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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社会中健康传播的渠道逐渐拓宽，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互联网成为面部毛

细血管扩张症患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石，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出发，对微信
公众号内面部毛细血管扩张议题文章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该议题在各个层次的呈现情况，发现该议题

在高层次框架中存在健康媒体呈现不足、内容同质化明显的问题，在中层次框架中存在消息来源交代不

清、版权意识略薄弱的问题，在低层次框架中有着图片质量欠佳、音视频存在感弱的问题，由此提出推

进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规范自媒体健康传播秩序和推动健康信息内容可视化的建议措施，以期优化该

症的健康传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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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society, the channel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are gradually broaden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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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have begu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Inter-
net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for patients with facial telangiectasia to obtain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 
facial telangiectasia in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from three levels: high, medium and low, sum-
mariz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topic at various levels, and finds that the issue is at a high level. In 
the framework,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presentation of health media and obvious con-
tent homogeneity. In the middle-level framework, there are dilemmas of unclear sources of in-
formation and weak copyright awareness. In the low-level framework,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of 
poor picture quality and weak presence of audio and video.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standardize the order of 
self-media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the visualiz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conten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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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是一种面部皮肤损害症状，其主要是面部角质层受到损害或者面部血管扩张性

能欠缺所导致，该症状后天导致居多，也有部分患者是先天形成。该症患者皮肤会呈现薄而敏感的症

状，皮肤易受环境影响，天气过冷或过热，甚至情绪激动时脸颊都会发红、发紫，该症有损皮肤健康，

影响面部皮肤吸取养分，形成色沉，难以治愈。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健康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载体，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渠道在健康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下健康传播发展势头较好。互联网成为面

部毛细血管扩张症患者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体在改变患者对待病症态度和行为上起着不容小

觑的作用。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健康知识并传播给大众的行为，其通

过普及健康知识来改变大众对待疾病的态度和行为，以达到降低患病率和死亡率，并提升生活质量和

健康水准的效果[1]。健康传播的研究初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斯坦福大学开展的“斯

坦福心脏病防治计划”被视作是健康传播的一大里程碑，该计划的研究成果发现大众媒介能够有效地

影响人们健康行为的改变[1]。国内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开始重视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相关

研究文献梳理后发现，中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方向：中国健康传播发展历程和发展

现状的总结综述、健康传播的效果研究和某一类型疾病的健康传播研究。在对某一类型疾病的健康传

播研究中，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艾滋病、抑郁症和癌症，通过分析报道内容、呈现方式和报道倾向性

等类目，探讨关于上述病症议题报道文章的呈现方式，学界关于其他病症的研究成果对本次实证研究

的开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目前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领域，研究多

侧重于分析该病症的病因及治疗方式，基于跨学科视角开展的研究相对较为贫乏。因此，本研究从新

闻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对微信公众号内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的呈现进行探究，以期丰富该病症

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的患者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信息的匮乏，各大平台和门户网站中有关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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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相对较少，易造成患者及其家属缺乏相关信息的了解而错误判断，导致患者易在烧伤整形等科室

被误诊，本文分析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在微信公众号内的呈现现状，找出现存问题，针对性地提

出建议措施，以期优化该症的健康传播现状。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依据 

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提出，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其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理

解和解释社会经验，其作为人类大脑中的认知体系，能够有效地辅助人们认识和理解新事物[2]。在国内

学界中关于框架理论研究成果颇丰的是中国台湾学者臧国仁，其认为媒体将客观真实进行选择和重组，

形成媒介真实，受众再对媒介真实进行选择和重组，形成主观真实，框架存在于每一种真实中，每一种

框架都可以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3]。臧国仁所提出的三层框架理论在学界受到普遍认可，不少学

者在其提出的三层框架理论基础之上开展新闻报道研究，验证了该理论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

文基于臧国仁的三层框架理论，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出发，实证分析微信公众号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

扩张症议题文章的呈现。 

2.2. 研究问题 

依据学者臧国仁的三层框架理论以及对微信公众号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相关文章的初

