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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 前 ， 抑郁症 己 成为 患 病 率极高 的 精神类疾病 ， 《 中 国 国 民 心理健康 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
）
》 数据表 明 ， 目 前 ， 我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高达 ６ ． ８％ ， 而较低的就诊率

和确诊率与之呈现明显对 比 ， 仅有不到两成的抑郁症患者被确诊 。 公众对抑郁症的重视

和认知并没有随着患病人数的增加而相应增长 ， 非但不能共情和帮助患者 ， 反而对其抱

有偏见和歧视 。

一

些抑郁症患者因病耻感拒绝诊疗 ， 导致病情加重 ， 甚至产生更为严重

连带后果 。 主流媒体是公众获取健康咨询 的重要途径之
一

， 在抑郁症健康报道中 的角色

不可忽视 ， 其报道抑郁症议题方式 、 患者形象的呈现等 ， 都会对受众对待抑郁症态度和

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

因此 ， 在厘清抑郁症议题在 中 国 的传播路径后 ， 本文聚焦主流媒体的抑郁症报道 ，

对 《人 民 日 报 》 微博 、 微信和客户端三个平台上抑郁症议题建构状况进行研宄 。 通过 内

容分析 、 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后发现 ， 从报道数量上看 ， 主流媒体对抑郁症议题的报道

呈现
“

节点式
”

， 未形成稳定关注 ； 从报道偏向 的角度来看 ， 科普类报道多理性 、 客观 ，

但其他类型报道中 负面信息较多 ， 报道对公众的正面 引 导作用被削弱 ； 从抑郁症患者角

度来看 ， 报道中存在给患者贴标签 、 过于注重故事情节的猎奇性等情况 ， 患者往往被塑

造成极端 、 暴力 的形象 ； 就报道体裁而言 ， 深度报道匮乏 ， 不利于受众的深入 了解 。

不可置否 ， 部分报道存在污名化建构抑郁症的情况 ， 这不但无法消除或减轻社会对

抑郁症的刻板印象 ， 反而影响 了 公众对待抑郁症患者的态度和行为 。 在抑郁症健康传播

领域 ， 过去的研宄多关注报道的框架和话语 内 容 ， 而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较为稀缺 。 因

此 ， 第五章中 ， 本文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的方式 ， 对抑郁症媒介形象和受众认知

二者间 的相关性进行探究 。 结果显示 ， 负面抑郁症媒介形象不利于受众正确认识抑郁症 ，

阻碍受众与患者产生共情 ， 而正面 、 中性的媒介形象总体有助于加深受众对抑郁症及患

者理解 。 这表明 ， 主流媒体的抑郁症报道 ，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友善 、 关爱 、 帮助抑郁症

患者的社会环境的营造 。

基于 以上对抑郁症在 中 国 的传播脉络梳理 、 主流媒体抑郁症议题建构的分析与对患

者及其家属深度访谈的 内容 ， 本文从医疗环境 、 媒介环境 、 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出发 ， 分

析 目 前影响主流媒体抑郁症形象建构的因素 ， 并结合报道中 出现的 问题给 出针对性建议

和改进策略 ， 如关注健康诉求 ， 丰富报道 内 容和形式 ， 增加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 提升记

者的医学专业素质 ， 协调社会各方力量等 ， 希望发挥主流媒体的正 向 引 导作用 ， 普及知

识 、 消 除的偏见 ， 推动社会各方与抑郁症患者间 的 良性互动 。

关键词 ： 抑郁症 ； 媒介形象 ； 受众认知 ； 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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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 ｉｎｔｓ １ ３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ｏｆ 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ｕｂ ｌｉｃ
＇

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 １４

１ ．Ａｖｏｉｄ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ｉ ｔ 

－
＂

ｍ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ｋｎｅｓ ｓ
１ １

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ｙ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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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Ｐｒｅ ｌ ｉｍｉｎ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 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ｉ ｌ ｌｎｅｓ ｓ １ ４

３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ｏｎ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ｍａｒｋｅｔ １ ５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Ｔｈｅ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 ｉ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１ ５

１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
１ ９８０－２００４

）
：Ｐｒｅ ｌ ｉｍｉｎａｒｙｐｏｐｕ ｌａ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１ ５

２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
２００５ －２０ １４

）
：Ｃａｓｅｈｉｇｈ ｌ ｉｇｈｔ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ｇｎ ｉ ｔｉｏｎ １ ６

３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
２０ １ ５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Ｒｉ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ｄｅｅｐ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１ 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Ｔｈｅ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ｎｄａ １ ７

１ ．Ｍｅｄｉ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 ７

２ ．Ｓ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
ｇｕ ｉｄａｎｃｅ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ｍｅｄｉａ ｉｓｓｕｅｓ １ 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 ｉｎ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 ．１ 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Ｓａｍｐｌｅ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 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 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 ９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Ｃａｔｅｇｏｒ ２０

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Ｉｍａｇ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２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ｉ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 ２２

１ ．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２

２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ｅｄ ｉａ ｉｍａｇ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 ｉ ｔｈ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ｉ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ｅｄｉａ ３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ｙ
４０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 ｉａＤｅ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 ４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 １

１ ．

＂

Ｎｏｄａｌ

＂

ｆｏｃｕｓ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 ｓｓｕｅｓ
，

ｌａｃｋｏｆ  ｉｎ－ｄｅｐ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ｓ ４ １

２ ．Ｌａｃｋ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ｌ ｉｅｆ ａｎｄｌａｃｋｏｆ 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ｒｅ４ １

３ ．Ｔｈ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 ｓｒｅ ｌａｔｉｖｅ ｌ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 ｉｎｇｌｅａｎｄ ｌａｃｋ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４２

１ ．Ｓ 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 ｓｅｘｔｒｅｍｅ ４２

２ ．Ｐｒｅ
ｊ
ｕｄｉｃｅａｎｄｏｎｅ－ｓ ｉｄｅｄｎｅｓｓ ：Ｇｅｎｄｅｒｂ ｉａｓａｎｄｅｔ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４３

ＶＩ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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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ｈａｓ ｉａ ：Ｉｔｉｓｄ 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ｅｌｅｐａｔｉｉｙ ４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４５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 ４５

１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４５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ｏ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４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
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ｓ ｉｇｎａｎｄ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７

１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ｅｓ ｉｇｎ ４７

２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８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１ ．Ｄａｔａｃｏ 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４９

２ ．Ｒｅｌｉ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５０

３ ．Ｖａｌ ｉｄ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５０

４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ｕｏ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ｅｍｏ

ｇ
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 … ５３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５４

６ ．Ｌ 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 ． ． ． ． ． ． ． ． ５ ５

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５ ７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５ ８

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ｅｄｉａ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５８

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５ ８

２ ．Ｍｅｄｉａ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５ ８

３ ．Ｓｏｃ ｉａｌａｎｄ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６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Ｏｐｔｉｍ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

Ｄｅ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  ６０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６０

２ ．Ｂｕｉ ｌｄ ｉｎｇ
ａ ｒｉｃｈａｎｄｄ 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６２

３ ．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ｅｅｘｔｅｎｓ ｉｖ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ｌ ｌｗａｌｋｓｏｆ  ｌ ｉｆｅ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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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抑郁症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是
一

种精神疾病 ， 以长期情绪低落为主要临床表征 。 由于生活

节奏过快、 工作压力过大 ， 抑郁症己成为现代人群中最主要的精神疾病类型 。 世界卫生

组织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的数据显示 ， ２０２ １ 年 ， 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 了２５％ ， 抑郁症、

焦虑症患者 已达 ３ ． ５ 亿 。

从现实层面来看 ， 如今 ， 抑郁症既是卫生医疗难题 ， 也是严重影响各国家 、 各行业

和众多 民众的社会性 问题 。 据估计 ， 由于极高的发病率 ， 每年全球经济也会受到较大影

响 ， 直接或间接产生约
一

万亿美元的损失 。 为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 ， 世界精神

病学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多次举办抑郁症相关活动 ， 例如分别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 １ ６ 年 ， 以

“

抑郁影响每个人
”

、

“一

起来聊抑郁症
”

为中心主题 ， 在全社会开展知识普及和对抑郁症

及患者的理解和关怀活动 。

从抑郁症的发病率和就诊率来看 ， 我国的抑郁症患病人数和最终的就诊人数有较大

悬殊 。 我国抑郁症的高发病率与普遍低认知 、 低就诊和少治疗的现状形成了 明显对比 。

据统计 ， 我国抑郁症患者中 ， 不愿意接受专业医学治疗的人数在 ４５％以上 ， 就算选择治

疗 ， 多数患者也常常不能对症地选择精神科就医 ， 最终接受科学治疗的患者仅 占 １ ８％
？

。

追溯低就诊率的原因 ， 主要有两点 。

一

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中 国公众多将抑郁症

看作是是
“

情绪调节
”

失灵 ， 不认为其具有疾病属性 ， 个体 自 身能够对低落 、 痛苦等感受

进行
“

消化
”

， 因此便默默将抑郁
“

藏
”

了起来 。 二是从患者的心理障碍角度而言 ， 社会对

抑郁症的污名化导致的病耻感 ， 使得部分患者因觉得患抑郁症是
“

不光彩的
”

、

“

丢脸的
”

而拒绝就医 。

从媒体传播角度来看 ， 作为社会瞭望者和信息传递者 ， 健康传播议题会对公众的认

知 、 态度甚至行为产生直接作用 。 是否能够唤起公众对抑郁症的重视 ， 并进行认知纠偏 ，

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媒体能否能用合理的报道形式 、 框架等建构该议题 。 此外 ， 我国相

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也可能间接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 ， 媒体通过抑郁症媒介形象的

建构 引 导舆论 ， 改变社会氛围 ， 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基于上述背景 、 笔者在 《人民 日报 》 新媒体的实习经历 、 以及有家人身患抑郁症多

年但亲属仍然对该病有偏见的亲身体验 ， 萌发了想要研宄抑郁症媒介形象和受众对其认

知的想法 ， 并将主流媒体对抑郁症和患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不 同的抑郁症媒介形象与受

众对抑郁症认知之间 的关系确定为本文的主要研宄方向 。

①萧易忻 抑郁症如何产生
”

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新 自 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
Ｊ
］

．２０ １ ６
，
３６

（
０２

）
： １ ９ １

－

２ １ ４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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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

、 理论意义

首先 ， 就研究成果的丰富度而言 ， 有关抑郁症议题的研宄数量并不多 。 通过文献梳

理发现 ， 目 前医学领域对于抑郁症议题的聚焦最多 ， 以抑郁症的归 因和治疗为主 ， 传播

学中对该议题的涉及极为有限 。 虽然近年来有关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报道的研宄不断涌

现 ， 但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 尚未形成对该议题系统化 、 常态化的关注 。 因此本文从健康

传播的视角 出发 ， 希望能丰富学界在抑郁症健康传播领域的研宄成果 。

其次 ， 就 目 前的研究对象来看 ， 样本类型的选取不够多样 。 虽然
一

些学者的关注角

度逐渐从传统媒体转 向 网络媒体及新媒体 ， 但忽视了 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下 ， 主流媒体

的影响力不再局 限于纸质报道 ， 而是在媒体融合的实践中构建全媒体矩阵 ， 针对受众的

细分市场的分发逻辑 ， 采用不 同 的方式进行传播 ， 以抢夺用 户 的注意力资源 。 如今 ， 对

单
一

样本的研究 己不能充分说 明某家媒体对该议题报道情况的全貌 ， 故本文将样本类型

确定为党媒
“

两微
一

端
”

的新型媒体矩阵中 ， 以期对研究样本的类型进行补充 。

另外 ， 从受众认知角 度出 发进行抑郁症议题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 。 除 了 医学属性和

健康传播属性 ， 抑郁症也具有显著 的社会属性 ， 与各方都有的密切 的相关关系 ， 对于抑

郁症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报道或患者本身 ， 也应看到受众认知对于抑郁症患者所处环境

的重要影响 。 目 前仅有几篇研究 ， 或是采用焦点小组访谈 ， 或是采用 问卷调查 的方法 ，

仅在小范围 内进行调查 ， 来获知某
一

群体对抑郁症的认知情况 。 故本文着眼于受众认知

层面 ，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 着重探究媒体抑郁症报道对受众产生的效果 ， 即抑郁症媒

介形象是如何影响受众认知的 ， 从而为抑郁症议题的健康传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二 、 现实意义

人是典型的社会性动物 ， 抑郁症患者在接受的医学治疗的 同时 ， 也非常需要家人和

社 会的帮助 ， 而公众对抑郁症如何认识 ， 对支持态度和行为有显著 的影响 。 故本文的现

实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

方面 ， 政策制 定和媒介从业者角 度而言 ， 本研究有助于推动对现阶段抑郁症传播

话题和环境的合理建构 。 患者在进行疾病 自 测和 自我认知时 ， 也会参考媒体的相关报道 ，

公众 以何种方式对待患者也会受媒体报道的显著影响 ， 而媒体的报道又受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 因素的影响 。 因此 ， 本文对抑郁症在中 国传播路径 、 主流媒体的议题框架和报

道现状进行 了梳理分析 ， 探讨 了报道的不足之处 ， 并指 出媒体应该承担起引 导舆论 ， 匡

正认知 的社会责任 ； 通过对媒介形象建构背后影响因素的分析 ， 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改善

现行对抑郁症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政策的新思路 。

另
一

方面 ， 就受众角 度而言 ， 期望本研究能够让公众认识并重视抑郁症的严重性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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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偏见 ， 形成正确的疾病观念 ， 帮助营造温馨 、 关怀患者的社会环境 ， 并积极引 导患

者就医或为患者提供经济 、 信息 、 精神支持与帮助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Ｍ传撕究贼

（

一

） 国外健康传播研宄

就发展脉络看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美国首先开始了健康传播领域的研宄 。 １ ９７ １ 年 ，

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专家和传播学者合作 ，

一

同开展了
“

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

， 把传播

学方法引入医学研究领域。 １ ９７５ 年 ， 国际传播学会 （ ＩＣＡ ） 正式在学术研宄领域确立健

康传播概念
？

。 随后 ， 美国广泛开展
“

预防艾滋病
”

运动 ， 极大带动 了健康传播研宄的发

展 。

１ ９８４ 年 ， 美国传播学家格雷 ？克利普斯和索恩坦联合出版了世界上首部健康传播专

著—— 《健康传播 ： 理论与实践 》 ， 随后 ， 学术期刊 《健康传播 》 和 《健康传播杂志 ：

国际视角 》 分别在 １ ９８８ 年和 １ ９９６ 年创刊发行 ，
二者相继成为健康传播领域的权威学术

刊物 。

１９９２ 年 ， 传播学者 Ｊａｃｋｓｏｎ 第
一

次明确阐释了健康传播的定义 ， 即健康传播是媒体

向公众传达健康信息的传播活动 ， 能够起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作用 。 在报道医学成果 、

普及健康知识的同时 ， 健康传播活动能够帮助观众树立正确的预防意识 ， 并构建着社会

图景 。 １ ９９４ 年 ，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指 出 ， 健康传播有以下 目 的 ：

一

是进行健康知识的

科普 ， 以便公众的获取和理解 ；
二是改变公众对疾病的认知 、 态度和行为 ， 达到减少发

病率 、 死亡率 ，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效果 。 健康传播研究涉及众多议题 ， 艾滋病预防 、

烟草控制 、 医患关系研究等内容均包含在其中 。

就 国 外健康传播 的研究方向而言 ， 主要涉及两个领域 。

一

是健康促进 （ ｈｅａ 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 领域 ， 侧重研究媒介的传播效果研究 ， 探讨传播活动对受众的认知 、 态度 、

行为等产生的影响 ； 第二个研宄方向是健康关怀传递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ｌ ｉｖｅｒｙ ） ， 突 出 医患

沟通和人际传播在健康传播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 美国 的健康传播研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细化 。

总体来看 ，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 ，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健康传播研究 已经相

对成熟 。 无论是早期的控烟 、 艾滋病预防 、 癌症预防 、 酒精和药物的应用议题 ， 还是近

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肥胖 、 器官移植议题 ， 研宄重点都与 民众的的健康息息相关 ， 并致

力于提高国 民的健康状况 。

（ＤＳ ｔａｃｋｓ Ｄ Ｗ
， 
Ｓ ａ ｌｗｅｎ Ｍ Ｂ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ｍｍｉｉ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Ｍ

］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 ｌｂａｕｍ

， １ ９９６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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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国 内 健康传播研宄

在我国 ， 关于健康传播的研宄 比较滞后 ， 且最早发源于健康教育界 。 直到 １ ９８ ７ 年 ，

学界才开始关注传播学在健康知识普及的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１ ９８９ 年 ， 在第四期卫生项

目 期 间 ， 首次明确提出 了 健康传播的概念 ， 随后 ， 学界逐步重视有关健康传播理论的探

索和应用 。 １ ９９３ 年 ， 我国 出版 了首部健康传播学专著 《健康传播学 》 ， 随后 ， 有关学术

期刊也相继创办 。

当前 ， 健康传播越来越受到 国 内传播学者的关注 ， 在对有关文献进行整理之后 ， 将

其归纳为四大研宄领域 ：

第
一

， 对我国健康传播的历史 、 发展过程及现状进行 了 归纳和评述 。 例如 ， 喻 国 明

教授整理 了 自 １ ９９９ 年起十年来的相关文献 ， 结果显示 ， 国 内 的健康传播研究侧重于个

体的认识 、 态度和人际健康教育 ， 且研宄方法并不成熟 。 复旦大学的陈怡蓓等人运用量

化 、 质化结合的方法 ， 对 １ ９８ ７
－２０ １ ６ 年间 的健康传播研宄进行 了 分析 ， 结果表明 ， 近年

来 ， 虽然传播学在健康传播领域的作用被 日 益重视 ， 但艾滋病依然是最受学者重视的疾

病 ， 对其它慢性病的研宄相对较少 ， 媒介技术 、 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研宄也常被忽视 。

第二 ， 探讨大众传媒的健康传播效果 。 ２００３ 年 ， 北京市卫生局等单位联合开展调查 ，

对不 同健康传播渠道的传播效果进行 了评估 。 研究发现 ， 健康类 电视节 目 、 新闻节 目 和

广播电台节 目 等被受众广泛接受 ， 成为其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途径 。 清华大学的郭晓科 、

孙静惟等人在论文 中提 出 ， 在健康传播过程中 ， 应重视对传播效果接收与评估 ， 以寻求

最优的健康传播途径 ， 并介绍 了详细的评估方法 。

第三 ， 公共卫生事件 中 的健康传播 问题 。 胡晓云等人根据对广东省 ＳＡＲＳ 疫情期间

的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后指 出 ，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 ， 权威信源的传播效果最佳 ， 并且

要及时进行舆情监测 ， 防止谣言对社会造成不 良影响 。 孙少晶等人则针对上海 Ｈ ７Ｎ９ 疫

情期间 的健康信息传播情况进行研究 ， 发现传播效果最为突 出 的媒介是 电视 ， 其次为新

闻 门 户 网站 ， 同时 ， 研宄还针对健康传播中存在 的
一

些 问题提 出 了 改进建议 。

第 四 ， 对特定疾病的健康传播进 行 了探讨 ， 涉及艾滋病 ， 癌症等议题 。 例如 ， 陈丹

对 《人 民 日 报 》 在
“

世界爱滋 日
”

中开展的报道进行 了 分析 ， 对其报道方式 、 报道 内 容 、

报道倾 向等进行 了 归纳和总结 ， 并对各大报刊 的议题呈现方式进行 了 讨论 。 张 自 力对我

国 四家纸媒的艾滋病议题报道进行对 比分析后发现 ， 从新闻媒介对艾滋病这
一

议题的构

建来看 ， 报道呈整体上升趋势 ， 报道主题开始向个案报道进行倾斜 。 还有小部分研究聚

焦于 自 闭症 、 渐冻症等疾病 。

另外 ， 随着互联网 的高速发展 ， 许多学者也开始重视新兴媒介的健康传播 。 刘琪结

合个案研究 了 网络对健康 行为的影响 ， 指 出在健康传播 中 ， 互联网既具有更好的传播广

度 ， 又具有人际传播优势 ， 基于交互性的说服传播方式 ， 很适合用于改变受众态度 ， 从

而达到健康干预的效果 。 徐晓君选取健康网站作为研究对象 ， 从网 页功能的设置 、 健康

４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资讯的动态分布等方面探讨 了我国 网络健康传播的现状 ， 并对其 中 的突 出 问题进行 了 改

进方案的探讨 。

基于该部分的文献梳理 ， 笔者提出第
一

个研究 问 题构想 ： 抑郁症议題在中 国的健康

传播过程是怎样的 ？

二 、 新闻传播领域对抑郁症的研究

（

一

） 国 外研究状况综述

对于抑郁症 ， 国 外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宄起步较早 ， 研宄成果也 比较丰富 ， 视角

多元 。 从研究脉络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

是研究媒体对抑郁症的偏 向性报道及社会支

持 问题 。 如帕特丽夏 ？ 盖斯特等学者立足基于正视角 ， 对给患者贴标签 、 社会支持等 问

题进行 了探讨 。 书中 的研究指 出 ，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 ， 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会造成严重的

消极影响 ， 患者的病耻感往往因此滋生 。

二是研究抑郁症的传播效果 ， 研宄对象涵盖 了传统媒体 、 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等多种

