,,订阅!方便

公众第一时间得到感兴趣的信息&

B5!:数据来源:基于大部分主流网站均设有 K,,

输出!数据主要来源分为两类& 第一类#按照本系统

选择的关键词表由免费的百度新闻搜索引擎搜索到

的新闻条目& 这部分新闻条目可以直接进入到系统

进行分类& 第二类#部分未被百度新闻引擎所收录网

站的新闻条目!由系统直接接入!经过系统过滤!选择

包含关键词的新闻条目进入到系统进行分类&

B5%:数据库:本系统共有 9 个数据库!分别为K,,

种子数据库'地名关键词数据库'事件类别关键词

数据库'健康相关新闻类别关键词数据库'新闻数

据库& K,,种子数据库由百度新闻搜索引擎针对公

共卫生事件紧密相关的 !"" 多个关键词制作生成&

地名关键词数据库由国内市级以上地名和国际上

较大国家和城市名称构成& 事件类别关键词数据

库!由事件类别和相对应的关键词组成& 健康相关

新闻类别关键词数据库由健康相关新闻类别和相

应的关键词组成& 新闻数据库由 K,, 种子收集的

所有新闻条组成& K,, 种子数据库用于收集新闻&

地名关键词数据库'事件类别关键词数据库'健康

相关新闻类别关键词数据库用于新闻条的匹配分

类& 新闻数据库用于查重和保存所有新闻条目相

关信息!包括标题'来源'时间'内容摘要'原文网

址'发布类别'浏览量等&

B5&:公共卫生危机信息搜索发布流程:公共卫生

危机信息搜索发布流程包括 % 个步骤& 第一步!筛

选有关键词的新闻条目!如已收录在百度新闻搜索

引擎内的网站新闻通过百度引擎进行筛选!而未收

录到百度新闻搜索引擎的网站新闻则进入后由系

统过滤筛选出有关键词的新闻& 第二步!智能分

类!在新闻标题'摘要'来源中利用地名关键词数据

库'事件类别关键词数据库'健康相关新闻类别关

键词数据库进行关键词匹配!如匹配到关键词!智

能分配本新闻条目到关键词对应的地区和事件类

别或健康相关新闻类别中& 第三步!管理员审核发

布& 自动分类的新闻!由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员对

新闻进行审核!内容和分类均合适的按自动分类类

别发布!不合适的更换类别发布或放弃不发布& 对

于未匹配到关键词的!待管理员审核时认为可发布

后对本条新闻进行人工分类& 见图 B&

@6结果

!5B:媒体监测结果发布形式:媒体监测数据借助

于 +公 共 卫 生 风 险 沟 通 平 台 , $网 址# GGG5

.()L27FF-1(2+M(7157.4521%进行公共卫生危机信息

的分类发布& 该平台运用3,?58EC程序语言设计!

由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的资助下建

立!于 !""$ 年 B" 月 A 日正式开通& 虽然开通时间

不长!但发布效果基本达到要求&

关键词
检索

图 ?6媒体监测系统公共卫生危机信息流程

A'B12*?6A&/>C"(**#/0)*,'$ "123*'&&$+.*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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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监测系统可接受性:目前从互联网每日

搜集包含关键词的新闻条目约 !""" 条左右!经审核

确认发布 B"" 条左右& 其中大部分工作由计算机自

动化信息处理!提高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和质量!工

作人员仅需点击审核发布或仅少量修改类别!可在

短时间内完成针对全球 B""" 多个主流中文新闻媒

体网站的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监测!工作人员对系统

接受性较好&

!5%:实现的信息分类及功能:为适合专业人员和

公众等不同人群的信息需求!平台发布的信息共分

为两大类#第一部分为公共卫生事件新闻!包括未

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的公共卫生相关事件

和危机信息都收入到这个类别!便于各地公众和专

业人员早期预警采取行动!也可作为各地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政府应急部门长期开展

媒体监测预警的工具!发现苗头及时调查核实或处

理!掌控公共卫生的媒体事件动向& 这部分危机信

息新闻按不同的地区$主要为各省份%和不同的事

件类别进行分类!事件类别分类参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分类并进行适当调整!见表 B&

地区按区域共分为 $ 个区域!无法区分区域的为其

他!见表 !& 第二部分为预警及健康相关新闻!主要

是新闻媒体针对近期公共卫生情况发出的预警讯

息及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和最新防治知识

等信息!共分为七类公共卫生相关领域&

表 ?6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媒体监测结果事件类别

D$%&*?6D4-*/0*3*+#%4 )*,'$ "123*'&&$+.*

0/2-1%&'.(*$&#('+0/2)$#'/+

事件种类 事件类别

呼吸道

传染病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麻疹'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百日咳'白喉'猩红热'流行性感冒'风疹'流行性

腮腺炎'水痘'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肠道

传染病

霍乱'甲型肝炎'戊型肝炎'脊髓灰质炎'痢疾$细菌性

和阿米巴性%'伤寒;副伤寒'手足口病'急性出血性结

膜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其他肠道传染病

自然疫源

及虫媒传

染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疟疾'黑热病'禽流感'鼠

疫'出血热'狂犬病'炭疽'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

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血吸虫病'丝虫病'包

虫病'人感染猪链球菌'其他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

血源及

性传播

传染病

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淋病'梅毒'其他血源及

性传播传染病

其他传

染病:

麻风病'新生儿破伤风'其他传染病

中毒类 食物中毒与相关'职业中毒'其他中毒

其他

环境因素'不明原因或群体性不明原因'预防接种或

服药事件'医源性感染和其他医院相关事件'意外辐

射照射及核相关事件'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及疫情信息

表 @6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媒体监测结果地区分类

D$%&*@6;*B'/+/0*3*+#%4 )*,'$ "123*'&&$+.*

0/2-1%&'.(*$&#('+0/2)$#'/+

区域 地::区

华北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华东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