步探索调查结果，本文提出如下问题和研究假设： 
问题一：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的健康传播内容呈现情况如何？ 
H1.1：不同传播主体在文章主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H1.2：不同传播主体在消息来源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H1.3：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篇幅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 
H1.4：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倾向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H1.5：不同文章篇幅在文章倾向性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 
问题二：不同年份，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内关于该病症议题的文章在内容上是否发生变化？ 
H2.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高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H2.2：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中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H2.3：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低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 
问题三：关于该病症议题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内的传播存在着何种困境？如何优化传播现

状？ 

2.3. 样本选择及类目构建 

微信公众号平台具有覆盖率高和传播主体多元化等特点，在该平台内开设账号的个人和媒体众多，

便于研究多元传播主体在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文章呈现和传播等方面的异同，与此同时，微信公

众号内可发布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形式的信息内容，为挖掘该议题的呈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在初

步调查探索中发现，微信公众号平台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的文章数据相较于诸如新浪网等

其他平台更为丰富，由于该疾病的特殊性，其他平台内关于该病症的文章数据较少，微信公众号平台文

章数据相对较多且保存完好，这为开展跨不同时间阶段的文章呈现研究提供了保证。因此，本文选取微

信公众号平台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微信公众号内的相关数据目前仅开放给搜狗搜索引擎，对于微信公众号样本文章的收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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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使用搜狗搜索引擎下设的微信搜索板块，以“面部毛细血管扩张”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的结果

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在所得样本中发现关于该病症议题的首篇文章发布于 2014 年 1 月，样本检索的

截止时间为本文开始写作之时，即 2021 年 3 月。故本研究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发布在微

信公众号平台内的所有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的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的实际筛选过程中，排

除以下类型的报道：1) 文章主体出现“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关键词，但实际与其无关的文章，例如与面

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相关的活动会议等文章；2) 文章中存在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的客观事实，但客观

事实的主体非人类[4]；3) 重复文章。在筛选剔除无关的文章之后，得到有效样本共计 68 篇，将每一篇

文章视为一个分析单位。 
在浏览微信公众号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后，本文基于臧国仁的三层框架理论，

参考以潘晓凌为代表的学者所构建的报道文章分析框架类目[5]，构建出本次研究的类目并进行编码，

如表 1 所示，编码工作分配给两位编码员。在高层次框架中构建传播主体和文章主题两大类目；在中

层次框架中构建文章篇幅、消息来源和文章类型三大类目；在低层次框架中构建呈现方式和文章倾向

性两大类目。在编码完成后，本文采用霍斯提公式计算两位编码员的信度[6]，计算结果为 0.93 (>0.70)，
符合编码员的信度认定标准。 
 
Table 1. Research category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coding 
表 1. 研究类目构建及内容编码 

框架层次 类目 具体内容 编码 

高层次框架 

传播主体 

商业主体 1 

公共主体 2 

学术主体 3 

社会个体 4 

健康媒体 5 

文章主题 

病症基本情况 1 

病症日常护理 2 

病症治疗方式 3 

广告宣传 4 

中层次框架 

文章篇幅 

短篇(600 字以下) 1 

中篇(600~1200 字) 2 

长篇(1200 字以上) 3 

消息来源 

医疗机构或医护人员或专家学者 1 

媒体机构 2 

研究机构 3 

其他 4 

文章类型 

原创 1 

转载 2 

普通(未标明原创或转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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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低层次框架 

呈现方式 

纯文字 1 

图文结合 2 

文字与音视频结合 3 

图文与音视频结合 4 

文章倾向性 

正面倾向 1 

负面倾向 2 

中性倾向 3 

3.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微信公众号呈现情况 

3.1. 高层次框架分析 

3.1.1. 传播主体：社会个体是最主要的来源 
1) 传播主体的分布情况 
传播主体在互联网的大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社会个体(38%)是主要来源，其中以丛博

士护肤课堂和皮肤美容李远宏教授为代表的医生个人开设的账号居多；其次是商业主体占比较高，以美

容健康公司为主；占比数最小的主体是学术主体(3%)。 
2) 传播主体与文章主题之间的关系 
将传播主体与文章主题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07 (>0.01)，不同传播主体在文章主题方面不存在明显