传播渠道 。 乔安尼 ？克拉克 以 ２５ 年为样本的时间跨度 ， 对北美杂志上的儿童抑郁症报道

进行梳理 ， 从媒体报道框架建构过程中 ， 对儿童抑郁症患病率 日 渐上升的 问题进行探析 。

布里兹研宂 了受众与社交媒体二者之间的关系 ， 他发现 ， 当用 户 的线上朋友多 ， 且 习惯

性花费很多时间浏览或发布吹嘘性动态时 ， 会导致罹患轻度抑郁症的风险增加 。 土耳其

学者 Ｋｉｒｃ ａｂｕｍｎ 与 Ｋａｇａｎ 也在研究中 发现 ， 青少年的上网 习惯与抑郁概率有直接关系 ，

而使用社交媒体成瘾会成为间接增加抑郁症患病率的重要因素 。

三是着重分析抑郁症议题 的媒介呈现方式和背后 的影响因素 。 如伯曼采用 质化研究

的方法 ， 对女性刊物上有关抑郁症 的报道进行 了 分析 ， 结果显示 ， 报道中精神科医护人

员是重要 的信息来源 。 杰西卡采用 内容分析的方法 ， 以美国三家 电视台 的抑郁症报道为

样本展开研究 ， 结果表明 ， 信息来源 、 报道框架二者存在相关性 。

（ 二 ） 国 内研究状况综述

与 国 外相 比 ， 中 国新 闻传播界对于抑郁症的研宄总量较少 ， 角度也不够全面和丰富 。

研究主要聚焦 以下 四个方面 ：

其
一

， 探讨健康传播中抑郁症议题的传播特点 。 该角度主要注重分析抑郁症报道的

数量 、 主题 、 形式 、 体裁等方面 。 如董伟对不 同种类报纸的抑郁症报道进行 了量化分析 ，

研究各类报纸抑郁症议题建构情况 ； 李翔 则在对 《南方都市报 》 抑郁报道的研究中指 出 ，

都市报在对抑郁症相关议题进行健康传播时 ， 往往会 出现缺乏持续性 、 专业性等弊端 ；

任金州等集中关注国 内 电视媒体抑郁症的报道中 的 问 题 ， 指 出标签化 、 不尊重个人隐私 、

片面解读等现象突 出 。

其二 ， 集中研究 国 内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 。 例如 ， 周士超指出 ， 在新媒体场域的

话语体系 中 ， 被患者 自我身份认 同 凸显 ， 并建构起较强的群体认同 ； 王翠阐述了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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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媒介形象的混合形式 ， 而宁菁菁等人则 以福柯权力理论为依托 ， 对媒介报道中抑郁

症患者
“

他者
”

形象的影响 因素进行 了 剖析 。 该部分在下
一

节媒介形象与抑郁症患者形象

综述 中会详细说明 ， 在此不再赘述 。

其三 ， 从话语研究的角度 出 发 ， 剖析抑郁症报道的框架及背后的话语隐喻和权力结

构 。 浙江大学徐晓庆在其论文 中 ， 以 ２０ 多篇发表在 网上的抑郁病人的故事为研究对象

进行分析后指 出 ， 抑郁症报道中 的隐喻话语 引 发 了 患者的病耻感 ， 使患者所承受 了更多

的痛苦 。 杜凯雯 、 祝旸彤等则聚焦与患者本身 ， 指 出媒体在报道中会有意弱化患者话语 ，

并且采用 了各种修辞手法对抑郁症相关的极端事件进行报道 ， 以达到说服 目 的 ， 情感化

倾向 明显 。

其 四 ， 聚焦于抑郁症实际防治层面 ， 以健康传播理论为依托 ， 对抑郁症议题的 的健

康传播策略进行 了探讨 。 陈佳芝 、 高雁为探讨互联网用户对于抑郁症群体的支持特点及

类型 ， 在百度贴吧上收集 了 专题样本进行分析 ， 研宄发现 ， 提供信息 、 情感支持是用 户

为抑郁症患者提供社会支持的最主要形式 ， 最少见的是实物支持 。 刘畅 以知 、 信 、 行三

成分理论为指导 ， 以态度为中介变量 ， 对抑郁症媒介形象与公众行为之间 的相关性进行

了验证 ， 得出 了媒介建构的抑郁症形象越正面 、 中性 ， 越能激发公众对患者的社会支持

的结论 。

综合本部分的文献资料 ， 提 出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 问题 ： 媒体是如何对抑郁症议題进

行报道的 ？ 出现了哪些问题 ？

三 、 媒介形象和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

一

） 国外研宄状况综述

媒介形象研究的三 个核心概念为现实 、 媒介和认知结果 ， 三者关系始终是媒介形象

研究的重点 。 上世纪 ２０ 年代 ， 李普曼提 出 的
“

拟态环境
”

理论 ， 成为媒介形象研究的基

石 。 随后 ， 众多学者丰富和发展 了 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根基 ， 如格伯纳的象征性环境理

论 、 梅罗 ？维茨的场景理论 、 麦奎尔的社会关系 中介等 ， 并在 ６０ 年代成为
一

个学术概念

被 明确提 出 。 这
一

时期 的代表学者为英 国 的 Ｊ ｏ ｓ ｅｐｈＴｒｅｎａｍ ａｎ 等 ， 他们剖析 了英 国大选

中政客的媒介形象 ， 并对其传播效果进行 了 研究 。

总体观之 ， 国外的学者更多从媒体批评或文化研宄的角度 出 发 ， 分析个体 、 群体或

组织的媒介形象 ， 并同真实形象进行对 比 ， 探讨形成差异 的 原因 。荷兰学者 Ｌｏ ｅ ｓ Ａ ａ ｌｄｅｒｉｎｇ

等人对本 国报纸上政界领袖的媒介形象进行 了 分析 。 英 国学者丹尼尔 ？哈梅塔在其论文

通过 内容分析得 出结论 ， 《卫报 》 、 《泰晤士报 》 等英 国报纸将南非社会塑造成暴乱 、 道

德感低的形象 ， 对南非旅游业造成重创 。 瑞典 Ａｎｄ ｅｒｓＷ ｉｇｅ ｒｆｅ ｌ ｔ 等人在论文 中研究媒体

反犹太主义报道框架的 同时 ， 也考察 了 相关报道的传播效果 。

然而 ， 国外直接对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进行研宄的较少 ， 多聚焦于媒体对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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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面化 、 污名化报道 ， 并提 出 相对应的优化建议 。 Ｔ 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ｅ 等人的研究表明 ， 为

迎合受众猎奇心理 ， 媒体常将患者塑造成极端的
“

暴力狂
”

、

“

杀人魔
”

等形象 ， 针对这
一

现象 ， 改进应从社会 、 媒体报道等多个角 度入手 。 斯蒂芬 ？康拉德 ？海登多夫等人在对 ２５ １

篇
“

德国之翼
”

空难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 ， 在正式宣布事故原 因之前 ， 有
一

半 以上的

新闻报道都把这次事件和副机长的精神疾病联系在 了
一

起 ， 作者认为 ， 正是这样的污名

化 ， 导致 了对患者的刻板印象 。

（二 ） 国 内研究状况综述

观之 国 内 ， 媒介形象研宄在 ２ １ 世纪才起步 。 ２００ ８ 年 ， 宣宝剑在 《媒介形象系统论 》

一

书 中 ， 首次对媒介形象的相关概念和规律进行 了 详细阐述 ， 从而拓宽 了该领域的研究

思路 。 栾轶玫认为 ， 媒介不但会在传播活动 中塑造 自 身形象 ， 也在报道中对某
一

主体进

行的形象建构 。 本文 以
“

抑郁症
”

、

“

媒介形象
”

为关键词在 中 国知网进行检索 ， 仅有文献

３ ５ 篇 。

在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的倾 向性角度 ， 董伟整理 了 中 国大陆党报 、 健康报和都市报

上 ８ 年来有关抑郁症的报道 ， 通过框架分析发现 ， 目 前国 内 的主流媒体对抑郁症的形象

塑造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消极报导 ， 将患者推入
“

危险
”

、

“

暴力
”

的境地 。 魏逸茗通过对 《南

方周末 》 十二年来有关抑郁症的报道进行 了 分析 ， 发现虽然 《南方周末 》 正在不断地对

抑郁症患者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以
“

去污名化
”

， 但刻板印象仍然频频见诸于报道 。 任金州

和康云认为 ， 在抑郁症议题报道中 ， 电视媒体存在贬低化 、 污名化倾向 ， 健康传播效果

被削弱 。

在抑郁症媒介形象的类型角度 ， 王翠把抑郁症媒介形象分为单
一

形象和和混合形象

两种主要类型 ， 并在研究中指 出 ， 在我国媒体的抑郁症报道中 ， 患者的
“

负面
”

、

“

受难
”

等形象为远多于
“

正面
”

形象 ， 这不但会加重人们对抑郁症的成见 ， 也会直接伤害患者

的心灵 ， 加剧他们的痛苦 。 宁菁菁等人指 出 ， 在进行抑郁症患者形象建构时 ， 网络媒体

的污名 化倾 向 明显 ， 丧失 了 人文关怀 。

在抑郁症 的媒介形象与真实形象差异角 度 ， 林晔将抑郁症患者在微博平 台上呈现 出

的媒介形象和抑郁症患者的真实形象进行 了 比较 ， 结果表 明 ， 受到平台特点 、 复杂病因

和社会各方因素的影响 ， 患者的媒介形象与现实形象存在 出入 。 庞旭在其硕士论文 中也

指 出 ， 媒体建构 出 的抑郁症患者形象与现实 中 患者的 自我形象存在着较大差异 。

因此 ， 笔者提 出 本文 的第三个研究 问 题 ： 媒体是如何建构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

的 ？ 媒介形象建构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四 、 受众对抑郁症的认知研究

精神病学及人类学家凯博文的研究表 明 ， 早些时候 ， 在不 同 的文化背景下 ， 中西方

对于抑郁症的态度大不相 同 ， 中 国 的抑郁症诊断率显著低于西方 国家 ， 在美 国 ， 心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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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 情绪低落或不愿参与社会活动的人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 而 中 国通常把他们诊断为神

经衰弱 。 凯博文认为 ， 中 国传统的文化和 中医治疗理念会影响病人的主观陈述 ， 问诊时

患者习惯描述身体上的 、 外在的征兆 ， 而不会想到 自 己可能在情感和心理上存在疾病 。

虽然这
一

研宄 己经过去 了三十年 ， 但关于这种现象的讨论
一

直没有停止 。 许烺光在

研宄中指 出 ， 这或许与 中 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关 ， 中 国人普遍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 ， 因

此会努力克制 自 己的感受和情绪 ， 对抑郁症的病理性缺乏正确认知 ， 病耻感也影响着患

者的治疗之路 。 然而 ， 尽管中 国 民众因病耻感不愿接受诊疗 ， 但实际上 ， 每年都有越来

越多人私下购买和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２

。

就受众对抑郁症的认知现状而言 ， 史松坡等人采用焦点访谈法 ， 对大学生认知情况

进行 了 调查研宄 ， 发现当前大学生不但对抑郁症的病因 、 治疗观念等方面存在认知上的

偏差 ， 也对患者存在着歧视和偏见 。 胡甜甜在其硕士论文中 以新浪网 ２０ １ ４ 年至 ２０ １ ８ 年

间 的抑郁症报道为研宄样本 ， 探析 了 网络受众的抑郁症认知框架 。

就媒介传播对受众抑郁症认识影响方面 ， 何伶俐 、 汪新建等学者提及 ， 随着大众媒

体对抑郁症议题的广泛报道传播 ， 人们对抑郁症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 。 李 明等调查 了 南

京高校学生的媒介接触情况和抑郁症认知情况 ， 对二者关系进行 了建模分析 ， 并在此基

础上 ， 针对提升大学生对抑郁症认知的 问题 ， 从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 增强媒体专业水平

等角度提 出 了 健康传播建议 。

在对抑郁症议题的认知效果上 ， 李桂林等研究人员将有 自 杀念头的抑郁病人随机分

成两组 ， 进行对照实验 。 实验结果显示 ， 认知行为干预可 以显著降低患者的 自 杀意愿 。

综和本节对于相关文献 的梳理可 以看到 ， 由于媒体对抑郁症的错误解读或片面呈

现 ， 公众可能对抑郁的认知 出现较大偏差 ， 而科学理性的报道 ， 可 以对公众认知进行纠

偏 ， 并进
一

步推动公众采取相关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行为 。

基于此 ， 笔者提 出本文的第 四个研究 问题 ： 受众对于抑郁症和患者是如何认知的 ？

不同的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是否会导致受众不同的认知效果 ？

第四节 理论依据

一

、 媒介建构论

媒介建构论发源于建构主义哲学 ， 融合 了 社会学 、 心理学 、 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 内

容 。 媒介建构理论通常认为 ， 社会知识是 由社会实践 、 制度 、 社会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

而形成 ， 是相关社会群体建构 的产物 。 笔者整理 了 相关学者的观点如下所示 。

一

是伯格 、 卢克曼等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 他们着重于个体世界建构 的研宄 ， 论述

（ＤＫａ ｉ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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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人是怎样在社会交往中 ， 把主观的象征现实和客观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 ， 侧重研

宄社会现实部分 。 传播学界对媒介建构的研宄也是以此为基础 。

二是米德 、 布鲁姆等人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的心理学思想 。 对个人的心理真实 、 个

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给予 了更多 的关注 。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 质化研宄 、 参与式观察等

研究方法多为媒介建构论所借鉴 。

三是话语学派的话语分析理论 ， 代表人物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 话语分析理论的

研究重点为话语与社会二者的关系 ， 聚焦话语体系对社会的影响 ， 常用研宄方法为文本

分析 。
■

“

媒介
”

与
“

现实
”

构成媒介建构论的基础 。

“

媒介
”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它
“

不仅是

一

种传播和交流的社会机制 ， 而且还具备了 自我创造和 自我否定的能力
”

；

“

现实
”

经过

媒介的建构 ， 成为
“

在特定意义下被生产 出 的关联物
”？

。 基于上述概念 ， Ｈａｎｎａ 进
一

步提

出三个核心定义 ， 即客观现实 、 符号现实和主观现实并应用于媒介建构研宄中 。 具体来

看 ， 客观现实是以
“

事实
”

形式存在的个体经验 ， 作为人类沟通和认识事物的前提 ， 通常

以制度 、 习俗 、 传统等形式存在 ； 符号现实是指依托差异化的符号表达体系 ， 将客观现

实进行符号化建构的现实 ， 通常 以艺术 、 文学等形式存在 ， 媒介报道也是重要形式之
一

；

客观现实和符号现实若要有现实意义 ， 就需要反映在个体意识中 ， 这就构成了人的主观

现实 。 主观现实是个人行动的根源 ， 个人行动必须要依靠主观察到的事物或他者行为进

行判断 ， 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质和规律的体现。

二 ｖ 框架理论

“

框架
’ ’

概念源 自 美国人类学家贝特森 。 他认为 ， 当个体解读外在现实世界时 ， 框架

会起到认知基模 （ Ｓｃｈｅｍａ ） 的作用 ， 也是对信息进行的重组行动 。 １ ９７４ 年 ， 戈夫曼在

《框架分析 》 对框架概念进行了 阐释 ， 认为框架是
“

人们认识和阐释客观世界的认知结

构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研宄开始融合 ， 极大地拓展 了框架理论的应用

领域 ， 并形成了 以传播学为中心的框架理论 。 新闻框架的形成原因 、 框架的传播效果 以

及对受众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 学界普遍认为 ， 媒体在报道采用何

种框架进行表达 ， 能够体现出对这
一

事件的认识 。

纵向来看 ， 不论是上游的媒介信息生产活动 ， 还是下游受众的信息接收活动 ， 框架

选择贯穿在每
一

环节中 ； 纵向来看 ， 不论是微观的个体的认知活动 ， 还是中观的群体认

知 ， 亦或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整体认知 ， 都受到框架的影响 。 新闻框架能够对信息处理和

存储环节形成较大影响 ， 使受众形成
一

种思维惯性 ， 进而限制受众的全面认知 。

？ＮｅｕｍａｎＷ Ｒ
， 
ＮｅｕｍａｎＲＷ

，Ｊｕｓｔ Ｍ Ｒ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Ｎｅ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 ｓ 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 ｉｎｇ ［
Ｍ

］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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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框架理论的研宄上 ， 我国学者多 以框架为理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 ， 而对框架 自 身

的研究却很少 。 习少颖通过对印度媒体上有关中 国高速铁路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 ， 发现

印媒主要是以事实框架为基础 ， 辅之以大国关系框架 ； 崔雯婷则运用臧国仁的三层框架

理论 ， 对中 国
“

广场舞大妈
”

的媒介形象和成因进行了探讨 。

臧国仁认为 ， 每
一

个新闻框架中都包含着高、 中 、 低三层结构 。 高层次框架指新闻

报道的主题 ， 往往比较抽象 ； 中层次框架与梵 ？迪克话语分析理论中的基模概念相结合 ，

包括背景、 事件结局 、 影响因素 、 评价等 ； 低层次框架主要指新闻的呈现形式 、 体裁和

文本的表达方式 ， 学者们经常通过分析报道中高频词 、 关键词等 ， 掲示其报道的倾向 。

本文在内容分析章节中 ， 以上述三层框架理论为参考构建分析类 目 ， 并对抑郁症及患者

的媒介形象进行探讨 。

三 、 态度三成Ｍ论和知信行 （ＫＡＰ ） 调查理论

不论是在社会学、 心理学还是健康传播领域中 ， 认知 、 态度 、 行为三者之间 的关系

都已被广泛讨论 。 在对抑郁媒体形象与受众的认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 ， 态度三

成分理论和知信行 （ＫＡＰ ） 调查理论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

态度包含三个要素 ： 认知 、 情感和行为倾向 ， 三者相互依赖 ， 并共同作用于态度取

向 。

“

认知
”

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主观印象 ， 构成态度的前提 ；

“

情感
”

是态度的

核心元素 ， 当认知形成后 ， 人们在会建立起对事物的基本看法 ， 并产生相关评价 ；

“

行

为意向
’ ’

指人们 ．

对外部事物发生反应的意志和倾向 。 此外 ， 陆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 在

个体的帮助行为中 ， 共情起着关键作用 ， 并提出 了共情二分法 ， 即共情包含情绪因素 （情

绪表现 ） 和认知因素 （基于对他人理解来判断下
一

步行动的能力 ） 。

综合上述分析 ， 本文遵循态度多成分划分法 ， 将情感和行为倾向两种成分划分到
“

感

知认知
”

的维度下进行考察 ， 即读者通过阅读抑郁症的报道 ， 可 以感受到抑郁症患者的

痛苦 ， 理解其处境 ， 并且可以做出客观 、 理性的选择 。 认知成分划分到
“

实际知识认知
’ ’

中进行测量 （在研宄假设中进行具体说明 ） 。

ＫＡＰ 模型将人的行为分成三个阶段 ： 知识学习 、 态度改变与行为形成 ， 其中学习新

知识会对态度的影响 ， 态度的改变则会对行为产生影响 ， 三个阶段是
一

个连续的过程 。

应用到健康传播领域 ， 即当人们 了解到健康信息后 ， 容易促成对某
一

健康议题的态度和

信念的转变 ， 从而引发相关支持或排斥行为 。 知信行 （ＫＡＰ ） 调查理论最初由美国教育

学家 ＭｃＧｕｉｒｅｗ 提出 ， 后被广泛应用于健康传播研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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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研究问腰与研究方法

一

、 研究问鼉

结合文献梳理和研究 目 的 ， 本文主要解决以下 四个研宄 问题 ：

Ｑ １ 中 国抑郁症议题的公众议程和媒体议程是如何传播发展的 ？

Ｑ２ ２０ １ ７－２０２ １ 年 ５ 年间 ， 以 《人民 日报 》 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是如何构建抑郁症和抑

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的 ？ 出现了什么样的 问题 ？

Ｑ３ 目 前受众对于抑郁症和患者的认知状况是怎样的 ？ 不同的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

是否会导致受众不同的认知效果 ？

Ｑ４ 哪些因素会影响主流媒体对于抑郁症形象的建构 ？ 针对当下主流媒体在抑郁症

议题建构方面的 问题 ， 又可以从哪些方面优化和调整 ？

二 、 研鄉路

本研宄主要分为
一

下六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 ： 绪论 。 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对国 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 ， 说明理

论依据 、 研宄方法、 思路与创新点 ， 提出研宄问题和研宄假设 。

第二部分 ： 对抑郁症在中 国的健康传播脉络进行梳理 ， 分析抑郁症公众议题和媒介

议题的关系和相互建构作用 。

第三部分 ： 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分析 。 对 《人民 日报 》

“

两微
一

端
”

上的抑

郁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

第四部分 ： 以文本分析为辅 ， 探究主流媒体在抑郁症报道中 出现的 问题 。

第五部分 ： 传播效果研究 ， 探宄媒介形象与受众认知的关系 ，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假设验证 。

第六部分 ： 结合 内容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结论 ， 对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背后的影响

因素进行解读 ； 结合抑郁症患者的建议和需求 ， 尝试性给 出主流媒体抑郁症报道和媒介

形象建构的优化建议 。

第七部分 ： 结语和展望 ， 阐述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不足 。

三 ｖ 研究方法

（

一

）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是
一

种针对传播过程和 内容 ， 进行系统 、 客观 、 定量研宄的方法 。 １ ９２７

年 ， 拉斯韦尔将统计学的量化方法引入传播学 。 在新闻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 对调查性

报道、 精确报道的追求越来越高 ， 这为内容分析在传播学领域中的运用开辟了广阔前景 。

本研宄选取人民 日报
“

两微
一

端
”

中 ２０ １ ７－２０２ １ 年的抑郁症新闻报道为研宄样本 ， 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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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报道数量 、 主题、 消息来源等方面的 内容分析 ， 探讨当前主流媒体抑郁媒介形象建构

的状况和 问题 。

（二 ）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是将
一

系列的文本进行综合比较、 剖析的研宄方法 ， 研宄者通常从文本中

提炼出评论性的解释 。 文本分析能够从微观层面上弥补 内容分析的缺陷 。 作为内容分析

的补充 ，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归纳报道文本呈现出的特点 ， 并进
一

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媒

介形象 。

（三 ）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
一

种通过书面或电子问卷作为调查工具 ， 从受访者身上直接收集相关

资料的研究方法 ， 受访者需要根据研宄者设计的 问题进行
一一

作答 ， 调查方式包括线上

或线下多种 。 由于问卷的调查数据易于收和处理 ， 学术研宄中广泛应用该方法。 为 了充

分研宄受众认知与抑郁症媒介形象之间 的关系 ， 本文 以主流媒体受众为调查对象 ， 了解

他们对抑郁症的认知和态度 ， 以期为媒体的抑郁症议题建构和有关部门制订相关支持政

策提供依据 。

（ 四 ） 深度访谈法

有时候 ， 研究者需要通过面对面或电话的形式 ， 与某些受访者进行深入交谈 ， 以获

得对复杂抽象问题的深层次了解 ， 这就是深度访谈法 。 作为辅助性研究方法 ， 本研宄中

笔者与部分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交流 ， 了解他们作为亲历者对媒体抑郁症报道的真