中南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西南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港澳台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国外

其他 注#某些讯息无法确定区域可列入该类

公众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网站平台获

取感兴趣的分类讯息!订阅方式灵活!可订阅不同

地区或不同病种甚至于不同地区的不同病种分类

的信息& 如发生于某省的事件如广东的事件!关于

某类别的事件如麻疹的事件!发生于某省的某类事

件如广东的麻疹事件等!且均可提供免费 K,, 信息

订阅推送服务& 专业技术人员还可根据目前系统

收集的媒体报道的疫情情况!提出当地相应的预警

信息和干预措施!如发现近期出现流感的报道较

多!提出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预警!或者针对近

期媒体报道煤气中毒较多!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等&

E6讨论

基于网络的媒体信息越来越丰富!其中包含着

大量疾病监测和早期预警潜在而有用的信息!世界

卫生组织$<=>%参与调查的几乎所有暴发信息都

是首先从这些信息中获得的)&!9*

& 媒体信息对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来说是个双刃剑!报道

失实或导向错误可以造成恐慌!增加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工作难度!及时正确引导媒体导向有助于妥善

处理和平息事件& 及时跟踪媒体动向对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以及政府来说都是相当重

要的!以便于相关部门及时了解动态!加强应对&

目前各行业开展媒体监测的方式有很多种!从最

原始的剪报方式!直到目前大量运用网络蜘蛛技术或

网络机器人技术的搜索引擎!以及专业开发的各类情

报竞争系统!均可达到行业内的媒体监测的功能!广

泛用于针对商业竞争对手市场动向监测'品牌的危机

事件报道和危机预警监测'自身产品市场反应和信誉

监测以及政府部门开展的舆情监测等& 本系统利用

的是免费的搜索引擎!即网络蜘蛛技术开展相关关键

词的新闻搜索!利用K,,网络技术将新闻条引入到系

统中!并自动分类发布& 计算机技术可使工作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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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从大量媒体中抓取到公共卫生危机信息& 利

用本系统!受众不需逐个浏览媒体或报纸就可了解媒

体报道的大多数公共卫生疫情新闻& 该系统能根据

公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所处地区'关心热点!提供量

身订做的信息!作为公共卫生信息聚合和媒体监测的

工具!为预防疾病'早期发现事件'及时采取应急反应

等均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S.*(T*0J等)O*开发的 =*+0MUV+Q 系统对全球的

媒体报导的疾病暴发进行监测!运用的也是 K,, 新

闻聚合器和 R7740*新闻搜索引擎技术! 并且

=*+0MUV+Q 系统还对 ?.7VE'V+(0进行收录监测&

该系统采用的技术与本系统有着相同的基础!但又

各有不同& 该系统的来源为 B""" 多个 R7740*新闻

K,,种子!主要收集非中文新闻& 本系统采用的是

知名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新闻的 K,, 种子!来源于

B""" 多个中文新闻媒体网站!而且按照不同省份进

行事件或信息的分类!搜索的国内事件或预警信息

范围更全!地区定位更具体&

本系统作为中国公共卫生媒体监测的尝试还

需要进一步改进!本系统仅使用 K,, 信息订阅作为

接口!目前仅能接收大多数主流平面媒体的新闻信

息!暂未包括电视'WW, 论坛'博客等公共卫生危机

信息的来源& 对于无 K,, 订阅功能网站的新闻也

不能收录!尽管这部分的大型网站目前较少& 另

外!本系统不能完全实行自动化处理!审核发布仍

需专业管理员进行人工操作!因此!公共卫生危机信

息收集发布时间与新闻网站发布时间存在一定的

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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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小知识!

鼠::疫

::鼠疫$Q0+4-*% 是由啮齿动物和蚤把鼠疫菌传给人和

动物的一种特殊的人兽共患病!其开始的症状与体征是无

特征性的发热'畏寒'不适'头及四肢疼痛'恶心'喉痛!常见

的是最早被蚤叮咬的地方其相关的淋巴结出现淋巴腺炎!

这就是腺鼠疫!其 #"X发生在腹股沟淋巴结!少数发生在腋

下或颈部!受害的淋巴结肿胀'红肿'变软'化脓!发热是最

常见的&

鼠疫的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南方的鼠疫$主要是腺鼠

疫%多发生在春夏季节!青藏高原等地区的鼠疫$主要是肺

鼠疫%多发生于夏秋季节&

鼠疫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B5经鼠蚤传播& 鼠蚤叮

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啮齿动物
#

蚤
#

人的传播是腺鼠疫

的主要传播方式& 主要的媒介是印鼠客蚤 $!"#$%&'(()

*+"$%,&%等 B" 余种蚤类& !5经皮肤传播& 剥食患病啮齿动

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触患者的脓血或痰!经皮肤伤口而感

染& %5经呼吸道飞沫传播& 肺鼠疫患者是通过呼吸'谈话'

咳嗽等!借飞沫形成+人 D人,的方式传播!并可造成年人

间鼠疫的大流行& 一般情况下!腺鼠疫并不造成对周围的

威胁&

日常的预防措施主要是减少人被感染的蚤叮咬'直接

接触被感染的组织或者暴露于肺鼠疫患者的可能性& 通过

使用杀虫剂和驱避剂避免蚤的叮咬& 在农村避免处理老

鼠& 实行+三报三不,制度! 鼠疫+三报,是指#报告病死鼠'

报告疑似鼠疫患者'报告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

鼠疫+三不,是指#不私自捕猎疫源动物'不剥食疫源动物'

不私自携带疫源动物及其产品出疫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