差异，H1.1 被拒绝，各大主题的文章在不同主体中虽有侧重，但总体看来差异较小。如表 2 所示：健康

媒体侧重于发布病症治疗方式主题的文章；公共主体侧重于发布广告宣传和病症基本情况主题的文章；

商业主体倾向于发布病症基本情况和广告宣传主题的文章；学术主体关注病症基本情况和治疗方式；社

会个体关注病症基本情况。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cle topics by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s 
表 2. 不同传播主体的文章主题分布 

名称 
文章主题(%) 

总计 2χ  p 
广告宣传 病症基本情况 病症日常护理 病症治疗方式 

传播主体 

健康媒体 0 (0.00) 1 (3.85) 0 (0.00) 6 (31.58) 7 (10.29) 

19.87 0.07 

公共主体 4 (30.77) 3 (11.54) 1 (10.00) 1 (5.26) 9 (13.24) 

商业主体 6 (46.15) 10 (38.46) 4 (40.00) 4 (21.05) 24 (35.29) 

学术主体 0 (0.00) 1 (3.85) 0 (0.00) 1 (5.26) 2 (2.94) 

社会个体 3 (23.08) 11 (42.31) 5 (50.00) 7 (36.84) 26 (38.24) 

总计 13 26 10 19 68 

*p < 0.05，**p < 0.01。 
 

3) 传播主体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 
将传播主体与消息来源做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00 (<0.01)，不同传播主体在消息来源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H1.2 成立。如表 3 所示：商业主体选择其他来源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公共主体和社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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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或专家学者来源的比例较高；健康媒体和学术主体选择研究机构来源的比例较

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商业主体消息来源的权威性低于其他传播主体。 
 

Table 3. Sourc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s 
表 3. 不同传播主体的消息来源分布 

名称 
传播主体(%) 

总计 2χ  p 
健康媒体 公共主体 商业主体 学术主体 社会个体 

消息

来源 

其他 0 (0.00) 0 (0.00) 13 (54.17) 0 (0.00) 6 (23.08) 19 (27.94) 

31.48 0.00** 

医疗机构或医

护人员或专家

学者 
3 (42.86) 9 (100.00) 3 (12.50) 1 (50.00) 15 (57.69) 31 (45.59) 

媒体机构 0 (0.00) 0 (0.00) 1 (4.17) 0 (0.00) 1 (3.85) 2 (2.94) 

研究机构 4 (57.14) 0 (0.00) 7 (29.17) 1 (50.00) 4 (15.38) 16 (23.53) 

总计 7 9 24 2 126 68 

*p < 0.05，**p < 0.01。 
 

4) 不同年份传播主体的变化情况 
将传播主体与文章发布时间进行卡方检验，p 系数为 0.35 (>0.01)，不同年份的文章在传播主体方面

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4 所示：在 2016 年之前，传播主体以社会个体为主；后商业主体明显增多，而

学术主体发布的文章较少，仅出现在 2017 年和 2018 年。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dissemination subjects in different years 
表 4. 不同年份的传播主体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传

播

主

体 

健康媒体 0 (0.00) 1 (50.00) 1 (11.11) 1 (7.14) 0 (0.00) 0 (0.00) 4 (36.36) 0 (0.00) 7 (10.29) 

30.31 0.35 

公共主体 0 (0.00) 0 (0.00) 2 (22.22) 4 (28.57) 1 (8.33) 1 (6.67) 1 (9.09) 0 (0.00) 9 (13.24) 

商业主体 1 (25.00) 0 (0.00) 3 (33.33) 6 (42.86) 4 (33.33) 7 (46.67) 2 (18.18) 1 (100.00) 24 (35.29) 

学术主体 0 (0.00) 0 (0.00) 0 (0.00) 1 (7.14) 1 (8.33) 0 (0.00) 0 (0.00) 0 (0.00) 2 (2.94) 

社会个体 3 (75.00) 1 (50.00) 3 (33.33) 2 (14.29) 6 (50.00) 7 (46.67) 4 (36.36) 0 (0.00) 26 (38.24)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1.2. 文章主题：病症的基本情况占比较大 
1) 文章主题的分布情况 
文章主题总体分布均衡，主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病症的基本情况(38%)，内容涉及面部毛细血管扩