实诉求 ， 并在此基础上 ， 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实际价值的建议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深度访谈通常不会对被受访者的身心造成伤害 ， 但 由于抑郁症

议题的敏感性和患者群体的特殊性 ， 访谈可能会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工作或生活上的麻

烦 。 因此 ， 在访谈中 ， 本研宄谨遵知情参与 、 最小伤害和匿名保密原则
？

， 并在访谈提

纲设计中降低二次伤害的风险 ， 如少涉及痛苦回忆的部分 ， 密切关注受访者情绪 ， 在必

要时转移话题 、 暂停提问 、 安抚被访者 。 在调查研宂的基础上兼顾人文关怀 ， 对生命和

人性充满敬意 。

第六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研究重点

本文重点为对 《人民 日报 》

“

两微
一

端
”

２０ １ ７
－２０２ １ 年所有与抑郁症相关报道进行 内

容分析 ， 总结该议题媒介形象呈现状况 ， 并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形象建构与受众对于该议

题认知的相关性进行探宄 。

①＃骁娥． 深度访谈研宄方法的实证论析 ［
Ｊ
］

．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
３２

（
０３

）
： １ ０ １

－

１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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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点

样本涵盖三个平台 的报道 ， 有五年的时间跨度 ， 因此对样本的收集 、 筛选、 整理 、

研宄的工作体量较大 。

媒介形象对受众认知影响的可借鉴研宄较少 ， 在相关性分析上涉及的数学模型较为

复杂 。

三 、 研究创新点

首先 ， 从研究角度看 ， 国 内关于传播学领域抑郁症的研宄主要还是围绕着媒介呈现

展开 ， 研究重点局限在话语分析 、 框架分析等方面 ， 基本不涉及抑郁症报道的传播效果

研究 。 对媒体报道本身的研究固然很重要 ， 但关于媒体建构的抑郁症形象能否影响到受

众的认知 ，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态度与社会支持行为这
一

问题 ， 也需要深入探讨 。 因此 ，

本文从抑郁症媒介形象和受众认知二者关系的角度出发 ， 提供了崭新的研宄视角 。

其次 ， 从样本选择上看 ， 以往研究多是选取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进行对比分析 ， 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党报与商业报 ， 国 内外媒体等 ， 但忽视了在当今媒体融合的大背景

下 ， 主流媒体也不再局限于纸媒报道 ， 而是着力构建以移动端为核心的全媒体传播布局 。

笔者将样本类型扩充到 了党媒
“

两微
一

端
’ ’

的新型媒体矩阵中 ， 以扩充该领域研宄的样本

丰富度 。

最后 ， 从受众和抑郁症患者角度看 ， 以往关于媒体对抑郁症建构和报道建议都是作

者根据 自 己的研究分析提出 ， 受主观因素影响大 ， 受众真实的信息需求
一

定程度上被忽

视 ， 所以相关优化建议可能是偏离受众的 。 本研宄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 ， 通过深度访谈 ，

倾听患者 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对抑郁症报道的需求 ， 对这
一

群体进行关照 ， 提出 了更具实

际价值的改进建议 ， 并希望从根本上改善抑郁症患者身处的社会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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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的发展过程

本章对抑郁症议题在 中 国 的传播过程进行 了梳理 。 笔者认为 ， 在探宄主流媒体的抑

郁症媒介形象建构和影响 因素时 ， 首先要 明确抑郁症在 中 国 的传播路径 ， 了解抑郁症是

如何
一

步步成为 国 内 公众议题的 ， 主流媒体又是怎样逐步建构抑郁症媒介形象的 。 此外 ，

在媒体融合的步伐下 ，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偏离程度凸显 ， 在 民间话语与媒介话语的

博弈 中 ， 抑郁症的公众议题和媒介议题最终实现 了 互相影响和双 向建构 。

第一节 中国公众对抑郁症议题的认知过程

从古至今 ， 中 国人往往认为心情压抑 、 情绪低落 、 回避社交等不是患病 的表现 ， 而

是 自 我调节能力差或个人性格的 问题 。 也不会把失眠 、 头痛等症状与抑郁症联系在
一

起 。

然而 ， 随着西方医学标准的 引 入和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 中 国公众对抑郁症的 了解和包容

程度越来越高 ， 抑郁症也逐渐成为公众议题的
一

部分 。

一

、 避而不谈——
“

神经衰弱
”

成为抑郁症的代名词

中 国人历来重视人情和脸面 ， 为 了避免被周 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 很长时间 以来 ，

“

神经衰弱
”

成为抑郁症的代名词 。 神经衰弱这
一

说法能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社会性 ，

当人们 出现躯体化症状时 ， 普遍认为 只 需要进行平复休息 ， 避免置身于压力较大的环境

中 即可 ， 而不是罹患 了难 以 启齿的精神类疾病 ， 所 以 中 国人对这个词有着广泛的认 同感 。

实际上 ， 这 只是中 国人极力淡化抑郁症状和严重性的表现 ， 以神经衰弱作为掩饰心理疾

病和精神 问题的幌子 ， 以此来逃避可能面临 的社会压力 。 同时 ， 中 国 的医学界 以前并没

有对抑郁症的科学研宄和界定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中 国仍然有 八成患者在 以
“

神经衰弱
”

确诊 。

二 、 初步了解——西方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影响

２０ 世纪后 期 ， 西方 精神病学家制 定 了 《 精神疾病诊 断 和统计手册 》 （ 以 下 简 称

Ｄ ＳＭ ） ， 数次修订后 ， 最终形成 了ＤＳＭ－

Ｉ Ｉ Ｉ 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 被世 界各 国 医学界广泛

认 同和使用 。

美 国学者凯博文便是利用 Ｄ ＳＭ－

Ｉ Ｉ Ｉ 在 中 国湖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 医院进行 了 精神疾病

的跨文化研究 。 凯博文对 中 国 １ ０ ０ 名神经衰弱患者进 行 了 二次诊断 ， 结果显示 ， 有 ８ ７％

的患者实际上罹患重度抑郁症 。 对于 中西方不 同的诊断结果 ， 凯博文指 出 ， 在 中 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下 ， 医生 、 患者及其家属和整个社会都对精神疾病抱有偏 见 ， 因此往往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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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躯体症状 ， 弱化心理症状 。 凯博文的研究 ， 极大推动 了 西方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在我国

的发展 。

同时期 ， 世界卫生组织也对
“

健康
”

进行 了重新的界定 ， 包括心理和生理在 内 ， 健

康是
一

个综合概念 ， 呼吁对精神健康予 以关注 。 在精神卫生专家的努力下 ， 对精神疾病

的正确认知与理解开始广泛传播 ， 中 国公众也开始对于抑郁症有所 了解 。

三 、 接纳包容一一政府支持与西药市场的推动

抑郁症议题在 中 国 的快速传播 ， 与西方抗抑郁药物在 中 国 市场的扩张密不可分 。 《普

通精神病医学纪要 》 中
一

项研究表明 ， １ ９９ ６－２００５ 年 ， 美 国抗抑郁药物的使用剂量上涨

了两倍 。 随之而来的是相关药物开始不断进军 中 国市场 ， 首当其冲 的是
“

百忧解
”

， 曾

占据 国 内抗抑郁药物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 。 该药物 由美 国礼来公司 研发 ， 进入军 中 国医

药市场之后 ， 相继与医院 、 政府 、 新闻媒体等开展合作 ， 进行大力宣传 ， 使其成为中 国

家喻户 晓的 品牌 。 １ ９９６ 年初 ， 礼来公司在中 国开展
“

旭 日 工程
”

， 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

讨会 ， 培养专业的精神科医生 ， 收集整理有关临床资料以备医师之用 。

与此同时 ， 中 国政府对抑郁症议题的关注度也 日 益上升 。 在社会的高速发展下 ， 公

众心理健康 问题 日 益凸显 ， 然而长期 以来 ， 中 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心理健康认识不足 、

关注不够的 问题 ， 造成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严重歧视 。 在思想观念与现实矛盾的冲突下 ，

中 国政府为纠 正公众认知 ， 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 了解 ， 与美国礼来公司开展了为期五年

的精神卫生合作项 目 ，

“

礼来杯
”

健康新闻奖就是项 目 中 的
一

项重要 内 容 。 政府希望通

过设置该奖项 ， 加强精祌卫生议题宣传力度 ， 鼓励更多的记者参与其 中 ， 贡献优质报道 ，

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包括抑郁症在 内 的精神类疾病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对抑郁症议题的报道演进

与 公众对抑郁症的整体认知过程相似 ， 媒体对与该议题的报道也有
一

个循序渐进 、

逐渐丰富的过程 ， 但总体相对受众认知稍微滞后 。 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医学研究领域的期

刊上开始 出现抑郁症相关的文章 ， 就抑郁症的类型 、 临床表现 、 用药治疗等做 出初步探

索 。 ８０ 年代起 ，

一

些健康类报刊和医学杂志上已经比较多地出现抑郁症相关的报道和研

宄 ， 如 《隐匿性抑郁症的治疗 》 （ １ ９ ８４ ） ， 《季节性与非季节性抑郁症的 比较 》 （ １ ９８９ ） 等 ，

开始对抑郁症发病原因 、 病症表现 、 诊断情况和用药指导等进行的 简单的科普和说 明 。

而大众媒体上开始普遍 出现抑郁症报道是在 ９０ 年代 。 陈瑞睿选取大陆媒体 ２ １ 世纪

以来 １ ８ 年间 的抑郁症报道为研究样本 ， 探寻 中 国媒体抑郁症话语 内 容 的发展过程 。 他

在研宄 中表明 ， ９０ 年代起 ， 媒体对抑郁症的报道不断增多 ， 并受到
一

些关键性事件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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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的影响 。 参照陈瑞睿
０
的研宄并结合相关文献 ， 本文大致将国 内媒体对抑郁症的

报道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一

、 第一阶段 （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年 ） ： 初步科普 了解常识

该阶段为媒体报道抑郁症的起步阶段 ， 呈零星增长趋势 。 鉴于公众对于
“

抑郁症
”

的概念比较陌生 ， 媒体多承担着知识普及的角色 ， 对抑郁症病理、 病情和患病原因相关

的知识进行报道 。 这
一

阶段的关键性事件大致有二 ，

一

是 ２００３ 年明星张国荣因患抑郁

症 自 杀去世的事件 ，
二是同年的世界精神卫生 日上 ， 提出

“

抑郁影响每
一

个人
”

这
一

主

题 。 这些事件让公众开始认识到抑郁症及其严重性 ， 抑郁症议题也在社会中传播开来。

二 、 第二阶段 （ ２００５
－２０ １ ４年 ） ： 个案凸显 匡正认知

这十年间 ， 媒体关于抑郁症议题的报道数量持续快速増长 ， 且个案报道突出 ， 内容

越来越丰富 ， 有关明星罹患抑郁症的新闻增多 ， 官员 因贪赃枉法导致压力过大的报道也

常常见诸媒体 ， 抑郁症议题开始受到重视 。 另外 ， 开始出现有关抑郁症导致患者 自 杀的

报道 ，

“

杀人
”

等极端行为也频频见诸报端 ； 科普报道数量稳步增长 ， 受众对于抑郁症

预防与救治相关的信息需求增加 。

同时 ， 随着受众对抑郁症了解的深入 ， 通讯特写 、 深度报道等较有深度的中长篇报

道开始增多 ； 抑郁症议题的话语表达愈来越多元化 ， 受众期望听到不同立场和主体的声

音 ； 随着民间话语的兴起 ， 报道开始注重人文关怀 ， 不少媒体从患者的视角 出发 ， 倾听

患者心声 ， 重视患者的话语表达 。

在这
一

阶段 ，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对抑郁症议题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作为有

强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 他在接受采访时向公众讲述了他的病情和遭遇 ， 帮助公众对抑

郁症建立正确理解和认知 ， 在减少抑郁症污名化上做出 了努力 ， 呼吁更多人关注和关怀

抑郁症患者 。

三 、 第三阶段 （２０ １ ５ 年至今 ） ： 报道丰富 深度挖掘

在互联网和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 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呈现形式越来越多样 ，

移动终端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 。 所以 ， 这一阶段纸质媒体上的抑郁症报道有所

减少 ， 新媒体平台上的报道数量爆发性增长且角度更加多元 ； 报道主题不再聚焦与个案 ，

而是向理性 、 客观的科普型报道回归 。

这
一

阶段 ， 接二连三有明星因抑郁症 自杀 （乔任梁 、 崔雪莉等 ） ， 以及普通民众因

患抑郁症作出极端行为等事件 ， 又
一

次引 发了人们对抑郁症及患者的讨论 。 在事件报道

的 同时 ， 媒体将更多资源放到病因探索 、 影响因素 、 防治方法等方面 ， 以帮助公众消除

①陈瑞睿 ． 中 国媒体抑郁症话语的 内容分析 （ ２０００＞

２０ １ ８ ）［
Ｄ

］
．浙江传媒学

１ ６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刻板印象 ， 褪去对患者的偏见与歧视 ， 为其提供温馨的社会氛围 ， 同时 ， 媒体的知识普

及类报道也提示公众要及时对 自 己的身心健康进行监测和评估 。

美国 Ｒｏｇｅｒｓ 等学者 曾在研究中 ， 对艾滋病议题的健康传播进行了阶段性划分 ， 包

括 ： 传播初期 （艾滋病议题不被重视 ） 、 科学时期 （ 以权威 、 专业性强科普报道为主 ） ，

人性时期 （案例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 ） ， 政治时期 （公共政策方面的议题成为报道重点 ） 。

依此为基准 ， 尽管近年来 ， 我国主流媒体的抑郁症报道总量有所增加 ， 但缺乏深度和温

度 ， 防治主题 占据主要篇幅 ， 呼吁 、 关怀主题较少 ， 同情建设匮乏 。 总的来看 ， 我国媒

介抑郁症议题的传播已初步进入
“

人性时期
”

， 但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 与
“

政治时期
”

还有较大的距离 。

第三节 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相互建构

１ ９２２ 年 ， 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 了
“

拟态环境
”

观点 ， 并认为 ，

“

现实
”

这
一

概念包

含三个方面 ， 这三方面深刻影响着公众的行为 。 具体来看 ，

“

客观现实
”

指独立于人意

识之外的外部存在 ；

“

象征性现实
”

指媒介对信息进行选择 、 加工后展现出来的
“

拟态

环境
”

；

“

主观现实
”

是人头脑中形成的
“

关于外部世界的主观映象
”？

。 这
一

阐述也被

认为是议程设置的思想渊源 。 １ ９７２ 年 ， 麦库姆斯和 肖开展了著名 的
“

教堂山研宄
”

， 并

正式提出 了议程设置理论 ， 认为大众媒体选放的新闻报道在塑造受众对世界的认知上起

着重要作用 。 １ ９８ １ 年 ， 郎 氏夫妇在前人研宄基础上 ， 进
一

步提出 了议题建构理论 ， 他们

发现 ， 在美国 的
“

水门事件
”

的议题建构中 ， 政府 、 媒体 、 公众相互影响 ， 交叉作用 ，

决定 了最终的报道走向 。

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是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的 ，

一

个议题从媒体报道到成为公众的

议题也是需要时间和长期过程的 。 从对抑郁症知之甚少 ， 到逐渐 了解 ， 再到相对重视 ，

媒介的议题设置对受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 而公众对抑郁症议题的广泛关注 ， 又反过来影

响 了媒介议程 ， 最终 ， 有关抑郁症传播的媒介议题与公众议题相互重合、 转化 、 增强 。

一

、 媒体报道推动受众认知发展

２ １ 世纪初期 ， 中 国公众普遍对抑郁症的 了解程度不高 ， 其病症特征 、 社会现状等只

限于医学界知晓 ， 媒体此时 的报道主要是要唤起公众对抑郁症 的
“

认知
”

， 通过对 明

星抑郁症 自 杀事件 、 世卫组织活动主题等报道 ， 多家媒体 的联合报道 ， 反复突 出

重点 ， 使公众
“

不得不
”

对抑郁症进行认知 。

经过持续 的报道和传播 ， 抑郁症 己然成为公众议题 中 的典型议题 ， 在此情况

①Ｂｕｒ
ｇ
ｏｏｎ

’
Ｍ ．

“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ｎ ｓｒａｎ
ｇ
ｅ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 －Ｄ ． ｉｎ  ｔｈｅ  ｌ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Ｄｏｃｔｏｒ

”

丄ａｎｇｕ
ａ
ｇ
ｅ ａｎｄ Ｓｏｃ ｉ ａｌ Ｐ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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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媒介会更加重视对该议题的传播 ， 每
一

个有关抑郁症 的有新 闻价值 的信 息都

会被媒介注意到 ， 并进行进
一

步 的媒介议题设置 ， 报道的角 度和全面性也有所提

升 。 如抑郁症 的 自 测与防治 、 明 星 因抑郁症 自 杀事件 、 个案 中 由抑郁症 引 发 的极

端行为和社会关系变动 、 患者 自 白 、 呼吁关爱患者等 ， 通过反复强调和渲染 ， 强

化受众认知 。 同时 ， 通过传递
“

抑郁症会发生在每个人身边
”

之类的信 息 ， 使得

媒介议题与公众议题共振 。

二 、 公众议题对媒体议題的补充和反向引导

随着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 ， 传播权利下移 ， 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的绝对的话语权 ， 信

息生产流程被重塑 ， 传播渠道也 日 益丰富 ， 同时 ， 受众不再对主流媒体的
“

统
一

声音
”

照单全收 。 对于议程设置而言 ， 既往的
“

媒体设置公众议程
”

已经不是主流趋势 ， 而是

转向 了
“

媒介议程由谁设置
”

的思考 ， 即媒体众多议题中抉择时 ， 受众也根据 自 己的判

断和评估 自 行进行议题设置 ， 进而对媒体议题的选择产生影响 。 例如 ， 媒体在新闻 中报

道 了抑郁症的发病率 、 政府官员 的非正常死亡、 普通抑郁症患者的极端行为等 ， 受众在

接触到这些信息后产生了
一

定程度重要性的认知且具备了心理接近性 ， 随后便产生了

“

如何预防 、 治疗抑郁症
”

、

“

如何与抑郁症患者相处
”

等更进
一

步的认知需求 ， 并通常

会通过转发 、 评论等方式表达出对抑郁症治疗信息的需求 。 此外 ， 抑郁症患者 自 身也会

在网络公共空间积极寻求话语权 ， 通过个人社交账号表露心声 ， 对 自 己面临的病情和困

境进行描述 ， 或是在媒体账号的评论区发表 自 己的看法 ， 引发第二层级传播 ， 对媒体抑

郁症议题报道的视角缺位进行了弥补 。

“

调侃戏谑
”

作为
“

鼓励他人
”

的反向认知 ， 也常会在媒体报道的评论区中 出现 ，

一

些用户会发表非理性的言论或进行情绪宣泄 。 虽然这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规范缺失

有关 ， 但这些嘲讽性言论能够表明 ， 媒介在设置抑郁症议题时存在偏颇 ， 导致受众没有

对该议题形成正确认识 。 这也提醒媒体在接下来的议题建构中要进行及时调整和优化 ，

加强舆论和认知 引 导 。

综上所述 ，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两者互动 ， 相互影响 。

一

方面媒介议题在
一

定程度

上强化公众议题 。 媒体通过真实 、 客观的报道树立权威性和可信度 ， 引导公众的认知 。

另
一

方面 ， 公众议题对媒介议题的设置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 在媒体与受众的互动中 ， 既

直接体现了媒体在某些层面报道的缺位 ， 使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出现了 明显偏差 ， 又给

媒体接下来的相关报道提供了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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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流媒体的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采集

本章研宄对象选取的是 《人民 日报 》 微博、 微信 、 客户端三个平台在 ２０ １ ７－２０２ １ 年

收录的有关抑郁症的报道 。

人民 日报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Ｄａｉ ｌｙ ） 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 创刊于 １ 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 ５ 日 。

人民 日报不仅是党和人民的耳 目 喉舌 ，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 记录社会变迁 、

变革 ， 同时也是中 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传递中 国声音的重要窗 口 。 长期 以来 ， 人民 日

报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对其他媒体的舆论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指导意见发布 以来 ， 人民 日报大力推进媒体融合的步伐 ， 以
“

移

动优先
”

战略为核心 ，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 ２０ １ ５ 年 ， 人民 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成立 ，

建立新媒体传播矩阵 ， 实现全方位用户覆盖、 全天候延伸传播和多领域服务拓展 。 截止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 人民 日 报法人微博拥有 １ ．４８ 亿粉丝 ， 在媒体类微博中排名榜首 ； 人民 日

报微信公众号汇聚 ４０５０ 万用户 ， 在各类公众号中影响力居首位 ； 人民 日报客户端依托

技术支撑不断更新换代 ， 形成以客户端为核心的移动传播新格局 。

综上 ， 人民 日报的
“

两微
一

端
”

平台不仅能够充分代表主流媒体的声音 ， 而且在互联

网发展的大背景下 ， 其传播形式和 内容在媒体融合的实践中更加灵活和丰富 。 本研宄拟

用
“

抑郁
”

、

“

抑郁症
”

为关键词进行样本初步筛选 ， 以
“

篇
”

、

“

条
”

为分析单位 ， 即每
一

篇

抑郁症报道 、 每
一

条博文或推送为
一

个分析单位进行样本采集 ， 人工剔除主题偏离的报

道 、 重复报道 、 目录等 ， 共得到样本 ９２ 条 ， 其中微博 ５２ 条 ， 微信 ２ １ 条 ， 客户端 １ ９ 条 。

（ 因为人民 日报客户端平台为融媒体信息平台 ， 有地方媒体号的进驻 ， 因此对于该平台 ，

只采集首发于客户端或人民网的样本 ） 。

本章的数据分析工作用澳 门互联网协会张荣显老师开发的 Ｄ ｉＶｏＭｉｎｅｒ？公益计划研

宄版进行 。

第二节 类目建构

本文参考了臧国仁的框架理论模型
？

， 吴梦梦
＠
和李欣萌蒙

＠
在研究中对抑郁症报道

的类 目 建构方法 ， 最终将具体类 目 做 出 以下划分 。

①臧国仁 ．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一￣ ＾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
Ｊ
］

． 台北 ： 三民书局 ，
１ ９９９ ．

②吴梦梦 ． 媒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 国媒体抑郁症报道研宄 ［
Ｄ

］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７ ．

③李欣蒙 ． 抑郁症的媒介话语与媒介形象研宄 ［
Ｄ

］
． 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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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抑郁症雌类目建构

（

一

） 报道数量／频次

本文统计了人民 日报微博 、 微信 、 客户端三个平台上在 ２０ １ ７
－２０２ １ 年所发布的有关

抑郁症的报道 。 以每年的 １２ 月 ３ １ 日 为
一

个计算节点 ， 分为 ２０ １ ７－２０ １ ８ 年 、 ２０ １ ８
－２０ １ ９

年 、 ２０ １ ９－２０２０年 、 ２０２０－２０２ １年 、 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２年５个阶段 。

（二 ） 报道主题

本文将报道主题分为 以下六类 ：

１ ．个案报道 ： 抑郁症患者所涉事件的报道或个体人物报道 ；

２ ．现状与知识普及 ： 与抑郁症相关知识告知有关的报道 ；

３ ．预防与治疗 ： 抑郁症的 自测 、 预防和治疗方法方面的的报道 ；

４ ．科学研宄 ： 与抑郁症的最新科研成果有关的学术类报道 ；

５ ．政策公告 ： 由政府部门发出 的有关抑郁症的法规、 政策和指导意见 。

６ ．其他 ： 不属于 以上五种类型的报道 。

（三 ）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指新闻信源的出处 ， 能够反应媒体的专业水准 。 本文根据研宄需要 ， 将消

息来源作出 以下划分 ：

１ ．官方机构 ／人员 ： 官方权威组织及发言人 ， 如政府单位 、 民间组织基金会等民间组

织、 世界卫生组织 、 联合国等 ；

２ ．名人 、 专业机构／人员 ： 在某
一

领域有
一

定话语权和知名度的团体或个人 。 如医疗

院所、 调研机构 、 高校科研人员等 ；

３ ．媒体 ： 拥有新闻采编权的媒体机构和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许可证的网站 ；

４ ．患者 、 家属及亲友 ： 与抑郁症患者接近的人群 ， 如亲友 、 同事 、 邻居等 ；

５ ．网络 ： 未经官方确认的来源于互联网的信息 ， 如微博 、 帖子 、 评论等 ；

６ ．不明确 ： 没有标明 出处或模糊 引用 的信息 ， 如
“

据悉
”

、

“

据知情人爆料
”

等 ；

７ ．其他 ： 不属于 以上六类的消息来源 。

（ 四 ） 报道形式

１ ．纯文本报道 ；

２ ．图文 ： 以文字为主 ， 配有与主题相关新闻 图片的报道 ；

３ ．图片 ： 图片新闻报道 ， 包括可视化长图 、 新闻漫画 、 图解报道等 ；

４ ．视频 ： 以视频为主要呈现形式 ， 辅之以短文案或图片的报道 ；

５ ．新媒体报道模式 ： 以技术为支撑 ， 依托移动终端传播的新兴交互式报道形式 ， 如

Ｈ５ 、 条漫 （ 多格长条形画面叙事 ） 等 ；

６ ．广播 ： 以主持人和播音员 口播、 采访录音或新闻 同期声为主的报道形式 ；

７ ．直播 ： 与现场事件发展同步制作和播出 的报道形式 ， 包括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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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报道体裁

１ ．消息 ： 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篇幅短小精焊 ；

２ ．通讯 ： 运用记叙 、 描写 、 议论等多种写作手法 ， 对新闻事件或人物进行具体形象

地描述 ；

３ ．专访 ： 针对特定事件 、 主题或人物进行采访后形成的长篇报道 ；

４ ．评论 ： 评论员针对某
一

事件发表的观点和看法 ， 包括社评 、 综述 、 评述 、 读者来

信 、 专栏文章等 ， 具有
一

定的导 向性和舆论引 导的功能 ；

５ ．特稿 ： 深度报道 ， 多用来揭露事件的本质 ；

６ ．其他 ： 无法进行上述归类的报道体裁 ， 如微博的转发配文等 。

（六 ） 报道框架 ：

框架分析常被用于研宄媒体如何生产新闻 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中 。 本文根据研宄需

求 ， 将抑郁症报道的新闻框架 了 以下划分 。

１ ．故事性框架 ： 以事件报道为主 ， 突 出其中 的冲突性与戏剧性 ；

２ ．医学事实框架 ： 以医学事实为主 ， 包括与抑郁症相关的病理知识 、 学术研究等 ；

３ ．责任归因框架 ： 以归纳抑郁症患病原因为主 ， 包括社会、 家庭和个人因素 ；

４ ．疾病困境框架 ： 以患者遭受的病痛和不幸为主 ， 包括生活 、 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外

界的误解与歧视 ；

５ ． 呼吁性框架 ： 有
一

定的号召 目 的 ， 媒体期望通过报道唤起公众、 政府或社会对抑

郁症及患者的重视 ， 并给予相应的理解 、 关爱和支持 。

二 ｖ 抑郁症患者形象类目軸

（

一

） 患者的人 口统计学类 目

性别 ： 男 、 女 、 不明确 ；

年龄 ： １ ８ 岁 以下 、 １ ９－

３４ 岁 、 ３ ５ －４９ 岁 、 ５０－６４ 岁 、 ６５ 岁 以上 、 不明确 ；

职业或身份 ： 国企 、 事业单位 、 国家公职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 、 教师 、

职工等脑力工作者 ， 医生 、 律师 、 教师等需执证上岗 的工作 ） ； 企业家 、 个体工商户 ；

白领 ； 工人 ； 名人 ； 在校学生 ； 农民 ； 自 由职业 ； 无职业 ； 失业者 ； 其他 ； 不明确 。

在研究中没有 出现的职业不再统计在分析结果中 。

（二 ） 患者行为

１ ．抑郁症临床表征 ： 指患者的病症显露 ， 如情绪低沉 、 食欲下降 、 嗜睡或失眠等 ；

２ ．极端行为 ： 指患者受病情影响采取的 自 杀 、 自残 、 杀人或伤人行为 ；

３ ．怪异行为 ： 指患者受病情影响采取的非预期 内 的异常行动 ， 如离家出走 、 裸奔 、

自 言 自语等 ；

４ ．积极治疗 、 乐观面对 ： 指患者正向面对病情的行为 ， 包括 自我心理调节 、 主动就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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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 积极寻求帮助等 ；

５ ．消极面对 ： 指患者逃避病情的行为 ， 包括滥用药物 、 沉迷游戏 、 自怨 自艾 、 拒绝

就医等 ；

６ ．不明确 ： 指报道中未交代患者的具体行为 。

若在报道中 同时出现两种及 以上的患者行为 ， 则选取最契合主题 、 或最高频出现的

类 目进行统计 。 若出现次数相等 ， 则采用混合模式计数 。

（三 ） 病情程度 ：

本文参照医学诊疗中病理层面的划分依据 ， 将患者的病情分为 １ ．轻度抑郁 、 ２ ．中度

抑郁 、 ３ ．重度抑郁三个类 目 ；

根据病因和发病情况 ， 分为 ５ ．更年期抑郁症 、 ６ ．产后抑郁症 、 ７ ．复发性抑郁症 、 ８ ．

微笑抑郁症等四个类 目 。 样本中未出现的类 目不再计入分析范围 。

９ ．不明确 ： 指报道中没有对患者的病情作 出 明确交代 。

（ 四 ） 患者结局 ：

本文将报道中抑郁症患者的结局分为 １ ． 自杀死亡 、 ２ ． 自 杀获救 、 ３ ．犯罪 、 ４ ．治愈 、 ５ ．

其他 、 ６ ．不明确六个类 目 。

第三节 主流媒体的抑郁症媒介形象分析

一

、 主流媒体抑郁症报道内容分析

（

一

） 报道数量 ： 总体较少 未形成稳定关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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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微博 ＜＞ 客户鑲 ￣〇 徵信

１ ５

３
一

，



０ １ ： ｔ
 ＂

 ｉ ！

￣

 ｉ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 ８ ２ ０ １ ９ ２ ０ ２０ ２０２ １

图 ２ －

１ 三平台报道趋势

从统计数据来看 ， ２０ １ ７
－２０２ １ 年五年间 ， 人民 日 报三个平台上有关抑郁症的报道总

体报道量不大 ， 且年份波动明显 。 微信公众号平台在 ２０ １ ７ 年至 ２０ １ ９ 年报道数量增长较

快 ， 达到峰值 ， 而 ２０ １ ９ 年之后又迅速回落 。 客户端在 ２０ １ ７ 年报道数量最多 ， ２０ １ ８ 年报

道数量大幅下降后又逐年缓慢攀升 。 微博平台较于前两者在报道总量上较多 ， ２０ １ ８ 年达

到峰值 ， 总体处于波动状态 。 可见人 民 日 报对于抑郁症话题并未形成稳定关注 。

发布平台

微博徵信客户端总数

２ ０ １ ７ １ ０ １ ８ １ ９

２０ １ ８ １ ３６ １ ２０

２ ０ １ ９ １ ２ １ ０ ２ ２４

Ｂ期

２０ ２０ ７ ２ ３ １ ２

２ ０ ２ １ １ ０ ２ ５ １ ７

总数 ５ ２ ２ １ １ ９ ９ ２

表 ２ －

１ 三平 台报道数据统计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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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 ２０ １ ９ 年 ，

“

韩 国女星雪莉因患抑郁症在家 中 自 杀
”

事件使得抑郁症话题被广

泛关注并冲上热搜 ， 但 由数据可知 ， 除了 人 民 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外 ， 其他两个平台对与

该议题的报道并没有明显地上升 ， 可见媒体议题设置存在脱离受众的情况 ， 媒介议程与

受众关注的议题并不
一

致 。

（ 二 ） 报道主题 ．

？ 类型分化 科普类报道居多

发布平台

ｍｍ徵ｍ客户端

现状和莉识普及 ２ ９６ ５ ． ９ １ ％７ １ ５ ． ９ １ ％８ １ ８ ． １ ８％

个案报道 《累件 、 人物报道 ） １ ５ ５ １ ． ７ ２％ １ １３７ ． ９ ３％３ １ ０ ． ３ ４％

预防与治疗 ４６６ ． ６７％－－ ２３ ３ ． ３ ３％

报道主題

其他 ３５０ ． ００％，
－ ３５０ ． ００％

政策公告 １ ２０ ． ００％２４０ ． ００％ ２４ ０ ． ００％

科学研究－－ １５０ ．００％ １５０ ．００％

表 ２ －２ 三平 台报道主题数据

报道主題分布

麵 ， 客户＿ 麵 微信

參？
   

Ｉ
Ｉ

■麵
１ ０Ｈｂ

〇ＪＬ ＪｊＬＪｊｉ — ｊｌ—

图 ２ －２ 三平台报道主题分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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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 人民 日报有关抑郁症报道中 ， 最主要的主题与 目 前抑郁症的社会现状和

知识普及相关 ， 其次是个案报道 。 具体而言 ， 在现状和知识普及报道上 占 比最多的微博 ，

达 ６５ ． ９％
； 微信在该方面的报道数量最少 ， 占 比仅为 １ ５ ． ９％ 。 在

“

个案报道
”

指标上 ，

微博和微信平台发挥 了较多的叙事作用 ， 分别 占 ５ １ ． ７％和 ３ １ ．９％ ， 客户端的讲述功能明

显较弱 ， 占别仅 １ ０ ． ３％ 。 在
“

治疗和预防
”

主题上 ， 微博居前 ， 占 比 ６６ ． ７％ ， 而微信则

没有涉及过该主题的报道 。 在
“

政策公告
”

和
“

科学研究
”

指标上 ， 微信和客户端报道

数量均持平 ， 两者在两个主题中分别 占别 ４０％ 、 ５０％ ， 微博则基本不涉及这两方面的 内

谷 。

可 以发现 ， 在人民 日 报抑郁症报道的主题上 ， 各个平台更侧重于抑郁症常识的传递 ，

起到 了 很好的告知作用 ， 并且多从宏观的社会层面进行叙事 ， 对整个抑郁症群体或潜在

群体进行关注 ， 弱化了个案报道 ， 这与市场化媒体或 自媒体关注个体的倾向是不 同 的 。

立足与健康传播角度 ， 人民 日报在抑郁症知识科普和治疗发现上做的较为 出 色 ， 这有利

于 向受众传达科学 、 正确 的医学知识 ， 扫除无知和愚昧 ， 对受众的错误认知进行引 导和

纠正 。

（三 ） 信息来源 ： 多权威信源 患者失语凸显

消息采源数茧，

嫁洋 ３ ７４０ ． ２ ２％

名人 、 专业人员／组织 《医生 ． 医院 ， 医疗执构 、 医药公司 、 研究所 、 谲查机构 ｝ ２ １２２ ．８３％

官方组ＩＲ （政 Ｓ方 ■ 卫玍蕻ｎ ） １ ８ １ ９ ． ５ ７％

本裉 ７ ７ ． ６ １ ％

不明键 ４ ４ ３ ５％

莫蝕 ２ ２ ． １ ７％

病患 、 證者家Ｍ及周边人Ｍ ２ ２ ． １ ７％

网絡 １ １ ． ０ ９％

表 ２
－

３ 三平台报道消 息来源数据

由数据可知 ， 人民 日 报抑郁症报道的信息来源多为媒体 ， 占 比达 ４０ ． ２％ ， 这与微博 、

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属性有关 ， 平台 的作用不仅仅是发布原创 内 容 ， 也会大量转载或 引 用

其他媒体 已经确认过的信息来组织报道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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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占 比较大的信息来源是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名人或专业组织 ， 达 ２２ ． ８ ３％ 。 沃尔

等学者 曾在研究中指 出 ， 由于医学类议题的专业性较强 ，

一

般新闻工作者难 以在短期 内

对抑郁症有
一

个全面而深入的 了 解 ， 因此在报道中 ， 通常会从专业的医疗机构或医护人

员 那里获取信息 ， 以保证报道的准确性 ，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也印证 了这点 。

官方部 门是人 民 日报抑郁症报道的第三大信息来源 ， 占 比 １ ９ ． ５ ７％ 。 这个结论与先

前学者布拉德所得 出 的结论的类似 ， 他指 出 ， 精神疾病的报道与其他疾病的报道存在着

很大的不 同 ， 关于精神疾病的新闻报道往往有血性和暴力元素 ， 并且经常会 出现政府官

员或警察的形象 。 总的来看 ， 人 民 日 报在报道中对信息来源的把关 比较严格 ， 笔者将几

个权威 口径或能够求证的信源合并 （媒体 、 名 人 、 专业人员 ／组织和官方 ） ， 信源 占 比为

８２ ． ６％ 。 由此可见 ， 主流媒体在传播中较好确保 了报道的真实性 。

消息来源分布表

？ 键唱徽信 客户議

２５

２０
■

图 ２－

３ 三平台报道消息来源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 ， 客户端 出现了 的
“

本报
”

信源 ， 占 比 ７ ． ６％ ， 这与其评论类的报道

体裁有关 ， 多为本报评论的原创性 内 容 ， 发表对于抑郁症议题和现状的
一

些看法和观点 。

然而数据显示 ， 三个平台 的抑郁症报道中对患者的采访都非常稀缺 ， 微信和客户端相加

占 比仅 ２％ ， 说明大部分抑郁症报道存在患者失语的情况 ， 患者的经历和心声没有被很

好传达 出来 。

（ 四 ） 报道形式 ： 多 图文报道 尝试新媒体传播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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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形式数茧

１１文 ４ ２ ４ ５ ． ６５％

视＿ ２ １ ２ ２ ． ８ ３％

辣文； １ ０ １ ０ ． ８ ７％

图片 《图解 、 濩■ 、 苟幾化长图 ） Ｓ ８ ． ７０％

圏文 、 视频 ４ ４ ． ３ ５％

广播 ４ ４ ． ３ ５％

条溪 、 Ｈ ５ １ １ ． ０３％

直＿ １ １ ． ０ ９％

表 ２ ＞４ 三平 台报道形式数据

报道形式分布

？ 嘈博
：

微信 Ｍ 客户端

２０

ｉｉ



Ｉ

５

｜｜｜ＩＩ

ｌＵ ｊｉ ｌ ｉ ｌ■Ｉ

？导 令脅 令
知 ％

图 ２ －４ 三平 台报道形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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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 日报抑郁症报道的形式上来看 ， 传统图文报道仍是最主要的呈现方式 ， 占 比

４５ ．６５％ ， 视频和纯文字的报道形式排二三位 ， 分别 占比 ２２ ．８％ 、 １ ０ ．９％ 。 具体来看 ， 微

信平台相对传统 ， 报道类型较为单
一

， 以图文和图文＋视频的形式为主 ； 微博 以 图文 、

图片和视频为主 ； 客户端则 以图文和广播为主 ， 广播形式源 自于
“

睡前聊
一

会
”

和
“

新

闻播报
”

栏 目 。

但可以看到 ， 近年来 ， 在传统文字和图文的基础上 ， 人民 日报也会选择
一

些新兴的

融媒体报道形式 ， 其中 ， 漫画形式 占比 ８ ． ７％ 、 条漫或 Ｈ５ 占 比 １ ． ０９％ 、 直播占 比 １ ．０９％

等 ， 例如在微信报道 《【荐读 】 抑郁症患者到底经历 了啥 ？ 这组催泪漫画告诉你答案 》

中 ， 作者运用条漫的形式将抑郁症患病过程 、 患者的心路展现出来 ， 增加 了新闻的易读

性和趣味性 ， 更容易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 ； 在客户端直播节 目 《 闹情绪还是抑郁症 ？ 医

生教你调节情绪 良方 》 中 ， 记者和专业精神科医生面对面对话 ， 将抑郁症知识和质量方

法用浅显易懂的形式告知给受众 ， 并及时对直播中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 让用户 的

沉浸感与互动感大大増强 。 多样化的报道形式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 让受众对抑郁症

及患者的处境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 ， 使受众对其产生共情心理 。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 ， 融媒体的报道形式大大拓宽 了信息传播的渠

道 ， 特别是医学科普类的专业报道 ， 更应利用好 ＶＲ、 ５Ｇ 、 短视频等新兴形式 ， 降低受

众对报道的理解难度 。

（五 ） 报道体裁 ： 以特稿为主 消息和通讯并重

就报道类型而言 ， 由于微博的大部分报道以视频为主 ， 承载和呈现信息较多 ， 加之

微信和客户端的深度解读类稿件 ， 所以从总体数据来看 ， 特稿是人民 日报三个平台最主

要的报道体裁 ， 占 比达 ５６ ． ５％ 。 其次 占 比较多 的是消息和通讯 ， 分别 占 比 １ ５ ．２２％和

１ ３ ．０４％ 。 评论体裁虽然 占 比不大 （ ５ ．４３％ ） ， 但该体裁能够很好地传递正确的疾病观和价

值观 ， 破雾去魅 ， 并进行舆论引 导 。 如评论文章 《把失落的尊严还给病人 》 、 《抑郁症筛

查纳入学生体检 ： 帮孩子不受那只黑狗的侵扰 》 等 ， 犀利地指出 了 当前社会对抑郁症的

偏见和误解 ， 对受众认知进行了 良性引 导 。

具体来看 ， 微博平台 因为多发布视频 、 图解等报道 ， 特稿类型的报道尤为突出 ， 占

比达百分之 ３ ３ ． ７％ ， 其次因为便捷的转发 、 评论功能 ， 消息体裁 占据第二位 。 微信平台

的特稿 以事件报道为主 ， 其次是通讯 ， 分别 占 比 １ ６ ． ３％ 、 ６ ． ５％ 。 客户端各个类型的体裁

分布相对均衡 ， 评论成为该平台的的特色 ， 占 比达 ４ ． ３％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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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体裁

特稿通讯消悤其他评论专访

徹博３ １２ １ ０６ １ ２

发布平台徵倍 １ ５６－－－－

客户端６ ６ ２ １ ４ －

表 ２ －５ 三平台报道体裁数

报道体裁分葙

？ 徵博
’

徵信 ＿． 客户＿

３５

３ ０

■

２５

｜

———

Ｉ
ｉ ｓｍ

ｍ
－

１ ０

＿■

５

ｌ
：

Ｉ１ １ｊ｜■

Ｊ ：


Ｉ

…Ｊｉ．—

．



特稿通讯消息其饱评论专访

图 ２ －

５ 三平 台报道体裁分布

总之 ， 在人 民 日报有关抑郁症的报道中 ， 体裁类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但过于简短

的新闻往往会导致信息单薄 ， 塑造的抑郁症形象也相对片面 ， 专访和特稿数量的增多 则

有助与深入挖掘素材 ， 形成丰富饱满 、 角度多元的媒介形象 。

（六 ） 报道框架 ： 重医学框架 呼吁性框架较少

数据显示 ， 在 目 前人民 日报
“

两微
一

端
”

的抑郁症报道中 ， 医学事实框架是最主要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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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框架 ， 占 比 ５ １ ． １％ ， 占 比第二多 的故事性框架 ， 达 ２ １ ． ７４％ ， 疾病困境类框架最不

受到重视 ， 采用频率最低 ， 仅 占 ４ ． ３％ 。

报道框架数Ｍ

医学華实 ＊
１架 ４ ７ ５ １

． ０９％

故寧 ２０ ２ １ ． ７ ４％

贾任归因框桀 ９ ９ ． ７ ８％

其戗 ７ ７ ． ６ １ ％

睜盱性屯奕 ５ ５ ． ４ ３％

疾病函境框架 ４ ４ ． ３ ５％

表 ２ － ６ 三平台报道框架数据

报道框架分布

Ｍ 镇博 ＩＩ ：
客户端 ＆ 徵信

疾病困境框架 Ｉ

ｔ－ ｌ ！

丨 丨

丨 丨

；

呼盱性框架

冥他 丨Ｖ

贾任 ｉ
ａ因框架 二

１ ！ ！

故事性框架 ．

ＢＢａａａＭＨｉｉａｉｉｉｉ
４ Ｉ ； ； Ｉ ：

医学事实框架
；

０ ５ １０ １ ５ ２０２ ５ ３０ ３５

图 ２ －６ 三平 台报道框架分布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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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看 ， 微博是三个平台 中使用医学事实框架最多的 ， 远超过微信和客户端 ， 原