张症类型、发病原因和危害等；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的治疗方式(28%)主要是介绍治疗方法及治疗过程，

包括染料激光和强脉冲光等疗法。广告宣传主题(19%)则是一些公共主体和商业主体对医院或治疗产品进

行宣传。病症日常护理的主题(15%)侧重于提醒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防晒、杜绝冷热交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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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主题与文章篇幅之间的关系 
将文章主题与文章篇幅做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82 (>0.01)，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篇幅方面不存在明

显差异，H1.3 成立。如表 5 所示：长篇文章占比最高，占比为 61.76%，大部分广告宣传、病症基本情况、

病症日常护理和病症治疗方式主题的文章都是以长篇为主。其次占比较高的是中篇文章。而短篇占比最

少，仅为 14.71%。 
 

Table 5. Length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n different topics 
表 5. 不同主题文章的篇幅分布 

名称 
文章主题(%) 

总计 2χ  p 
广告宣传 病症基本情况 病症日常护理 病症治疗方式 

文章篇幅 

中篇 3 (23.08) 4 (15.38) 3 (30.00) 6 (31.58) 16 (23.53) 

2.92 0.82 
短篇 1 (7.69) 4 (15.38) 2 (20.00) 3 (15.79) 10 (14.71) 

长篇 9 (69.23) 18 (69.23) 5 (50.00) 10 (52.63) 42 (61.76) 

总计 13 26 10 19 68 

*p < 0.05，**p < 0.01。 
 

3) 文章主题与文章倾向性之间的关系 
将文章主题与文章倾向性进行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00 (<0.01)，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倾向性方面存

在明显差异，H1.4 成立。如表 6 所示：以广告宣传为主题的文章选择正面倾向的比例较高；以病症基本

情况和病症治疗方式为主题的文章选择中性倾向的比例较高。广告宣传主题的文章选择正面倾向主要是

为了推销产品或吸引患者前来就诊，而介绍病症基本情况和病症治疗方式主题的文章倾向于向受众科普

知识，因此中性报道居多。 
 

Table 6. Propensity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n different topics 
表 6. 不同主题文章的文章倾向性分布 

名称 
文章主题(%) 

总计 2χ  p 
广告宣传 病症基本情况 病症日常护理 病症治疗方式 

文章倾

向性 

中性倾向 3 (23.08) 22 (84.62) 7 (70.00) 15 (78.95) 47 (69.12) 

16.70 0.00** 正面倾向 10 (76.92) 4 (15.38) 3 (30.00) 4 (21.05) 21 (30.88) 

总计 13 26 10 19 68 

*p < 0.05，**p < 0.01。 
 

4) 不同年份文章主题的变化情况 
将文章主题与文章发布年份做卡方检验，p 系数为 0.41 (>0.0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文章主题方

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数据如表 7 所示。在 2017 年之前，该议题在微信公众号内的文章仅为个位数，

文章的主题集中在病症基本情况方面。2017 年以后，各大主题类型的文章开始逐渐增多，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四种主题类型的文章均有发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面部毛细血管病症议题的受重视程度

正在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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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Distribution of article topics in different years 
表 7. 不同年份的文章主题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文

章

主

题 

广告 
宣传 

0 (0.00) 0 (0.00) 3 (33.33) 2 (14.29) 4 (33.33) 1 (6.67) 3 (27.27) 0 (0.00) 13 (19.12) 

21.75 0.41 

病症基

本情况 
1 (25.00) 1 (50.00) 4 (44.44) 4 (28.57) 6 (50.00) 8 (53.33) 1 (9.09) 1 (100.00) 26 (38.24) 

病症日

常护理 
0 (0.00) 0 (0.00) 1 (11.11) 4 (28.57) 1 (8.33) 2 (13.33) 2 (18.18) 0 (0.00) 10 (14.71) 

病症治

疗方式 
3 (75.00) 1 (50.00) 1 (11.11) 4 (28.57) 1 (8.33) 4 (26.67) 5 (45.45) 0 (0.00) 19 (27.94)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2. 中层次框架分析 