因在于平台海量性 、 短平快的特点 ， 能够更加灵活迅速地传递政策信息 、 进行抑郁症知

识的普及 。 微信平台更善于用故事性框架讲述个案 ， 但或多或少存在夸张 、 猎奇的情况 。

责任归 因框架和呼吁性框架分别 占 比 ９ ． ８％和 ５ ．４％ ， 但人民 日报客户端 中还没有 出

现疾病困境框架建构下 的报道 ，

一

定程度上表明对患者本身的关注度不够 。

总结来看 ， 人民 日报作为主流大报 ， 比较注重抑郁症知识普及和患者匡扶救助方面

的报道 ， 如 《抑郁症并不遥远 ， 笑容可能只是他们的伪装 》 、 《【健康 】

“

我也 曾想过
一

了

百 了
”

》 、 《 【健康侦探 】 抑郁症并不
“

小众
”

！ 》 等 ， 均体现 出人 民 日报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

力图扩大受众对抑郁症的认知面 ， 并给予抑郁症患者
一

定社会关怀 。

二 、 主流媒体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呈现分析

（

一

） 患者性别 ： 女多 男少 警惕性别歧视

性别数呈

女 １ ６ ５ １ ． ６ １ ％

勇 １ ２ ３８ ． ７ １ ％

不明 ＿ ３ ９ ． ６ ８％

表 ２ －７ 三平台报道中 的患者性别数据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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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的患者性别分布

男 女 ？ 不明鴒

Ｉ ！ Ｉ

＼ｍｍｓｍｍ ！ ］ Ｉ ＼ ＼

客户＿
＇

辽
：

：觀ｉ Ｉ

徵信
．

．

ａ ｉ

－

ｃ

／

＾
＞

 ｖ  ｓ
？ 兮

５欠＂ ＞
？
＇

， ，

－ 
； ｖ 

－

 ｖ ．
＇

 ｓ ＜ 
＇

＇

 ｆ；

＇ ＾ ＇

，／
＇ ＾

；

＾
，

＇

， ｙ
－

，

ｖ
＇

．

－


＇

Ｊ

ｊｊｊｆ Ｉ ｜ Ｉ ！

Ｊ
ＨＨＨ

｜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图 ２ －

７ 三平台报道 中 的患者性别分布

虽然三个平台有关抑郁症患者的报道中 明 确交代患者性别 的并不多 ， 但在有效数据

中 ， 可 以看出总体 以女性患者居多 ， 女性患者 占 比 ５ ６ ． １％ ， 男性患者 占 比 ３ ８ ． ７％ 。 尤其

微信平台强化了女性的患病 比例 ， 以孕期 、 哺乳期女性居多 ， 而微博和客户端上男性患

病的 比例略大于女性 。 这样的 比例分布与现实情况相符 ， 《 ２０ １ ９ 中 国抑郁症领域 白皮书 》

数据表明 ， 在我国女性群体中 ， 抑郁症较为高发 ， 为 ５ ． １％ ， 而男性患病率为 ３ ． ６％
； 在

抑郁症防治中 ， 应给予孕产妇 、 青少年 、 老年人 、 高压职业人群等重点关注和关怀 。 故

关注女性尤其是孕产妇是关注抑郁症议题的题 中应有之义 。 但在报道中 ， 媒体应尽量避

免对患者性别 的刻意强调或弱化 ， 以免 引 起受众对患者的性别歧视 。

（二 ） 患者年龄 ： 青中年多 低龄特征显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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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数呈▼

１ ８
－

３ ４
岁 １ ８ ５ ８ ， ２ ５％

不明确 ７ ２ １ ． ８ ８％

１ ８岁 以下 ３ ９ ． ３８％

３ ５
－

４ ９岁 ２ ８ ． ２ ５％

５０
－

６ ５
岁 １ ３ ， １ ３％

６ ５岁 以上 １ ３ ， １ ３％

表 ２ －

８ 三平台报道 中 的患者年龄数据

报道中患者年龄分布

？ 銥信徵博 ＿ 客户遄

６５岁 以上

５０－６ ５岁
：

３５
－４９岁

…

１ ８岁 以下

一
■ ： ！

不 日＾确
丨

１ ８
－

３４岁
（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图 ２ －

８ 三平台报道 中 的 患者年龄分布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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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表 明 ， 在人民 日报三平台 中 ， １ ８
－

３４ 岁 的青中年是最经常 出现在报道的群

体 ， 占 比 ５ ６ ． ３％ ， 其次是不明确或未交代患者年龄 ， 占 比 ２ １ ． ９％ ， 再次是 １ ８ 岁 以下的未

成年 ， 占 比 ９ ．４％ ， 这样的分布与现实中 易 患抑郁症的人群年龄段享符合 。 据 《心理健

康蓝皮书 》 显示 ， 我国焦虑程度最高的年龄段为 １ ８
－

３４ 岁 ； 在青少年 中 ， 抑郁症患病率

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４ ． ６％ ， 有 ７ ．４％的青少年患有重度抑郁 。 统计结果中未成年抑郁报道的

比例增加也体现出人 民 日 报报道贴近现实 、 关心群众的特点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年龄不明确的患者 占 比超过两成 ， 会造成新闻表述不全面 ， 人物

刻画不精细 、 不生动的 问题 ， 使得受众不能掌握患者的全貌和特质 ， 因而影响对于抑郁

症患者这
一

群体的把握和理解 。

（三 ） 患者身份 ： 身份模糊 标签化建构倾 向

职业数星

不購饞 １ ０３ １ ． ２ ５％

学生 ９ ２ ８ ． １ ３％

专业技术入才 ３９ ． ３ ８％

全＿３？ ３ ９ ． ３ ８％

Ｘ／＼ ３９ ． ３ ８％

自 由职业 ２ ６ ． ２ ５％

专业技本人才 （医生 ￣
＞

掌师 、 教＿等需 ？Ａ政上 岗的工作 ） １ ３ ． １ ３％

无织业 １ ３ ． １ ３％

表 ２ －９ 三平 台报道 中 的 患者职业数据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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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患者职业分布

？ 鸳博 客户竊 ？ 撇信

无职 ｉｉ

１

Ｉ

一

■￡

专 ｉｔ技术人才 （医生 、 律师 、 教师等需执政上岗的工作 ）

｜

自 由觀业
｜

一

自
工人

麵

全 ＩＲ妈妈
丨

专
？

並技术人万

丨
： ：越

学生
’

ｒｖ ，

不明确 證

０ １２３４５６

图 ２ －９ 三平 台报道中 的患者职业分布

数据显示 ， 人民 日报的报道中没有身份指 向的 患者比例突 出 ， 占百分之 ３ １ ． ２ ５％ ，

这与人民 日报较多采用 医学事实框架叙事有关 ， 弱化个人的具体行为 ， 但个人信息的不

明确反映 了新闻报道的事实模糊情况 ， 不利于受众全面 了 解抑郁症患者 。

此外 ， 与商业媒体不同 ， 报道中 明确提及的患者职业并不多样 ， 而是聚焦于
“

学生
”

、

“

专业技术人才
”

、

“

全职妈妈
”

几种特定身份 ， 依次 占 比 ２８ ． １％ 、 １ ２ ． ５％和 ９ ．４％ ， 特别

是微信平台 ，

“

学生
”

和
“

全职妈妈
”

的 出现频次超过六成 以上 。

以上数据说明 ， 在抑郁症患者身份的建构上 ， 人 民 日 报虽然尽量保证客观 ， 使报道

主体与现实中 需要重点进行抑郁症防治的群体保持
一

致 ， 但仍然倾向于给患者贴上特定

的
“

标签
”

， 强化 了受众对其认知 的刻板印象 。 同时 ， 过多 的身份不明确情况有悖于新

闻 的专业精神 。

（ 四 ） 患者行为 ： 极端消极 正 向行为被忽视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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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数Ｍ

极＿行为 （ 自残 、 目 杀 、 伤入或杀入 ） ２ １６ ５ ． ６ ３％

抑Ｗ症症状表现 ４ １ ２ ， ５０％

积极治疗 、 乐观画对 ４ １ ２ ． ５０％

不購 ｉＳ １３ ＝  １ ３％

极纖行为 （目残 、 §杀 、 伤入或杀Ａ ）＜ 怪异 １ ３ ． １ ３％

扱＿行为 （ 目残 、 自杀 、 伤人或杀人 ） 、 消 ？及 １ ３ ． １ ３％

表 ２ －

１ ０ 三平台报道 中 的患者病情数据

报道中患者行为分布

．

徵博 ？ 客户鐘

１
丨

丨
ｉ ｉ ；

极端行为 （ 自残 、 自杀 、 伤人或杀人 ＞ 、 消极

极端行为 （ 自残 、 自杀 、 伤人或杀人 ） 、 怪异
＿１

不明确 ｆｃｊ
； ； ＊ ｊ

｛ Ｉ ＊ ｊ ；

—
 ｔ．

？ ＊

 ｔ ） ） ｔ ！

积极治疗 、 乐观面对

ｊ ｊ ｉ ｉ ｉ

抑郁症症状表现
＇

ｍｗ

极議行为 《 自残 、 自杀 、 伤人或杀人 ） ，

０２４６８ １ ０

图 ２ －

１ ０ 三平台报道 中 的患者行为分布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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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统计数据显示 ， 在人物报道中 ， 抑郁症患者的 自 杀 自 残等极端行为是人民 日报

三个平台报道频率最高的话题话题 ， 将所有负面指标相加 ， 占 比高达 ７ １ ． ９％ ， 但呈现患

者的病症表现和积极对抗病魔形象的报道相对较少 ，
二者均 占 比 １ ２ ． ５％ 。

“

无明显症状
”

的报道量为零 。

具体来看 ， 微信和微博的极端行为话题明 显较多 ， 占 比均为 ３ １ ． ３％ ， 其中微博更偏

向于将极端行为和怪异行为 、 消极应对等负面表述结合运用 ， 营造 出 患者的极端失常现

象 ； 客户端则相对偏 向 中立 、 积极的呈现方式 ， 多为陈述患者病情 ， 表现患者积极抗争 ，

走出抑郁 阴霾 的乐观形象 ， 如报道 《 ９０ 后妈妈产后抑郁 ， 她给整条街的栏杆织上
“

毛衣
”

，

太可爱 了 ！ 》 《精巧又治愈 ！ ＃抑郁症小伙做木偶机走 出低谷＃ 》 ， 传达 了抑郁症患者努力

自 救 ， 带动他人的阳光
一

面 。

从整体上看 ， 人 民 日 报在选题上相对克制 ， 将
一

部分媒体资源投入到抑郁症患者多

面形象的建构中 。 然而 ， 受流量思维的影响 ， 在对抑郁症患者的报道中也存在为博眼球

的情况 ， 过于突 出 患者的
“

精神失常
”

和极端负面行为 。

（ 五 ） 患者病情与结局 ： 结局悲惨 被遗忘的病史

发布平台

徴博徴倍客户端

不明确 １ ３６ １ ． ９０％７３ ３ ． ３ ３％ １４ ． ７ ６％

重度抑郁 ２５０ ． ００％２５ ０ ． ０ ０％－－

病情

产后抑郁－ ４８０ ． ０ ０％ １２ ０ ． ００％

复发性抑郁症－－

－ １ １ ００ ． ００％

表 ２
－

１ １ 三平台报道中 的患者病情数据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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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患者病情分布

＿ 省博 ｇ铵信 ？ 客户端

１＝＝二
３

｜
＾———

■Ｉ１一．

－
 

，



不蹈确产后拗郁重度抑郁复发性抑郁症

图 ２－

１ １ 三平台报道中 的患者病情分布

在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和结局方面 ， 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发现 ， 人 民 日 报的三个平台

都较少对患者病情进行说明 ， 病情不明确 的情况 占 ６ ７ ． ７％ 。 由此可知 ， 主流媒体进行抑

郁症患者形象建构时往往会忽略对患者病情的交代和报道 。

分开来看 ， 微博平台 中 患者病情不 明确 的情况高于微信和客户端 ， 占 比 ６２％ 。 在

交代病情的报道 中 ， 微博和微信平台更侧重对
“

重度抑郁
”

的患者进行报道 ， 二者均 占

５ ０％ ， 明显忽视了病情轻微的抑郁症患者群体 ； 同时 ， 微信对女性产后抑郁议题的关注

尤为突 出 ， 占 比达 ８０％ 。

３ ８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结局 数茧

目杀死亡 １ １ ３ ５ ． ４ ８％

不明确 ６ １ ９ ． ３ ５％

治愈 ６ １ ９ ． ３ ５％

犯罪 、 目杀死亡 ４ １ ２ ， ９０％

目杀获救 ３ ９ ． ６８％

犯罪 １ ３ ． ２ ３％

表 ２ －

１ ２ 三平 台报道中 的患者结局数据

报道中患者结局分布

＿ 微信微博 ？ 客户端

犯罪


自杀获救

？己罪 、 自 杀死亡 」 ，

治＿
＇

不明确
^

■ＳＢ ； ｜ ｉ

Ｓ［＿ＩＬ ．
． ．

＿ｉｎ圓 ＿＿ ｉ ｉ ■ ■１＿ ｉ ｉ圓 ｉｎ ｎＨ
Ｉ

自杀死亡

Ｉ

？

「 ｉ ！ ！

０ ２ ４ ６ ８

图 ２ －

１ ２ 三平台报道 中 的患者结 局分布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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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道抑郁症患者的结局方面 ， 数据表明 ， 人民 日报在进行抑郁症患者的报道时 ，

大多描绘与 自杀 、 犯罪有关的情节 ， 总 占 比接近 ６０％ ， 尤其以微信居多 ， 治愈或结局不

明确的均 占 比 １ ９ ．４％ 。 可见 ， 报道文字较为冷酷 ， 缺乏人文关怀 。

综上所述 ， 人民 日报在报道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和结局方面 ， 仍有忽视患者患病过程、

过度渲染悲惨情节之嫌 。 由于对病情的不 了解 ， 受众很难树立起对患者的正确态度 ， 共

情也难以建立 ， 甚至会加重刻板印象 ， 认为
一

旦患上抑郁症 ， 就会有杀人 、 自 杀等极端

倾向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人民 日报的微博 、 微信和客户端有其不同的受众群体和传播特点 ， 本章通过对人民

曰报
“

两微
一

端
”

五年来有关抑郁症的报道进行媒介形象分析 ， 发现存在以下特征 。

在抑郁症报道的 内容层面 ， 第
一

， 在报道数量上 ， 在特定事件节点 ， 有关抑郁症的

报道会有所增加 ， 但是整体上媒体并没有形成对该议题的稳定关注 ： 第二 ， 在报道主题

上 ， 人民 日报多从宏观层面出发 ， 着重对抑郁症科普 、 治疗预防等主题进行报道 ， 单纯

的事件性报道相对较少 ； 第三 ， 在报道的消息来源上 ， 多 出 自 于官方 、 专业组织 ／人物

和媒体 ， 较好确保了信息的真实性 ； 第四 ， 在报道形式上 ， 传统图文仍是人民 日报最主

要的呈现形式 ， 客户端 、 微信逐步尝试新兴传播方式 ； 第五 ， 在报道体裁上 ， 人民 日报

多采用特稿体栽 ， 信息量较大 ， 组织方式灵活 ， 消息和通讯体裁次之 ； 第六 ， 在报道框

架上 ， 多采用医学事实框架 ， 呼吁救助类和疾病困境类框架不常见诸于报道 ， 缺少人文

关怀 。

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建构层面 ， 第
一

， 性别上 ， 凸显女性患者 ， 虽然与现实关照

群体吻合 ， 但可能会导致对抑郁症患者的性别歧视 ； 第二 ， 年龄分布上 ， 着重报道 １ ８
－

３４

岁的青年患者 ； 第三 ， 职业和身份上 ， 多数患者的身份特征被忽视或弱化 ， 同时存在对

学生 、 孕妇等群体贴标签的倾向 ； 第四 ， 行为特征上 ， 凸显抑郁症患者的极端 、 怪异或

消极行为 ， 积极形象被普遍弱化 ； 第五 ， 在病情程度和患者结局方面 ， 缺少对抑郁症患

者病情的交代 ， 患病过程和原因被忽视 ， 而结局的悲惨性和消极性被强化 。

根据以上的分析 ， 本文发现主流媒体的抑郁症媒介形象主要呈现出三种类型 ，

一

是

以客观传递病症事实为基础的中性形象 ， 而是凸显患者受病魔困扰并做出极端行为的负

面形象 ， 三是积极 自救 、 主动就医 ， 让生活
“

重现光明
”

的正面形象 。 纵使有些报道会

综合使用多种形象进行议题组建 ， 但往往最终还是回归于三者之
一

。 这三种媒介形象成

为抑郁症议题报道中 的基本底色 ， 奠定 了
一

篇报道的主要情感基调 ， 也是后文进行实证

分析研宄的重要参考维度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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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 主流媒体抑郁症报道内容的问题分析

学者牛玉霞 、 严肃认为 ， 媒体在健康信息的传播 中有三个层层递进的阶段 ，

一

是通

过信息的传递让公众对某种疾病有正确 、 全面的认知 ；
二是推动公众改变对疾病和患者

的态度 ；
三是让公众养成更为健康的生活习惯 ， 并对患者提供相应的 行动支持 。 人 民 曰

报作为首屈
一

指的主流媒体 ， 自 然也应该肩 负起唤起公众对抑郁症的重视 、 匡正认知并

促使公众转变对患者态度的社会责任 。 但根据上
一

章 的分析 ，

一

定程度上 ， 人 民 日报在

抑郁症的议题媒介形建构 中也体现出
一

些偏差性的态度与立场 ， 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

节点式
”

关注抑郁症议題 缺乏深入报道

主流媒体是否连续 、 深入地报道某
一

个议题 ， 往往代表 了 该议题在信息传播者心 中

的新 闻 价值 。 持续性地报道能够设置受众的议程 ， 增加其对该议题的重视 。 然而 ， 具体

到每
一

年 ， 人民 日 报对抑郁症议题的关注呈现
“

节点式
”

， 要么 因为某
一

极端事件被触

发报道 ， 如 明星 因抑郁症 自 杀事件 ， 要 么集中 在 ４ 月 和 １ ０ 月 等有权威机构对该议题进

行宣传的节点 ， 其他时间 则报道较少 。 数据显示 ， 人 民 日 报五年间有 ６２ 个 月 份没有发

布任何
一

条与抑郁症有关的报道 ， 说 明并未对该议题实现稳定的关注 。

另
一

方面 ， 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不但应该力保信息 的客观 、 真实 ， 也应对事件进行全

方位 、 多角度的深入挖掘 ， 尽可能呈现事物的全貌 ， 以便受众能够对某
一

议题有综合 、

全面的认知 。 而前文的 内 容分析数据显示 ， 虽然其在信息真实性和信息来源上做的 比较

规范 ， 最大程度刨除 了媒体失范隐忧 ， 确保 了媒体的公信力 ， 但缺乏更为专业和深度的

内 容 。 例如 ， 在科普类报道中 ， 人 民 日 报虽然交代 了抑郁症的发病原 因 、 高发人群 ， 并

给 出抑郁症评量表 ， 但往往过于笼统 ， 涉及范围极广 ， 并不具有 自 我预防的针对性 ， 有

关抑郁症的治疗和应对方法也流于表面陈述 ， 实操性和普适性较低 ， 没有起到很好的传

播效果 。

二 、 抑郁症防治救助话语缺位 缺乏个体关怀

受主流价值观和报纸属性的影响 ， 主流媒体往往从宏观角度 出 发进行抑郁症议题的

报道 ， 注重社会效应 ， 弱化对个案的报道 。 而在少数的个案报道中 ， 也存在人文关怀缺

席的 问题 ， 往往仅就发生事件进行简单呈现 ， 而忽视对患者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挖掘 。 抑

郁症患者经历着痛苦和漫长的治疗时光 ， 单纯的事件报道仅仅呈现 出抑郁症患者
一

个消

极的切面 ， 简单将其定格于某
一

刻 ， 会加剧社会对该群的偏 见 ， 不利于推动公众采取行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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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该群体进行关爱 。 主流媒体应将抑郁症及其患者置于多种因素交织成的大环境中 ，

对其经历进行深度剖析和全面折射 。

同样 ， 为发挥主流媒体的教育教化和舆论作用 ， 记者本应在报道最后对议题做 出 总

结和升华 ， 参考权威信源给 出相应呼吁和建议 ， 进
一

步 向公众普及抑郁症知识 ， 匡正受

众的认知偏见 ， 使其减少对患者的歧视 。 但 目 前看来 ， 主流媒体在抑郁症的防治和救助

层面仍有所缺失 。 作为舆论 引 导的 中流砥柱 ， 主流媒体应该在报道 中对抑郁议题所面临

的社会症结进行全面 、 深入地揭露 ， 向受众传递准确的健康信息和正确 的疾病观 ， 同时 ，

引 导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对抑郁症病人进行及时地关注 ， 多方共同努力 ， 为患者营造
一

个温馨的社会氛围和合理的政策空间 。

三 、 报道形式相对传统单一 缺乏原创内容

碎片化阅读和流量浪潮下 ， 用 户 的注意 力成为各路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 ， 能否将受

众吸 引 到报道 中进行浏览 、 阅读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报道形式 。 特别是当人们看