3.2.1. 文章篇幅：长篇和中篇文章明显多于短篇文章 
1) 文章篇幅的分布情况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以长篇为主(62%)，其次是中篇文章(23%)，最少

的是短篇文章(15%)。 
2) 文章篇幅与文章倾向性之间的关系 
将文章篇幅与文章倾向性做卡方检验，p 系数为 0.39 (>0.01)，不同文章篇幅在文章倾向性上并未表

现出显著差异，H1.5 成立。如表 8 所示：短篇、中篇和长篇文章以中性倾向为主，在三种篇幅的文章中

正面倾向数量较多的是中篇，并未发现负面倾向文章。 
 

Table 8. Article propensity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f different lengths 
表 8. 不同篇幅文章的文章倾向性分布 

名称 
文章篇幅(%) 

总计 2χ  p 
中篇 短篇 长篇 

文章倾向性 
中性倾向 9 (56.25) 8 (80) 30 (71.43) 47 (69.12) 

1.90 0.39 正面倾向 7 (43.75) 2 (20) 12 (28.57) 21 (30.88) 

总计 13 10 42 68 

*p < 0.05，**p < 0.01。 
 

3) 不同年份文章篇幅的变化情况 
将文章篇幅与发布年份做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17 (>0.0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篇幅上不存在明

显差异。如表 9 所示：该议题的短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内整体呈递减趋势，2016 年后大部分文章以长篇

为主，此后文章篇幅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变化。长篇文章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发布主体倾

向于全面详实地对该病症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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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Distribution of article length in different years 
表 9. 不同年份的文章篇幅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文

章

篇

幅 

中篇 0 (0.00) 1 (50.00) 2 (22.22) 2 (14.29) 2 (16.67) 5 (33.33) 4 (36.36) 0 (0.00) 16 (23.53) 

18.86 0.17 
短篇 3 (75.00) 0 (0.00) 1 (11.11) 2 (14.29) 1 (8.33) 3 (20.00) 0 (0.00) 0 (0.00) 10 (14.71) 

长篇 1 (25.00) 1 (50.00) 6 (66.67) 10 
(71.43) 9 (75.00) 7 (46.67) 7 (63.64) 1 

(100.00) 42 (61.76)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2.2. 消息来源：没有明确消息来源的文章占比较大 
1) 消息来源的分布情况 
来自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或专家学者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和专家学者具有专业话语权，

这体现了这部分文章的专业性。其次，比例较大的是未标明消息来源的类型，这意味着部分文章的可信

度令人担忧。排名第三的来源是研究机构，这类文章侧重于向受众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分享相关的研

究论文。 
2) 不同年份消息来源的变化情况 
将消息来源与文章发布年份做卡方检验，p 系数为 0.39 (>0.01)，不同年份发表的内容在消息来源方

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10 所示：在 2017 年之前，大部分的文章来自于医疗机构或医护人员或专家学

者；2017 年以后，文章来源的类型开始增多，但仍旧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或专家学者为主。 
 

Table 10. Information sourc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years 
表 10. 不同年份的消息来源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消

息

来

源 

其他 0 (0.00) 0 (0.00) 4 (44.44) 6 (42.86) 4 (33.33) 3 (20.00) 1 (9.09) 1 (100.00) 19 (27.94) 

22.25 0.39 

医疗机构

或医护人

员或专家

学者 

3 (75.00) 2 (100.00) 5 (55.56) 5 (35.71) 5 (41.67) 8 (53.33) 3 (27.27) 0 (0.00) 31 (45.59) 

媒体机构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6.67) 1 (9.09) 0 (0.00) 2 (2.94) 

研究机构 1 (25.00) 0 (0.00) 0 (0.00) 3 (21.43) 3 (25.00) 3 (20.00) 6 (54.55) 0 (0.00) 16 (23.53)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2.3. 文章类型：声明原创的文章占比最大 
1) 文章类型的分布情况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议题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类型中占比较高的是声明原创的文章，且声明原创和