到
一

条推送或消息时 ， 第
一

观感尤为重要 。 合理的 图文组合 、 视频呈现 以 及交互性较强

的融媒体报道 ， 不但能够给受众耳 目
一

新的感觉 ， 也能够突 出报道的主题 ， 呈现更加丰

富 的信息 。 人 民 日报在抑郁症议题的构建当 中 ， 传统的 图文报道或者短视频转发仍然是

主要的信息呈现形式 ， 这无疑不利于对受众的阅读率进行提升 。 虽然微博平台上擅长用

图解进行报道 ， 视觉冲击力强 ， 信息承载量大 ， 但笔者在对报道进行阅读后发现 ， 还是

存在部分配图与 内 容不匹配或关联性不大的情况 。

此外 ， 从信息来源可 以看 出 ， 人 民 日报在对抑郁症议题报道进行融媒体分发时 ， 较

少直接进行创作 ， 多是转载来 自 官方或权威媒体的信息 ， 经过简单的复制 、 粘贴或排列

发送出去 ， 或是常年 旧 闻 的重新组合 。 除本报评论外 ， 原创性 内 容极少 ， 缺乏 自 我生产

的 多媒体报道和深度融合性报道 。 这说明主流媒体并没有重视对抑郁症议题的传播互

动 ， 较少投入精 力 和心力去打磨优质 的新闻产品 ， 没有给其他媒体在该议题的建构上起

到表率和带动作用 。

第二节 主流媒体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呈现的问题分析

一

、 刻板印象 ： 抑郁症患者形象极端化

从患者的行为特征看 ， 主流媒体在有关抑郁症患者的报道中 ， 最经常呈现患者杀人 、

施暴等极端形象 ， 建构 出 患者
“

社会边缘化人群
”

的属性 ， 这无异会让受众对其产生强

烈 的歧视与恐惧心理 。 在报道 《芜湖 ： 抑郁症患者
“

弑母
”
一

审被判十年 》
一

文 中 ， 抑

郁症患者杨某某在情绪烦躁难 以 自控时 ， 将双手伸 向 了 患有老年痴呆的老母亲将其残忍

杀害 ； 在报道 《害死空姐的他怎么 当上滴滴司机的 ？ 家人称其患抑郁症 》 中 ， 司机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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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亲称儿子
一

直服用抗抑郁药物 ， 曾 因将人撞成植物人被 吊销驾照 。 还有
一

些官方报

道如 《警方通报
“

济南
一

家 ６口 死亡案
”

》 、 《 ＃湖南
一

男子持刀伤 ７ 人后 自 杀＃ ： 疑患抑

郁症 》 等 ， 都在案情陈述完毕之后加上行
“

凶者为抑郁症患者
”

的表述 。

在该类报道中 ， 记者多数并未 向警方或者医学专家进行取证 ， 证明行凶者的极端行

为是因患抑郁症而 引 发 ， 贸然将抑郁症与伤人杀人行为进行捆绑报道 ， 容易让受众无形

中在抑郁症和行凶之间建立起联系 。 当受众长期接触这类个案报道 ， 就会形成对抑郁症

患者的刻板印象 ， 即
一

想到抑郁症患者 ， 就会联想到具有攻击性的 、 神经紊乱的负面形

象 。 然而 ， 实际情况是 ， 包括抑郁症在 内 的精神病患者群体 中 ， 仅有
一

成左右的的重症

患者存在极端肇事倾向 ， 与普通人群做 出极端行为的几率相差无几 。 同时 ， 抑郁症患者

及其家属的病耻感也会因为这种行凶类报道而增加 ， 阻碍其进行就医和治疗 。

二 、 偏见与片面 ： 性别偏差和病因弱化

由上
一

章对于主流媒体报道中抑郁症患者的性别分布可知 ， 媒体通常会在报道中暗

示 ， 由于当今女性面临的生活 、 工作的压力和情绪更丰富细腻的缘故 ， 女性往往比男性

更容 易罹患抑郁症 ， 对于男性患抑郁症的原 因则没有用太多篇幅进行描述 。 这类报道会

加重受众对于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偏见 。 例如报道 《 【提醒 】 ２５ 岁女星 自 杀身亡 ： 这种病

你 以为很远 ， 其实很近 》 中 ， 当红韩 国女性雪莉长期受抑郁症煎熬选择在家 中结束 自 己

的生命 ， 在 《【提醒 】 痛心 ！２ ８ 岁妈妈坠楼身亡 ， 家属说的这件事得警惕 》
一

文中 ， 全

职妈妈因产后抑郁选择坠楼求死 。

“

轻生
”

、

“

求死
”

等成为女性抑郁症患者报道中最高

频出现的议题 。 与
“

女司机
”

、

“

女领导
”

、

“

广场舞大妈
”

等逻辑相 同 ， 抑郁症患者报道

的标题中也会显要标 出
“

女性
”

相关字眼进行标签化建构 。

除此之外 ， 女性患者也常被塑造成绝望 、 受难的痛苦形象 。 在 《峨眉 山跳崖女孩留

遗书 》 短视频报道中 ， 提及 了死者遗书中 的 内 容 ：

“

我得 了
一

种病 ， 叫抑郁症 ， 我活得

很累 ， 很痛苦……那些悲伤 、 绝望 的情绪 出现的莫名 ， 却如蚀骨之蛆
一

直缠绕着我 ， 无

法挣脱 。

”

报道 中 突 出 了遗书 中带有 明显感情色彩和消极意 义的词汇 ， 以此塑造患者孤

注
一

掷 、 自 杀 自 残的负面形象 。 较少对女性患者积极与病魔抗争 ， 努力治疗的正面形象

进行报道 。

另外 ， 对患者病情程度和患病原因 的弱化也是主流媒体报道 中普遍 出现的情况 。 在

病情的呈现上 ， 尽管不 同 的病情阶段会导致患者呈现 出不同 的行为倾 向 ， 但在报道 中 ，

记者还是多用
“

有抑郁症史
”

、

“

疑患抑郁症
”

、

“

诊断为抑郁症患者
” “

据称 曾 患有抑郁

症
”

等进行模糊交代 。 例如在新闻 《＃警方通报女子将 同伴推下水库沿 中 ， 并未提及该

女子的杀人动机 ， 而是突 出强调该女子有抑郁症病史 。 但患者的患病程度 ， 以及杀人动

机是否 由抑郁症导致等均没有进行说明 。 这种信息模糊 的报道 ， 不利于受众对事件的全

貌和真相进行掌握 ， 也容 易让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观点 ， 使抑郁症患者备受责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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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患者失语 ： 受众难以产生心灵感触

主流媒体在进行某
一

疾病议题的报道时 ， 除了要对相关新闻事实进行准确传播 ， 也

要对患者群体进行关注和关怀 ， 激发受众的共情心理 ， 使之采取帮助行动 ， 这样才能全

方位建立起该议题的传播架构 。 但从统计的数据来看 ， 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上有关抑

郁症和抑郁症患者的报道体裁虽然 以特稿居多 ， 但普遍缺乏对于患者心境和感受的呈

现 ， 没有进入到患者灰色世界的各种敏感情绪中 ， 共情他们与抗抑郁症这
一

疾病所做的

艰难斗争 。 当心灵感触较弱的报道被受众浏览阅读时 ， 受众无法产生共情 ， 只能对患者

形象进行碎片化的认知 。

另外 ， 从展现少数群体的媒介形象角度看 ， 群体 自 身的发声与表达必不可少 。 而普

通大众因为与这些少数群体缺少心理或生理的接近性 ， 因此很少会主动进行接触或探

寻 ， 此时 ， 主流媒体便成为连接普通大众和特殊群体的信息节点 。 通常 ， 抑郁症患者会

通过贴吧 ， 微博超话、 豆瓣小组等虚拟社区来表达 自我 ， 主流媒体缺忽视了这些资源渠

道 ， 没有对患者进行亲身的采访 ， 也没有赋予他们话语权 ， 让公众无法形成对这
一

群体

的具象感知 。

如在报道 《外婆三年带两娃患上抑郁症 ： 自 己带娃到底有多难 ？ 》 中 ， 通篇为记者

或分析人士对现今中老年人帮忙育儿的分析 ， 没有对患抑郁症的外婆进行釆访 ， 倾听患

者 自身对这
一

问题的看法 ； 《

“

临死前 ， 想找个人说
一

下
”

， 女生发微博要 自杀 ， 网友发

来这些… 》 《【荐读 】 女孩 自杀 ７ 年后 ， 微博里留下 １ ００ 万条陌生人的秘密 》 等报道中 ，

虽然部分抑郁症患者的感想或随笔被截取下来 ， 但媒体并没有真正去倾听患者的心声 ，

进行跟进和更深度的采访 。 此类报道
一

定程度上会患者媒介形象建构的偏差 ， 让受众
“

冷

眼旁观
”

患者的悲惨境遇 。

总的来看 ， 人民 日报作为官媒和主流媒体的中流砥柱 ， 在抑郁症议题的报道中发挥

了信息传达 、 知识普及的基本媒介功能 ， 为受众了解抑郁症相关病症和知识提供了渠道 ，

为受众去魅和营造有利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环境做出 了努力 ， 并在
一

定程度上展现了部

分患者积极对抗病魔 ， 走出抑郁阴霾的正面形象 。 但与人民 日报的整体报道矩阵相 比 ，

以上报道的声量太小 ， 并且部分事件报道呈现出污名化 、 极端化的现象 ， 共情建设缺失 ，

不利于主流媒体发挥 良好的舆论导 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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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认知的影响研究

前
一

章主要对主流媒体的抑郁症报道进行了 内容分析 ， 并对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中

出现的 问题进行了总结 。 研宄初步发现 ， 不同的媒介形象对受众认知抑郁症及抑郁症群

体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 。 为了进
一

步探宄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与受众认知二者之间

的关系 ， 本章节借助问卷开展研究 ， 以期厘清二者的相关性 ， 为进
一

步探讨主流媒体抑

郁症报道的优化策略提供相应的实证支撑 。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

、 媒介形象与受众认知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研宄和理论模型进行梳理发现 ， 媒介镜像理论认为 ， 媒介起到折射 、 建

构社会环境的作用 。 折射作用主要体现在 ， 媒介建构的信息环境深刻影响着受众的认知 、

态度 、 行为 ； 而建构社会的作用体现在 ， 受众对现实的认知 、 态度和行为又对社会环境

产生反作用 。 健康传播生态模型也对媒介 、 受众和患者三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做出 了

解释 。 媒介对某
一

健康议题的建构方式 ，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看待该议题 ， 又会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对待该疾病的患者 。 陈媛在研宄中发现 ， 媒体的正面报道对大学生的亲社

会行为有明显促进作用 ， 反之 ， 负面报道对其行为的倾向有所阻碍 。 杨春潇也在研宄中

指出 ， 媒体报道若频繁采用负面框架 ， 会使受众产生消极的情绪 ， 滋生同情疲乏 ， 进而

妨碍公共救助行为的实施 。

综上所述 ， 媒介对于某
一

议题的形象建构影响受众对于该议题的认知 。 鉴于此结论 ，

笔者提出本章的总研究问题 ：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认知有影响 。

参考李凤兰等人有关公众心理疾病观的研宄成果＇ 将受众认知划分为两个维度 。

其
一

， 知识记忆层面的
“

实际知识认知
”

维度 ， 在实际操作中 ， 通常用于考察受访者对于

某
一

疾病的病理知识 （如病症表现 、 患病缘 由 ） 和治疗方法的了解程度
＠

； 其二 ， 感知 、

知觉层面的
“

感知知识认知
”

维度 ， 通常用于考察受访者感知患病风险的能力 ， 以及对患

者的态度 。 但因为本文的研宄 内容着重于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建构和受众对其的认知 ，

而非对 自 身患病可能性的关注 ， 因此只对
“

感知知识认知
’ ’

中对患者的态度进行测量 ， 操

①李凤兰． 中 国公众的心理疾病观 ： 内容 ， 结构及测量 ［
Ｄ

］
． 华中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５ ．

？ＷａｌｋｅｒＭＥ
，Ｗａｓｓｅｒｍ ａｎＳ

，Ｗｅｌ ｌｍ ａｎＢ ．Ｓ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ｓｆｏｒｓｏｃ ｉａｌｓｕｐｐｏ 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Ｍ 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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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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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为对抑郁症患者 的认知 、 情感和行为倾 向＇ 通过具像化的文本描述题项 ， 统计受

访者对相关话语的赞 同度 ， 计算 出态度数值 。

基于上述分析 ， 本文提出 以下两个主要假设 ：

？Ｈ １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有影响

？Ｈ２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有影响

二 、 媒介形象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方式

在媒介形象具体如何影响受众认知层面 ， 负面影响上 ， 王玲宁发现 ， 受到媒介对艾

滋病形象建构的影响 ， 许多 农 民对艾滋病感染者出现 了恐惧心理 ， 并会在行为上疏远患

者 。 郑世颖在研究中 也指 出 ， 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报道虽然能够提高 民众对艾滋病认知

和警觉 ， 但也会 引 起人们的恐慌和不安 ， 强化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成见 。 蒋和超在论

文中表明 ， 媒体报道刻画的农 民工形象 ， 能够显著影响城市居 民对于农 民工入户政策的

态度 。

媒介形象对受众认知 的正面影响上 ， 徐晓庆指 出 ， 带有积极导 向 的信息会让受众情

绪愉悦 。 郭天超等学者认为 ， 对于核 电站 的 品牌形象提升而言 ， 正面宣传能够发挥显著

作用 ， 有利于增强受众对核 电站的社会认 同 。

客观 、 中立的媒介形象对于受众认知 的影响上 ， 既往研究结果表明 ， 媒体对健康知

识的报道越理性 ， 受众对其掌握程度就越高 ， 也更容 易发生态度和行为的转变 。 王丽指

出 ， 媒体传播的信息透明度和理性程度越高 ， 愈能増进受众对该事件认知 ， 并产生
“

感

同身受
”

的共情心理 。 孙静等研究人员发现 ， 媒体对宫颈癌知识的普及 ， 与 中年女性对

宫颈癌 的认知 、 态度和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 向关系 。 同样 ， 李 月 莹在其硕士论文中论述

了艾滋病媒介形象理性建构的重要性 ， 全方位的艾滋病常识普及与受众对艾滋病 的态度

和行为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 可见 ， 随着受众 了解到更 多的健康常识 ， 他们就会有更高的

知识认知和态度取 向 。

参考相关文献和上
一

章的 内 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情况 ， 医学事实框架主要偏 向

于理性 、 中立地报道抑郁症及相关知识 ， 而故事性框架和其他框架多呈现两极分化的表

达方式 ： 要么呈现抑郁症及患者极端负面的形象 ， 要 么呈现其积极抗争形象 ， 帮助其去

污名 化 。 另外结合 以往学者如王翠 、 刘畅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划分标准 ， 将主流媒体抑郁

症形象这
一

自 变量细化为正面形象 、 负面形象 、 中性形象三个维度 。 因此 ， 本文提 出 以

下六个子假设 ， 来探宄抑郁症媒介形 象呈现与受众认知的相关性 ．

？

Ｈ ｌ ａ 抑郁症正面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正相关

Ｈ ｌ ｂ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负相关

Ｈ ｌ ｃ 抑郁症中性 、 理性的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正相关

①李强 ， 高文琚 ， 许丹 ． 心理疾病污 名形成理论述评ｍ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 ０ ０ ８ ． 丨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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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ａ 抑郁症正面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正相关

Ｈ２ｂ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负相关

Ｈ２ｃ 抑郁症中性 、 理性的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正相关

综上 ， 本文 以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为 自 变量 ， 包含正面形象 、 负面形象 、 中性

形象三个维度 ； 以受众认知为因变量 ， 包含感知知识认知和实际知识认知两个维度 ， 构

建起探究主流媒体抑郁症媒形象与受众认知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 ， 如下图所示 ：

雲藤

自 变量因变量

图 ４ －

１ 媒介形象与受众认知关系模型

第二节 问卷设计与发放

－

、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 、 研究模型 ， 并参考上
一

节提及到 的成熟量表 ， 本研究将 问卷题项分

为四个模块 。 第
一

模块是受访者人 口统计特征题 ； 第二模块是受众的对主流媒体抑郁症

形象建构的 印象题项 ， 用于调查受众对于 目 前抑郁症报道的记忆和看法 ； 第三模块考察

受众对抑郁症的实际知识认知情况 （考虑到受访者的作答逻辑 ，
二三模块题项在实际 问

卷 中做 了 顺序调整 ）
； 第 四 部分为感知知识认知考察题项 ， 调查受访者对抑郁症 及患者

的态度倾向 。

（

一

） 人 口统计特征题项

题项中包含性别 、 年龄 、 职业等人 口统计学变量 。 此外 ， 鉴于受访者
“

身边是否有

患抑郁症或有抑郁症病史的人
”

， 会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对抑郁症的 了 解和态度倾向 ，

因此 ， 在此模块中加入 了 个体风险背景题项 。

（二 ） 受众对当前抑郁症媒介形象的 印象题项

本文对受众的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形象建构的 印象测量主要从正面 、 负面 、 中性形象

三个维度展开 ，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 考察受众对于报道中 ， 抑郁症相关表述出现频率

的印象 （

“

从未
”
＝

１ 分 、

“

有时
”
＝

２ 分 、

“

偶尔
”
＝

３ 分 、

“

经常
”
＝４ 分 、

“

总是
”
＝

５ 分 ） 。

其 中 ， 有 ４ 项关于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的指标 ， 如
“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愤世嫉俗
”

等 。

抑郁症的正面媒介形象在报道中 出现频率较低 ， 故本文选取 了 ３ 项指标 ， 如
“

大部分抑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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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患者会主动就医 、 积极治疗
”

等 。 中性形象是指对抑郁症相对理性 、 客观的报道。

在本次问卷设计中 ， 选取出 ３ 项指标 ， 如
“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 内心极度痛苦 ， 不被人理

解
”

等 。

（三 ） 实际知识认知题项

实际知识认知是受众对抑郁症基本医疗知识的认知 。 本问卷通过设置是非题 ， 采用

三级量表 ， 让受访者对抑郁症病理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评估 （

“

否
”
＝

１ 分 、

“

不清楚
”

＝２ 分 、

“

是
”
＝

３ 分 ） ， 从而量化受众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的认知程度 。

（ 四 ） 感知知识认知题项

感知知识主要包括对抑银症患者的态度 。 本文主要借鉴了李凤兰 、 Ａｎｇｅｎｎｅｙｅｒ 等人

关于精神疾病患者情绪反应调查的 问卷
？

， 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 １ ７ 年发布的抑郁症全球健康

评估量表
？

， Ｌｉｎｋ 等人关于测量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社会距离要求的量表
？

， 肖水源的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 （ ＳＳＲＳ ）
？
来设计问卷题项 ， 将受众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态度 、 情绪 、 帮

助意愿和行为倾向进行考察 。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 对上述维度进行赋值 （

“

完全不认

同
”
＝

１ 分 、

“

较不认同
”
＝２ 分 、

“
一

般
”
＝

３ 分 、

“

较为认同
”
＝４ 分 、

“

完全认同
”
＝

５ 分 ） 。

该部分共计 ８ 个题项 ， 如
“

ｔａ 难以沟通
”

、

“

ｔａ 使我感到不舒服 、 不耐烦或厌恶
”

、

“

ｔａ

十分 ， 我替他们忧心
”

、

“

我希望能够给予 ｔａ 物质支持
”

、

“

我希望能够给予 ｔａ 陪伴和支

持
”

等 。

二 、 问卷发放

研究选取主流媒体受众为调查对象 ， 针对有主流媒体新闻 阅读习惯 ， 且对抑郁症相

关报道的有 了解的受众 ， 在问卷开头标明
“

如果您 曾看到过主流媒体对于抑郁症及抑郁

症患者的报道 ， 请按 自 身实际情况填写 ； 如果您未 曾看到过相关报道 ， 请不要填写
”

的

字样进行提示和筛选。 主要采用随机抽样 、 滚球抽样的调查方法 ， 在
“

问卷星
”

网络平台

上对问卷发放和回收 。 为控制 问卷质量 ， 问卷正式发放之前 ， 开展 了小范围测试与调整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本研宄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 ．０ 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 。

？Ａｎｇｅｒｍｅ
ｙ
ｅｒ ，Ｍ． Ｃ ． ？＆Ｍａｔｓｃｈ ｉｎｇ

ｅｒ ，Ｈ ． ．

（
１ ９９６

）
． Ｔｈｅ ｅ 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 ｉｏ ｌｅｎ 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ｂｙ 

ｓｃｈ ｉｚｏｐｈｒｅｎ 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 ｏ ｆ

ｔｈｅ
ｐ
ｕｂｌ ｉ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ｎ ｔａｌ ｌｙ 

ｉ ｌ ｌ ．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４３ （
１ ２

）
， １ ７２ １

－

１ ７２ ８ ．^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ｎｔａ ｌ 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Ｇ ｌｏｂａ ｌ Ｈｅａｌ 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ＭＳ ；

Ｇｅｎｅｂｒａ
， 
２０ １ ７ ．

？Ｌ ｉｎｋ ，Ｂ ． Ｇ ． ，Ｐｈｅ ｌａｎ ＞Ｊ ． Ｃ ． ，Ｂ ｒｅｓｎａｈａｎ ，Ｍ ． ？Ｓ ｔｕｅｖｅ ＊Ａ ． ，＆ Ｐｅｓｃｏｓｏ ｌ ｉｄｏ ，Ｂ ． Ａ ．  ．

（
１ ９９９

）
． Ｐｕｂ ｌ 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ｎ ｔａ ｌ

ｉ ｌ ｌｎ ｅｓ ｓ  ： Ｉａｂｅｌ 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ｄ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 ｌ 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８９
（
０９

）
，１ ３ ２８

－

１ ３ ３ ３ ．

④ 肖水源． 论社会科学方法在医学研究 中 的应用 ［
Ｊ
］

． 医学与哲学 （
人文社会医学版 ） ，

１ ９８９（
ｌ ｌ

）
：２３

－

２５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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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问卷共计发放 １ ５ 天 ， 主要通过微信 、 ＱＱ 、 微博等线上渠道进行 ， 最终共回收问

卷 ３４６ 份 ， 对于作答时间少于 ６０ 秒 以及答案重复率超过 ９５％的样本进行提出 ， 最终得

到分析样本 ３２８ 份 。 统计数据显示 ， 被调查者的性别 比例均衡 ， 其中男性 占 比 ４５ ．４％ ，

女性 占 比 ５４ ．６％ ； 年龄阶段涵盖较为全面 ， １ ８ 岁 以下 占 比 １ ６ ．７％ ，１ ８－３４ 岁 占比 ３ ７ ． ８％ ，

３４￣４９ 岁 占 比 ２ １ ． ３％ ， ５０－６５ 岁 占 比 ２０ ． １％ ， ６５ 岁 以上老人的 占 比较低 ， 仅有 ４ ．０％ ， 这

与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率低有关 ； 职业分布上 ， 基本包含了社会中的主要职业 ， 其中 ，

在校学生和国企、 事业单位 、 国家公职人员 占 比最多 ， 分别为 １ ９ ． ５％、 １ ８ ．３％ ， 专业技

术人员 、 企业家 、 个体工商户 、 白领、 工人 、 农民 、 自 由职业者 、 无职业者 、 其他类各

占６ ． ７％ 、 ８ ． ８％ 、 ６ ．２％ 、 １ ５ ．２％ 、 ５ ．５％、 ７ ．０％、 ２ ．４％ 、 １ ０ ． １％ 。 基于 以上数据 ， 基本可以

认为本次问卷数据有效 。

表 ４－

１ 问卷调查人 口统计分布

计数列 Ｎ％

性别男 １４９ ４５ ．４％

女 １ ７９ ５４ ．６％

年龄 １ ８ 岁 以下 ５５ １ ６ ． ７％

１ ８
—

３４岁 １ ２４ ３ ７ ．８％

３ ５４９岁 ７０ ２ １ ． ３％

５０￣６５岁 ６６ ２０ ． １％

６５ 岁 以上 １ ３４ ．０％

职业国企 、 事业单位、 国家公职人员６０ １ ８ ． 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２６ ． ７％

企业家 、 个体工商户 ２９ ８ ． ８％

白领 ２ １６ ．２％

工人 ５０ １ ５ ．２％

农民 １ ８ ５ ． ５％

在校学生 ６４ １ ９ ．５％

自 由职业者 ２３ ７ ．０％

无职业 ８ ２ ．４％

其他 ３ ３ １ ０ ． １％

在个体的风险背景选项上 ， 受访者身边有 、 无或不明确的情况均有所覆盖 ， 分别 占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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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４９ ． ７％ 、 ２８ ． ７％和２ １ ． ６％ 。

表 ４－２ 问卷调查个体风险背景分布

计数列 Ｎ％

身边是否有患有


１ ６３



４９ ． ７％

抑郁症或抑郁症 、

没有 ９４ ２８ ．７％

病史的人不清楚 ７ １ ２ １ ．６％

总体观之 ， 从人 口统计学角度来看 ， 调查样本具有 良好的代表性 。

二 、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用于检验问卷的可靠性 、 精确性 ， 目 的在于确保收集的数据资料能够

用于研宄 ， 通常 以科隆巴赫系数为检验标准 。 问卷信度极高 、 较高和在可接受范围 内 的

克隆巴赫系数值域分别为高于 ０ ． ８ 、 ０ ． ７
－

０ ． ８ 、 ０ ．６－０ ． ７ ； 若该系数低于 ０ ． ６ ， 则表示问卷的

可信性较差 ， 应重新调整 、 设计题项 。 本研宄中 ， 笔者对问卷进行多次修正后 ， 最终得

到 以下数据 。 抑郁症媒介正面形象 、 实际知识认知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 ０ ．８ ， 证明题

项信度极高 ； 抑郁症媒介负面形象 、 中性形象 、 感知知识认知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 ０ ． ７ ，

信度也较为可靠 。 因此 ， 该问卷有 良好的信度 ， 回收数据有效 ， 能够用于下
一

步的分析 。

表 ４－

３ 问卷信度分析数据

项数克隆巴赫系数

抑郁症媒介负面形象 ４ ． ７９４

￣￣

抑郁症媒介正面形象 ３ ＾〇５

抑郁症媒介中性形象 ３． ７８８

感知知识认知 ８ ７３５

实际知识认知 ８ ｇ ｉ ７

三 、 触分析

（

―

） ＫＯＭ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本研宄采用探索因子分析来测试问卷效度 ， 分析前 ， 常用 ＫＭＯ 和巴特利球体检验

测试各变量的相关性 。 通常 ＫＭＯ 值大于 ０ ． ７ 即视为关联性较强 。 如表 ４￣４ 所示 ，
ＫＭＯ

值高于 ０ ． ８ ， 且经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 Ｐ＝０ ， 小于 ０ ．０ １ ， 表明做探索因子分析是可行的 。

表 ４＞４ＫＭＯ 和巴特利特检验

ＫＯＭ 取样适切性量数． ８５４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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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读取 的卡方 ４３ ９９ ． ２０ １

Ｂａｒｔ ｌ ｅｔｔ 的球形度检验 自 由 度 ４０６

Ｓ ｉｇ ．． ０００

（ 二 ） 问卷效度分析

根据表 ４－

５ ， 可 以看 出 ， ２６ 个题项共提取公因子数 ５ 个 ， 分别对应研宄模型 中感知

知识认知 、 实际知识认知 、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 、 中性媒介形象 、 正面媒介形象五个维

度 ，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６ １ ． １ ０ ７％ （通常大于 ６０％较为可靠 ） ， 证 明题项维度划分合理 。

表 ４ － ５ 总方差分析

初始特征值提取载荷平方和旋转载荷平方和

组件方尹百方差百方差百
总计 累积％ 总计 累积％ 总计 累积％

分 比 分 比 分 比

１６ ． ２６ ７３４ ． １ ０ ５３ ４ ． １ ０ ５６ ． ２ ６ ７２４ ． １ ０５２４ ． １ ０ ５３ ． ６０９２ ６ ． ８ ８２２ ６ ． ８ ８ ２

２ ３ ． ６ ９ ５ １ ４ ． ２ １ ３３ ８ ． ３ １ ８３ ． ６ ９ ５ １ ４ ．
２ １ ３３ ８ ． ３ １ ８３ ． ５ ８４ １ ３ ． ７ ８３２ ７ ． ６６ ５

３２
．４２２９ ． ３ １ ４４ ７ ． ６３ ２２ ．４２ ２９ ． ３ １ ４４ ７ ． ６３ ２３ ． ００２ １ １ ． ５４５３ ９ ． ２ １ １

４ １ ． ７ １ ９６ ． ６ １ ０５４ ． ２４２ １ ． ７ １ ９６ ． ６ １ ０５４ ． ２４２２ ． ６２６ １ ０ ． １ ０ １４９ ． ３ １ ２

５ １ ． ２６ ５４ ． ８ ６６５ ９ ． １ ０ ７ １ ． ２ ６５４ ． ８ ６ ６５ ９ ． １ ０ ７２ ． ５４ ７９ ． ７ ９６６ １ ． １ ０ ７

６ ． ９ ５ ３３ ． ６６４６２ ． ７ ７ １



７ ． ８ ５ ９３ ． ３ ０２６６ ． ０ ７ ３



８． ８４３３ ． ２４ ３６ ９ ． ３ １ ７



９ ． ７ ７ ８２ ． ９ ９２７ ２ ． ３ ０９


１ ０ ． ７ ３ １２ ． ８ １ ０７ ５ ． １ １ ９


１ １． ６ ７２２ ． ５ ８ ３７ ７ ． ７ ０２


１ ２ ． ６４４２ ． ４ ７ ９８ ０ ． １ ８ ０



１ ３． ５ ７ ５２ ． ２ １ １８ ２ ． ３ ９ １



１ ４． ５ ５ ０２ ． １ １ ６８４ ． ５ ０６


１ ５ ． ５ １ ７ １ ． ９ ８ ７８６ ． ４９４


１ ６．４ ５ ６ １ ． ７ ５４８ ８ ． ２４ ８



１ ７．
４ ２４ １ ． ６ ３ １８ ９ ． ８ ７ ９


１ ８ ． ３ ９ ５ １ ． ５ ２ ０９ １ ． ３ ９９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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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 ３ ８６ １ ．４８４９２ ． ８ ８３


２０ ．３４８ １ ． ３４０９４ ．２２２


２ １ ．３ ３ ５ １ ．２８７９５ ．５ １ ０


２２ ．２８９ １ ． １ １ ０９６ ．６２０


２３ ．２７８ １ ．０ ７０９ ７ ． ６９０


２４ ．２５０．９６０９８ ． ６４９


２５ ， １ ８６ ． ７ １ ６９９ ． ３６６


２６ ． １ ６５ ．６３４ １ ００ ．０００


提取方法 ： 主成分分析法

针对具体题项来看 ， 如表 ４－６ 所示 ， 每
一

题项在单
一

维度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０ ．５ ，

说明题项有效 ；
五个维度的 ＡＶＥ 值分别为 ０ ．６０８ ，０ ．５５ ， ０ ． ５ ５７ ，０ ．５５５ ， ０ ．６２９（通常高

于 ０ ． ５ 为佳 ） ， 且 ＣＲ 值分别为 ０ ．９ １ ４ ， ０ ．９０７ ，０ ． ７９ ，０ ． ８３ １ ，０ ．８３６（通常高于 ０ ．７ 为佳 ） ，

说明数据聚合效度较好 。



表 ４￣６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ａ



组件
ＡＶＥＣＲ



１



２


３


４


５


感知知识认知 １．８５ ８


感知知识认知 ２． ８５６


感知知识认知 ３． ８２８


感知知识认知 ４． ８２８


６０８ － ９ １ ４

感知知识认知 ５． ７９３


感知知识认知 ７．５ ９３


感知知识认知 ８．６５９


实际知识认知 １

＾

实际知识认知 ２
＾

实际知识认知 ３


Ｊ４６


实际知识认知 ４


． １Ａ０


５ ５ ０－９０７

实际知识认知 ５
 ＾

７２ １



实际知识认知 ６


． ７ １ ３



实际知识认知 ７ ｜ ． ７０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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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知识认知 ８


． ６ ８ ５


中性媒介形象 １



． Ｔ９ Ｓ


中性媒介形象 ２


． Ｔｉ ５


－ ５ ５ １－ ７ ９０

中性媒介形象 ３



． １＾１


负面媒介形象 １



． １９ １
＿

负面媒介形象 ２ ． ７ ５ ８


． ５ ５ ５． ８ ３ １

负面媒介形象 ３



Ｊ ３ ５


负面媒介形象 ４


． ６ ７９


正面媒介形象 １



． ８ ３ ９

正面媒介形象 ２


． ７９ １６２９． ８ ３ ６

正面媒介形象 ３



． １４ ７


提取方法 ： 主成分 分析

综上所述 ， 该 问卷效度 良好 ， 各组题项能较好代表相对应的变量 ， 能够满足研宄分

析的需要 。

四 、 现状分析与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比较

（

一

） 受众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的 印象现状

表 ４ －

７ 受众媒介 印象分布

｜

最小值 （Ｍ ）

 ｜

最大值 （Ｘ ）

 ｜

平均值 （ Ｅ ）

 ｜

标准方差

负面形象３ ２ ８ １ ． ００ ５ ． ００２ ． ９２９９ ． ８４６６３

中性形象 ３ ２８ １ ． ００ ５ ． ００ ３ ． ７ ３ ０ ７ １ ．０ ３ ４０６

正面形象３ ２ ８ １ ． ００４ ． ２０２ ． １ ６６５． ６ ８９９ ７

反映现状的统计量为量表分数的平均值 。 由 以上数据可知 ， 在调查 中 ， 中性形象量

表分数平均值为 ３ ． ７ ， 趋近于 ４ ， 原始量表 中 ４＝经常 ， 即受众认为抑郁症报道 中 中性形

象话语出现的频次为
“

经常 出现
”

， 负面形象量表分数平均值为 ２ ． ９ ， 趋近于 ３ ， 即认为报

道 中有关抑郁症的负面表述
“

有时 出现
”

， 正面表述
“

偶尔 出现
”

。 总 的来看 ， 此次研宄的

被调查者最常看到 的是有关抑郁症的 中性报道 ， 这与前文中主流媒体 多采取医学事实框

架进行报道的事实相符 ， 其次是负面报道 ， 最少看到有关抑郁症的正面报道 。

（ 二 ） 受众抑郁症认知现状和对患者的态度现状

表 ４
－

８ 受众实际知识认知和感知知识认知分布

｜

数字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标准方差

 （Ｍ ） （ Ｘ ） （ Ｅ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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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知
＂＂＂

３２８

￣￣

Ｌ００

￣

３ ＾００
￣

１ ．６４８０

￣
￣

．４７７５３

̄

识认知


感知知

￣￣

负面题项３２８Ｌ００ ５＾００２ ． １ ８ １ ９． ８２３４０

￣̄

识认知
正面题项３２８

￣

 １ ．００ ５ ．００３ ． ８９７４． ８６０ １ ５

实际知识认知量表平均分数为 １ ．６５ ， 基本介于 １

“

否
”

（对抑郁症相关知识错误 ） 和

２
“

不清楚
”

之间 ， 说明主流媒体的受众对抑郁症病理性知识了解程度不强 ， 在
一

些方

面仍存在认知偏差 ， 各项知识掌握程度不够全面 ， 媒体对于抑郁症知识的普及还有所欠

缺 。

感知知识认知量表中 ， 负面题项的平均分数为 ２ ．２ ， 趋紧于 ２ ， 说明受访者
“

比较不

认同
”

对抑郁症患者持有负面 、 消极态度和行为 ， 正面题项的平均分数为 ３ ．９ ， 趋进 ４ ，

即
“

比较认同
”

认同应该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了解 、 关心和支持 。 因此可以看出 ， 主流媒

体的大部分受众对抑郁症患者的态度都比较友善 。

（三 ） 人 口学变量的差异比较

为了 比较不同类型的人在因变量各个维度以及量表整体上的差异 ， 并识别出具体的

控制变量 ， 本文对问卷中人 口学变量性别 、 年龄 、 职业和个体风险背景差异进行了控制

和 比较 ， 对于性别 （ 男 、 女 ） 二分类的变量 ， 选择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对于职业、 年龄和

个体风险背景这样三分类及 以上的变量选择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４－９ 受众在性别上的认知差异检验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１＾ Ｔ Ｐ

感知知识认知３ ．２５＋０ ． ６７３ ．３７＋０ ． ５３－

１ ． ８５７Ｍ４

实际知识认知 １ ．６４＋０ ．５４ １ ．６５＋０ ．４４－

．２９９． ７６５

表 ４＊

１ ０ 年龄 、 职业、 个体风险背景差异检验 （单因素 ＡＮＯＶＡ 检验 ）

个体风险背景

数值Ｆ

￣￣

Ｓ ｉ＾ＦＳ ｉｇ ．Ｆ ｓ ｉｉ

感知知 ＾８２７ ＾５０８ １ ． ５ ７８Ａ Ｓ ｌ ５ ．４７６Ｍ２

识认知


实际知Ｌ ５６８Ｊ ８３Ｌ２３ ８２９５ １ ３ ．６７４ ！〇５ １

识认知


由上表可知 ， 受众的性别 、 年龄 、 职业和个体风险背景的显著性均大于 ０ ．０５ ， 说明

在感知知识认知和实际知识认知两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即性别 、 年龄 、 职业和个

体风险背景因素对受众抑郁症报道的认知情况影响不显著 。

五 、 相关性分析

表 ４－

１ １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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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负面形
Ｉ

中性形
Ｉ

正面形
丨

感知知
Ｉ

实际知



象 象 象识认知识认知

负面形象

￣ ￣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２２－

． １ ６７
＊ ＊

￣￣

－

．２３５
＊ ＊

相关性 （双侧 ）０９７８０６９０００２０

中性形象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 ．００２ １． ５３０
＊ ＊． ３ ７５

＊ ＊． １ ４４
＊ ＊

相关性 （双侧 ）０９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９

正面形象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０ ．０２２ ．５３０
＊ ＊ １ ．２２６

＊ ＊０ ．００５

相关性 （双侧 ）０６９０ ００ ．９３２

感知知识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

． １ ６７
＊ ＊．３ ７５

＊ ＊．２２６
＊ ＊ １－０ ．０ １ ７

认知


相关性 （双侧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７６３

̄

实际知识

￣￣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 ＂

－

．２３ ５
＊ ＊

＂ ＂

． １ ４４
＊ ＊０ ．００５－０ ．０ １ ７ Ｉ

认知


相关性 （双侧 ）００００９０ ９３２０ ７６３

注 ：

＊

ｐ
＜０ ．０５ ，

＊ ＊

ｐ
＜０ ．０ １

如上图所示 ， 主流媒体抑郁症议题的负面形象 、 中性形象与实际知识认知相关性显

著 （ Ｐ＜０ ．０ １ ） ， 且中性形象与实际知识认知显著正相关 （ 系数＞ ０ ） ， 负面形象与实际知

识认知呈显著负相关 （系数＜０ ） ， 正面形象与实际知识认知维度并未呈现显著的相关性 。

主流媒体抑郁症议题的三种媒介形象与感知知识认知相关性显著 （ Ｐ＜０ ．０ １ ） ， 且抑

郁症媒介负面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存在显著负相关 （ 系数＜０ ） ， 中性、 正面形象与

感知知识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 （ 系数＞０ ） 。

此外 ， 为验证模型是否整体显著 ， 对模型进行了Ｆ 检验 ， 统计数据显示为 １４６ ．５８３ ，

说明各变量间具有联合显著性 ， 能够进行接下来的线性回归分析 。

表 ４－

１ ２ 模型检验数据

平方和

￣￣￣

自 由度

￣

＾
￣￣

ｆ
￣
￣

ｓｉ^

Ｔ Ｉ０ ０９ １ ．７３ ３ ４２２ ．９３３ １４６ ．５ ８３ ． ０００ｂ

̄

４０ ．２０８２５ ７Ａ ５６

总计 １ ３ １ ．９４２２６ １

因变量 ： 受众认知

预测变量 ： （常量 ） ， 正面形象 ， 负面形象 ， 中性形象


六 、 模型的线性回归分析

表 ４－

１ ３ 实际知识认知维度的线性归 回分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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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 ｜非
￥
准化系数 ｜

标准系ｑ ｔ

￣￣￣￣

ｓｉ^



Ｂ标准误差Ｂｅｔａ




１



（常量 ） １ ．４６９． １ ３２


１ １ ． １４３．０００



负面形象－

．０９２．０２９


－

． １ ９９－

３ ． １ ７８．００２



中性形象 ． １ ６ １．０３ ７


．２３３４ ． ３ ７４ ．０００

｜正面形象 ｜ ．０５９ 丨 ．０３ ５ ． １ ０５ ｜１ ．６７６ ｜ ．０９５

ａ ．因变量 ： 实际知识认知


表 ４－

１ ４ 感知知识认知维度的线性归回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

标准系

￣￣

ｔ

￣̄

Ｂ标准误差Ｂｅｔａ

２ （常量 ）３ ．５ ７０．３０６ １ １ ．６８７．０００

负面形象－

．２３４．０４４－

．２５３－８ ． ８ １ ３ ．０００

中性形象． １ ４２ ．０４３ ． １ ６７３ ．２８７．００ １

正面形象．２０４．０３４．３５ ８５ ．９９５．０００

ａ ．因变量 ： 感知知识认知

由线性回归统计数据可知 ， 主流媒体不同的抑郁症媒介形象对受众认知具有显著影

响 （ Ｓ ｉｇ
＜０ ．０５ ） 。 具体来看 ，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有显著负向影响

（ Ｂ＜０ ） ， 中性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 Ｂ＞０ ） ， 说明抑郁症报

道中越是客观理性 ， 受众对于抑郁症的相关知识的认知越为清晰 ， 负面报道则会混淆受

众对于抑郁症的正确理解 ， 假设 Ｈ ｌ ｂ 、 Ｈ ｌ ｃ 得到支持。 正面形象对于受众的实际知识认

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 ｓ ｉｇ
＞０ ．０５ ） ， 说明受众对抑郁症的 了解情况不会受正面报道太多的

影响 ， 假设 Ｈ ｌ ａ 未得到支持。

负面形象对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有显著负 向影响 （ Ｂ＜０ ） ， 中性形象和正面形象对于

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Ｂ＞０ ） ， 即受众接触的抑郁症报道越是偏向于正面或

客观报道 ， 则对抑郁症患者的态度更为积极正面 ， 反之则更加消极抵触 。 假设 Ｈ２ａ 、 Ｈ２ｂ 、

Ｈ２ｃ 获得支持 。

综上 ， 通过本节分析 ， 对提出 的研宄假设进行检验后得到 以下结果 。

表 冬 １ ５ 研究假设检验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Ｈ １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有影响


成立

Ｈ ｌ ａ 抑郁症正面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正相关


不成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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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ｌ ｂ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负相关


成立

Ｈ ｌ ｃ 抑郁症 中性 、 理性 的媒介形象与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正相成立

＾


Ｈ２ 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有影响成立

Ｈ ２ａ 抑郁症正面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正相关成立

Ｈ２ｂ 抑郁症负面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负相关成立

Ｈ２ｃ 抑郁症 中性 、 理性 的媒介形象与受众感知知识认知正相成立



七 、 研究发现

本章通过对既往研宄的梳理 ， 针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与受众认知提之间 的关

系 问题 出 了 相应研宄假设 ， 并建立 了 二者的关系模型 ； 采用 问卷调查的研宄方法 ， 探究

主流媒体受众对抑郁症议题的认知情况 ， 并对研宄假设和模型进行 了验证 。

就现状而言 ， 受众总体看到 的 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居多 ， 接触到的正面报道较少 ，