转载的文章共占 68%，这也侧面反映出这些文章传播主体的版权意识相对较好；未声明原创或转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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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占比为 32%，这类文章中还存在着内容同质化等问题。 
2) 不同年份文章类型的变化情况 
将消息来源与文章发布年份进行卡方检验，p 系数为 0.00 (<0.0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类型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11 所示：2014 年发布的文章中未标明类型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016 年和 2018
年原创类型比例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创作者的原创意识正在逐步提升。 
 

Table 11. Distribution of article types in different years 
表 11. 不同年份的文章类型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文

章

类

型 

原

创 
0 (0.00) 1 (50.00) 6 (66.67) 8 (57.14) 10 (83.33) 8 (53.33) 7 (63.64) 0 (0.00) 40 (58.82) 

29.86 0.00** 

普

通 
4 (100.00) 1 (50.00) 3 (33.33) 6 (42.86) 1 (8.33) 2 (13.33) 4 (36.36) 1 (100.00) 22 (32.35) 

转

载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8.33) 5 (33.33) 0 (0.00) 0 (0.00) 6 (8.82)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3. 低层次框架分析 

3.3.1. 呈现方式：图文相结合的文章居多 
1) 呈现方式的分布情况 
微信公众号最主要的呈现方式是图文结合，这在该议题的文章上也有所体现。图文结合的文章(81%)

占绝大多数，其次是纯文字类型的文章(16%)，图文与音视频的结合(3%)的文章最少，这类型文章均为将

直播录制为视频向受众分享。 
2) 不同年份呈现方式的变化情况 
将呈现方式与文章发布年份做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92 (>0.0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呈现方式上

没有显著差异，具体数据结果如表 12 所示。历年文章呈现形式占比最高的都是图文结合，该形式占据主

流地位，仅在 2017 年和 2020 年出现了图文与音视频相结合的文章。 
 

Table 12. Distribution of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articles in different years 
表 12. 不同年份的文章呈现方式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呈

现

方

式 

图文与

音视频

结合 
0 (0.00) 0 (0.00) 0 (0.00) 1 (7.14) 0 (0.00) 0 (0.00) 1 (9.09) 0 (0.00) 2 (2.94) 

7.25 0.92 图文结

合 
4 (100.00) 2 (100.00) 8 (88.89) 9 (64.29) 10 (83.33) 13 (86.67) 8 (72.73) 1 (100.00) 55 (80.88) 

纯文字 0 (0.00) 0 (0.00) 1 (11.11) 4 (28.57) 2 (16.67) 2 (13.33) 2 (18.18) 0 (0.00) 11 (16.18)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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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章倾向性：中性倾向的文章居多 
1) 文章倾向性的分布情况 
微信公众号内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情感倾向性以中性为主，这些文章并未表现出较为明

显的情感倾向；其次占比较高的是正面倾向，这类型文章字里行间都向受众传达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所有样本中没有呈现负面倾向的文章。 
2) 不同年份文章倾向性的变化情况 
将文章倾向性与文章发布的年份做交叉分析，p 系数为 0.23 (>0.01)，不同年份发表的文章在文章倾

向性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13 所示：2016 年正面倾向的文章占比较高，其余年份文章以中性倾向

为主，这说明历年来大部分传播主体注重以客观陈述的方式来传播，能够做到不掺杂情感色彩将信息内

容传递给受众。 
 

Table 13. Propensity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in different years 
表 13. 不同年份的文章倾向性分布 

名称 

发布时间段(%) 

总计 2χ  p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至 3 月) 

文

章

倾

向

性 

中性

倾向 
4 (100.00) 2 (100.00) 4 (44.44) 12 (85.71) 8 (66.67) 8 (53.33) 8 (72.73) 1 (100.00) 47 (69.12) 

9.35 0.23 正面

倾向 
0 (0.00) 0 (0.00) 5 (55.56) 2 (14.29) 4 (33.33) 7 (46.67) 3 (27.27) 0 (0.00) 21 (30.88) 

总计 4 2 9 14 12 15 11 1 68 

*p < 0.05，**p < 0.01。 

3.4. 假设验证总结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的数据结果，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得以验证，现对研究假设结果进行汇总： 
H1.1：不同传播主体在文章主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成立，不同传播主体的文章主题类型中虽有

所侧重，但总体差异较小。 
H1.2：不同传播主体在消息来源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H1.3：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篇幅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H1.4：不同文章主题在文章倾向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H1.5：不同文章篇幅在文章倾向性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H2.1：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高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H2.2：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中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不成立，中层次框架中的文章类型在

不同年份存在显著差异。 
H2.3：不同年份发布的文章在低层次框架上不存在明显差异，成立。 

4.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微信公众号呈现问题 

4.1. 高层次：健康媒体呈现不足，内容同质化明显 

健康媒体对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呈现略显不足。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的微信公众

号文章中，健康媒体作为传播主体所发布的文章仅占总数的 10%，并且在诸如健康时报、人民网健康等

国内具有较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健康媒体中，并未发现有专门介绍该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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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微信公众号中关于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发现内容同质化问题较为明显。本研究在初步

筛选样本文章的过程中就曾发现，在关于该议题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中，存在直接将以往的文章进行重新

发布的现象，信息未得到更新；部分文章大段复制其他文章的内容，从而拼凑出一篇“新”文章，这样

千篇一律的现象极易削弱该议题文章的可信度。 

4.2. 中层次：消息来源交代不清，版权意识略薄弱 

微信公众号平台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存在消息来源交代不清的问题。在文章的消

息来源分析中，未标明消息来源的文章占比达 28%，出现频率位居第二，尤其以商业主体发布的文章为

主，消息来源模糊不清让这类文章的可信度和科学性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此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这些文章的传播主体的版权意识稍显薄弱。 

4.3. 低层次：图片质量存在问题，音视频存在感弱 

微信公众号平台内关于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在呈现形式上略显单调，大部分文章都以图文结

合形式为主，且图片还存在质量欠佳等问题。较多文章中均有出现可有可无的图片，这些插图在辅助受

众理解文章信息方面的作用并不大，且部分图片还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在文章的呈现形式上，音视频的存在感相对较弱。诸多医学名词晦涩难懂，受众在理解上可能会出

现偏差，这让受众对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信息内容的理解极易出现障碍。而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可

以较好地辅助受众吸收理解健康信息内容，但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内较少有关于该议题的文章采用音频和

视频呈现形式。 

5. 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微信公众号呈现的纾困之思 

5.1. 推进健康传播主体多元化 

推进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是改善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传播的重要一环。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

议题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内的传播主体上存在比例不均衡问题，健康媒体和学术主体占比相对较少，推动

传播主体进行优势互补是提升健康信息可信度和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医院和学界拥有权威专业人才，

健康媒体和商业媒体有着丰富的创新呈现方式，传播主体可强强联手、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健康传播生

态有序发展。 

5.2. 规范自媒体健康传播秩序 

技术的发展让健康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各路非专业人士的涌入致使微信平台上的健康信息良莠不

齐。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症议题的文章，不仅内容同质化问题严

重、消息来源交代不清，还有存在着诸多未经过科学验证的偏方。因此，微信平台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健康传播秩序，推动健康传播生态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微信平台应对健康自媒体账号申请做出更

高的要求，加大把关力度[7]，在信息发布前做好筛选把关，对平台内关于健康内容的文章定期进行筛选

排查，综合考虑文章原创性及标题与内容的相关程度等因素后再进行权重排名。 

5.3. 推动健康信息内容可视化 

针对微信公众号内关于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图片存在质量欠佳以及音视频存在感较弱的问

题，传播主体应注重生产高质量、有内容的图片，较好地辅助受众理解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议题的信

息内容。传播主体可使用图解、漫画等形式呈现内容，这些形式能帮助受众轻松地理解晦涩难懂的医学

知识，例如，熊猫医学团队和北京协和医院曾共同推出的一系列科普医学知识的漫画，在保证了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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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让受众轻松直观地理解医疗信息。与此同时，利用音视频的形式推动健康信息可视化，可利用

视频的形式对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病症进行深入讲解，以视频的方式模拟染料激光手术等治疗方式的动画，

迎合受众的阅读观看习惯，辅助受众更好地理解健康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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