对抑郁症的总体认知度不高 ， 在具体知识上存在误区和偏见 ；
总体上能够 以友好的态度

去对待抑郁症患者 。

就抑郁症媒介形象和受众认知关系而言 ， 首先 ， 抑郁症中性媒介形象对受众的实际

知识认知有着正 向影响 ， 说明报道越理性 、 客观 ， 受众对抑郁症的基本知识认知更全面 ，

而负面形象与对受众实际知识认知有负 向影响 ， 阻碍受众对于抑郁症进行全面的 了解和

把握 。 这就赋予 了媒介进行健康传播的重要责任 ， 在报道中应坚持传递真实 、 客观的信

息 ， 加强对受众的积极引 导 。 但正面形象对与受众实际知识的增加影响并不 明显 ， 说明

积极的表述并不总是起作用 ， 这或许与正面表述往往侧重于对患者积极求医 、 努力抗争

的精神进行呈现 ， 而非传达抑郁症本身相关的病症信 息有关 。

其次 ， 主流媒体建构的抑郁症正面和 中性形象对受众的感知知识认知有显著的正 向

影响 ， 反之 则有 明 显 的负 向影响 ， 说明积极 、 正面的报道能明显提升受众对抑郁症及患

者的接受度 、 理解度 、 包容度 ， 而极端化 、 污名 化报道不利于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 ，

受众难 以与患者产生共情 ， 也会阻碍其采取社会支持行为 。

虽然本研宄有
一

定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 ， 但仍有
一

些方面需要进
一

步改进 。

一

是

在 问卷调查 中 ， 由于笔者 自 身资源的局限性 ， 总体上还是 以近便样本为主进行 问卷发放 ，

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主流媒体受众 。 二是在控制变量的把握上 ， 虽然本文对性别 、 年龄 、

职业 、 个体风险背景这些变量进行 了 考察 ， 但影响受众认知 的 因素还有很多 ， 比如受众

的媒介接触频率 、 所处的情境 、 文化氛围 、 主观随机性因素等 ， 本文并未进行完全充分

考虑 ， 这部分希望 以后能进行更细致的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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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优化建议

通过前文对抑郁症议题在中 国传播路径的梳理 ， 以及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的

实证分析 ， 我们不难看出媒体报道受制于医疗 、 媒介环境 、 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议题建

构状况 。 健康传播生态模型也指出 ， 媒体的健康传播活动与社会环境有交互作用 ， 媒介 、

公众和社会三者相互影响 ， 共同参与到议题的建构中 。 本章中 ， 笔者从以上角度对影响

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 ， 并从宏观的社会层面 、 中观的传

播逻辑层面和微观的报道与认知层面 ， 分别针对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的优化问题给

出建议 。 同时 ， 考虑到患者话语在 以往研宄中的缺失 ， 关于报道优化的建议为研宄者
“

单

向度
”

的建议 。 笔者与部分患者及其周 围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 对患者的真实诉求进行

了梳理 ， 以期能够在角度全面且具备人文关怀的指引 下 ， 给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提出更

具实操性传播建议 。

第一节 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

一

、 医疗环塊因素

在健康议题的传播中 ， 医疗水平起着决定决定作用 。 由于之前我国医疗卫生条件落

后 ， 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缺失 ， 无法对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确诊和治疗 。 加上医

护人员群体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 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存在偏差 ， 多把抑郁症与
“

疯子
”

“

精神病
”

相提并论 ， 这就导致媒体在报道抑郁症议题时 ， 也会先入为主 ， 构建患者的

刻板媒介形象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医疗条件极大改善 ， 精神卫生中心 、 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成立 ，

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也 日 益得到广泛重视 。 各大主流媒体积极传播抑郁症相关知识 ， 帮助

受众剔除愚昧和偏见 。 然而 ， 总体来看 ， 我国精神疾病方面的医疗保障还不健全 ， 精神

卫生服务也不够完善 。 《全 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 ２０ １ ５ －２０２０ ） 》 显示 ， 我国精神科床位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 我国仅有两万余名精神科专业医师 ，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较为悬

殊 。 医疗体系的不健全会使得
一

些抑郁症患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 可能会加重他们的

病情 ， 增加其采取极端行为的概率 。 因此 ， 除了刻板印象的 问题外 ， 媒体确实会针对部

分患者的负面行为进行报道 。

二 、 媒介环塊因素

（

一

） 媒体属性决定报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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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 ， 媒体在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 中起着关键作用 ， 媒体的信息传

播活动又不可避免地受到 自 身定位 、 属性及办报方针等因素的影响 。 中 国新闻业的发展

长期 以来都与政治密不可分 ， 如唐朝的邸报 由 官府发行 ， 只 在朝廷官员 中传阅 ， 探讨大

政 国事 ， 普通民众并没有机会接触到 ； 进入近代 ， 为挽救民族危亡 、 开启 民智 ， 知识分

子将报刊 当作论政和革新的阵地 ； 新时期 以来 ， 官方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和人 民的耳

目 ， 担负着宣传 中 国特色社会思想和价值观 、 引 导舆论的重任 。 此外 ， 注重社会效益是

中 国新闻业长期奉行的准则 ， 媒体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第
一

要务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 所

以 ， 在评价抑郁症议题的新闻价值时 ， 主流媒体会 以是否符合政策宣传要求 、 是否能够

进行 良好的舆论 引 导作为依据 。

包括人民 日 报在 内 的主流媒体出于其党报定位 ， 以弘扬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彰显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 传达中 央精神和政策的报道为主 ， 因此 ， 必然会控制对抑

郁症这
一

议题的报道数量 ， 也会从宏观层面出 发 ， 把焦点放在抑郁症社会现状或治疗防

治上 ， 少报道或不报道患者极端个案 ， 传递社会正能量 。

（二 ） 市场利益冲撞新闻 原则

在新闻价值的评估中 ， 客观事实的新奇性和变动性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 媒体通过新

闻题材中
“

兴奋点
”

的挖掘 引 发受众的关注 。 而抑郁症议题本身相对小众 ， 很难 引 起大

范围受众的讨论和关注 ， 加之多数抑郁症患者并不会做 出极端行为 ， 与普通人外表看起

来无异 ， 因此媒介在进行相关知识普及时也往往借助特定事件或事件节点 （ 如世界精神

卫生 曰 ） 这样的
“

由头
”

来 引 发话题 ， 或 以患者的极端行为作为新闻 的
“

爆点
”

进行报

道 。 这就导致了 媒体对该议题的
“

节点式
”

关注和对患者偏执形象的塑造 。

此外 ， 面对新媒体和 自 媒体的冲击 ， 主流媒体都在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和市场化转型 ，

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 ， 夺回话语权 。 在这过程中 ， 主流媒体难免也会受到流量优先 、 算

法逻辑等市场意识 的影响 ， 注重与用户 的交互感 ， 迎合受众的信息需求 。 虽然主流媒体

尽力保持着社会整合 、 舆论 引 导的作用 ， 但也存在为 了 得到更多点击率 ， 满足受众的窥

私欲 、 猎奇心等追求短期效益而违背新 闻专业原则 的情况 。 这类报道中 ， 抑郁症患者群

体建构成
“

杀人凶手
”

、

“

精神失常
”

等媒介形象 ， 强化 了 受众的歧视和偏见 。

（三 ） 专业素养 比肩社会责任

编辑 、 记者处于新闻传播活动全过程的起始位置 ， 其专业能力和职业信念感直接影

响 了报道的走向 。 哈钦斯委员会在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 中 ， 对新闻工作 的社会责任感提

出 了 明确要求 ， 其中包括媒介要承担起 向公众传达正确价值观的责任 。

在主流媒体盈利危机 、 报业黄 昏的背景下 ，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困境凸显 ， 各方面要

素无时无刻都在要求记者进行高强度 的 内 容输 出 ， 并争夺受众稀缺的注意力 资源 。 这导

致部分记者背离 了 新闻专业精神 。

一

些记者编辑为 了抢快 ， 直接选取官方声 明或较为容

易获取的信源 ， 进行复制粘贴和简单配图 、 编辑 ， 而没有进行深入地挖掘和采访 ，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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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道的不充分 。 还有部分记者为获得更高的阅读量 ， 将暴力血腥或离奇情节进行突 出 ，

丧失人道主义关怀 ， 丑化了抑郁症患者的形象 。

另外 ， 对健康议题进行传播 ， 需要从业者拥有较高的医学素养 ， 但有研究显示 ， 大

多数从事健康传播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
？

， 很多记者缺乏对疾病

知识的积累 ， 很难写出专业 、 深度的报道 ， 也常常缺乏对患者病情介绍 。 对病情忽视不

利于受众对抑郁症的全面感知 ， 也会影响媒介对抑郁症形象进行全面、 客观的建构 。

三 、 社会环境因素

（

一

） 文化规范影响报道价值导向

文化社会生活中 的基本要素 ， 能够深刻影响公众健康观念 以及对疾病 的态度和行

为 。 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 中 国媒体对于抑郁症的报道多为宏观的 、 社会的视角 出

发 ， 将抑郁症置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审视 ， 而对患者个体层面的关怀关注较少 。 另

夕卜 ， 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具有变动性和不可预测性 ， 极端患者的増多可能对社会秩序的稳

定产生影响 ， 因此 ， 在追求社会和谐稳定文化指导下 ， 主流媒体多规避类似报道 。

再者 ， 在文化氛围和 中 国人性格特点的影响下 ， 各界
一

直对抑郁症缺少关注 ， 所以

相关社会活动较少 ， 除了在每年世界精神卫生 日 期间 ， 会进行抑郁症知识普及和关爱呼

吁外 ， 平时较少举办相关公益活动 ， 这也使得媒体很形成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持续化 、

常态化报道 。

（二 ） 病耻感阻碍健康信息传播

心理因素是导致抑郁症发作的高危因素之
一

， 同样也在影响着抑郁症患者的 自我认

同和治疗情况 。 因为抑郁症患者长期遭受污名 ， 周 围人普遍不予理解和关爱 ， 患者及其

家属便产生了强烈的病耻感 。 很多人受愚昧观念的影响 ， 认为抑郁症是无病呻吟 、

“

玻

璃心
”

的表现 ， 这样的小病不必就医 。 如此缺乏尊重的观念不但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 ，

也会使得患者及其家属为保护 自 己而越来越不愿意谈论病情 ， 避免患病 、 治疗情况被外

界所知 。 这对于记者的深入采访是极为不利的 ， 媒体会因为缺少患者的话语表达而无法

形成全面、 深度的议题报道和对抑郁症媒介形象的建构 。

第二节 关于主流媒体抑郁餓介形象建构的优化建议

一

、 转变健康传播的报遂诉求

在当今抑郁症高发但受众却对其认知不明确的背景下 ， 主流媒体报道该议题的本质

目 不在于报道事件本身 ， 而是促成公众对这
一

议题的正确理解 ， 驱散公众的无知和刻板

？Ｃｏｏｐｅｒ ＣＰ
，
Ｙｕｋｉｍｕｒａ Ｄ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ｗｒｉ ｔｅｒｓＹｅａｃｔｉ ｏｎ ｓ  ｔｏ 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ｓ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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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 形成有利于关爱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坏境和 良好的健康传播环境 。 因此 ， 主流媒体

在进行抑郁症形象建构的时候 ， 要更加关注公众的健康诉求 。

（

一

） 发挥主流媒体优势 持续关注精神健康议题

主流媒体长期 以来积累 了 很强的 品牌效应 ， 其健康信息的传播对于受众认知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 接受深度访谈的 四位患者 Ａ 、 Ｂ 、 Ｆ 均表示 ， 公众很少能够从主流渠道

获得抑郁症相关的信息 ， 这对于建立抑郁症正确认知是非常不利 的 。 抑郁症议题作为
一

个 日 渐突 出 的健康问题 ， 报道数量总体较少 ， 在主流媒体的报道版面 中处于边缘化位置 ，

并没 引起社会对该议题的的常态化关注 。 虽然如上
一

章分析所说 ， 主流媒体对抑郁症这

一

议题建立相对常态化的报道机制 比较困难 ， 但相较商业媒体和 网络媒体而言 ， 主流媒

体在影响力 、 权威性和传播力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 。 所 以 ， 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里 ， 主

流媒体更要充分利用 自 己的长处 ， 聚合不 同 的信息传播渠道 ， 尤其要把握住特殊节点 的

宣传报道机会 ， 确保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报道 。 同时 ， 主流媒体改变传播主体独霸信息传

播话语权的思维模式 ， 在做好议题建构表率作用和 良好导 向 的 同时 ， 利用新媒体平台 的

交互性 ， 引 导公众和其他各类媒体也参与到抑郁痖议题的传播中来 。

（ 二 ） 优化平台互动体验 聚焦受众健康信息需求

在
“

两微
一

端
”

这样的新媒体开放的平台 内 ， 人人掌握麦克风 ， 信息传播呈现出 多 点

式 ， 媒体无法进行话语的垄断 ， 用 户可 以个人账号或媒体评论区 发表 自 己的见解 ， 这使

得媒介议题与受众观点呈现双 向传播的特点 。 受访者 Ｃ 表示 ， 作为抑郁症患者 Ｂ 的好

友 ， 看到 网络平台上有关为抑郁症
“

正名
”

、 或者关注关爱抑郁症患者报道和帖子都会

转发给 Ｃ ， 希望 Ｃ 能看到 自 己没有被世界抛弃 ， 还有很多人在为他们这个群体发声 ， 从

而给她力量 ， 自 己也能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对抑郁症的 了解 。 因此 ， 及时提取用 户 的信

息需求 、 挖掘用 户生产 内 容就变得十分重要 。 如参考报道的点赞数 、 评论数 、 转发数等

直观数据 ， 对受众青睐的报道性或主题 内 容进行合理编排 ， 以获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

以微博为例 ， 主流媒体的微博账号极少在评论 区与用 户进行互动 ， 不注重与用 户 建

立连接和情感认 同 。 殊不知 ， 主流媒体
“

博主
”

与用 户 的互动 ， 不仅能够消 除用 户对抑

郁症议题认识上的偏差 ， 也能够根据用 户 多样的信息需求 ， 进行个性化传播 ， 增强主流

媒体亲和力 ， 提升用户粘度 ， 使传播效果达到最佳 。

另外 ， 在新媒体舆论场 中 ， 意见领袖对于抑郁症议题的传播作用也不可忽视 。

一

些

坐拥千万粉丝的大 ｖ 博主掌握 了极大的话语权 。 如影视明星热依扎 ， 在微博上公开 自 己

患抑郁症后遭到 了 部分网友的质疑和辱骂 ， 她第
一

时间予 以 回击 ， 为抑郁症患者群体发

声 。 该事件登上热 门话题后 引 发 了 多家媒体的连锁反应 ， 对抑郁症议题的扩大传播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主流媒体应充分利用互联网 的平台功能 ， 通过与正面意见领袖 的互

关互动 ， 提高抑郁症话题的热度 ， 增强传播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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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构建丰富多样的传播格局

（

一

） 纵 向深度挖掘 塑造多元媒介形象

由前面几个章节的结论可知 ， 主流媒体在抑郁症议题报道 中对患者本身 的关注度并

不够 ， 专注于人物报道的篇幅并不多 ， 且抑郁症患者通常 以消极 、 极端的形象 出现在报

道中 。

然而 ， 在采访中 ， 笔者发现 ， 抑郁症患者的真实形象并非如此 ， 他们也有着细腻丰

富的情感 ， 并且与病情做着积极抗争 。 患者 Ａ 表示 ，

“

我们通常不会把 自 己的负面情绪

展现出来 ， 因为即 使说 出来 ， 也很少有人会真正理解那是
一

种什么样的情绪 ， 所以我们

尽量表现的跟普通人
一

样
”

。 患者 Ｂ 说道 ：

“

虽然我偶尔会产生想要放弃治疗的想法 ， 但

是有那么 多爱我的人 ， 我要坚持下去 。 其实我认识的抑郁症患者都是这样坚持的 。

”

但

患者 Ｂ 表示 ， 身边人更多 的是对抑郁症的不理解 ：

“

多数人基本不 了解这类疾病 ， 甚至

误解严重
”

。 由此可见 ， 媒体在对抑郁症议题进行报道时 ， 对疾病知识普及的力度不够 ，

也忽视 了 患者对抗疾病时 的隐忍和努力 。

每个个体在社会图景中都不 只 是
一

个符号 ， 而是
一

个个有血有 肉 、 情绪饱满 、 经历

多样的结合体 ， 抑郁症患者也是如此 。 患者极有可能经历 了校园霸凌 、 生活变故等各种

打击 ， 若主流媒体在报道时不注重事件前因后果的挖掘和背景交代 ， 只 是聚焦在患者的

极端行为上 ， 则很容 易让受众 只 能看到
一

个有关患者的切面 ， 甚至产生直接的误导 。 因

此 ， 主流媒体应当加强对事件的深入挖掘 ， 与患者保持 良性的互动并给予其发声的机会 ，

从多角度建构起患者的立体形象 。

（ 二 ） 扩展报道框架 关注患者 内心世界

在新闻报道中 ， 不同 的框架的侧重点不同 ， 会对受众认知产生不同 的效果 。 如医学

事实框架侧重医疗知识的科普 ， 有利于扫除受众的无知和偏见 ； 故事性框架侧重叙事 ，

能够增强报道的可读性 ， 使受众 了 解事件全貌 。 从 内 容分析的数据来看 ， 在报道中 ， 医

学事实框架最被主流媒体所青睐 ， 其次是故事类框架 ， 但具体文本 中都缺乏对患者个体

的重视 。 进行专业知识的科普和政策告知 固然承担起 了媒体应有 的 责任和使命 ， 但简单

的现状的交代并不能对抑郁症个体进行关照和解读 。 而故事性框架 中过于侧重情节的猎

奇性和患者的极端行为 ， 患者 内 心世界的真实声音被削弱 。 主流媒体应当要适 当纠正这

种媒体资源倾斜的现状 ， 对报道焦点进行调整 ， 予 以抑郁症患者更多 的温情和关注 。

此外 ， 道德救助和疾病 困境类的框架也较少被主流媒体使用 ， 应在这两方面进行侧

重和增加 。 受访者 Ｅ 是患者 Ｄ 的儿子 ， 他表示 ， 自 己这
一

辈人对于抑郁症本身就不够

了 解 ， 当 自 己的父亲患上抑郁症时 ，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立起对该疾病疾病的认知 ， 最

佳治疗时间也会因此错过 。 当他在搜索抑郁症报道时发现 ， 老年抑郁症群体似乎总是被

忽视 ， 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关注和帮助 的群体之
一

。

一

方面 ， 道德救助和疾病 困境类框

架能够让受众更加直观和准确地把握抑郁症患者所处 的社会环境 ， 改善受众的认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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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另
一

方面 ， 该类框架也能够呼吁 、 推动社会支持行为的产生 ， 促成相关机构和组织

对患者的救助行为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 充实报道形式 加强心理共情建设

访谈中发现 ，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 ， 主流媒体应该丰富抑郁症报道的呈现形式 。

患者 Ｃ 说 ：

“

我 曾经把
一

些抑郁症的报道转给我身边的人 ， 希望他们能 了解这个病 。 他

们要么觉得 内容太机械化读不进去 ， 要么难 以共情 ， 完全是看客的眼光来进行评价和审

视 。

”

前文的分析也表明 ， 现今 ， 主流媒体的抑郁症仍以传统图文报道为主要形式 ， 单调

和枯燥的呈现形式难 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 传播效果也大打折扣 。 这就要就主流媒体

充分运用融媒体传播矩阵 ， 进行多样化报道 ， 增强报道的沉浸感和交互性 ， 进行共情建

设 。 近几年 ， 已有
一

些主流媒体在健康传播议题的报道形式上进行 了 创新和突破 ， 例如 ，

新京报运用动画 的形式 ， 在报道 《带你认识微笑抑郁症 》 中详细解释 了该病 的病理症状

和成因 ， 更便于受众的理解 ， 同时也使得趣味性大大增强 ； 财新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采

用可视化长图 的形式 ， 展现 了 为疫情防控做 出牺牲的平 民英雄 。 主流媒体应该根据报道

主题综合运用 多样化的报道形式和新媒体分发模式 ， 向受众提供简 明 、 生动的抑郁症信

息 ， 同时注重报道的尺度和措辞 ， 以关怀 、 关注的语气进行 引 导和传播 ， 从而让受众更

好共情患者的处境 。

三 、 调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从社会层面看 ， 抑郁症不仅仅只是
一

个医学 问题或健康传播 问题 ， 也具有强烈 的社

会属性 。 抑郁症议题的传播 ，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 若政府能够制定相应的公共政

策 ， 社会组织能够给予患者支持和帮助 ， 媒体和公众能够对患者更加理解和包容 ， 整个

社会便能够为抑郁症提供对症的 良药 。

（

一

） 开展政府合作 引 导搭建社会支持系统

前文提及 ， 我国专业精神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数量较少 ，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在发

达 国家 ， 政府会对精神卫生机构进行资金支持 ， 以减少抑郁症患者的医疗费用 ， 并且进

行积极的宣传和普及 。 而就 目 前国 内 的社会环境和和政策环境而言 ， 抑郁症患者的处境

并不乐观 。 主流媒体作为健康传播的主要途径和舆论 引 导 的风 向标 ， 可 以从 以下两个方

面督促各界聚焦抑郁症 ， 提高重视程度 。

一

是呼吁政府给予报道方面的支持 。 媒体要积极与政府展开双 向合作 ， 政府及时公

布与抑郁症议题相关的政策和研究成果 ， 为媒体报道提供数据支持 ； 在政府的道德救助

宣传中 ， 媒体充分体现民意 ， 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修改 ； 同时为政府部 门政务平台 的

搭建提供媒介技术指导 ， 发挥政府的权威优势和媒介的传播优势 ，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 、

公众号等平台 ， 联合开展公益直播等活动 ， 增强抑郁症议题的传播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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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做好社会各界与公众的桥梁纽带 ， 引 导搭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 不管是公益

机构 、 精神疾病救助组织还是普通民众 ，

一

定程度上 ， 都需要通过媒体报道来了解抑郁

症及其患者的处境 。 因此 ， 主流媒体在信息流通 、 上传下达、 沟通意见、 协调团结各方

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主流媒体可以与官方救助组织加强沟通 ， 及时将救助信

息传递给公众 ， 并在抑郁症正面媒介形象的呈现中 ， 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和理解 ，

进而向患者施予援手 。

（二 ） 加强医疗沟通 提升记者医学专业素养

抑郁症作为
一

项疾病类议题 ， 精神疾病学专家对其的了解程度
一

定比媒体深得多 ，

他们也掌握了前沿的研宄成果和治疗方法 ， 他们的建议更加权威且可靠 。 在前面章节的

分析中 ， 虽然主流媒体在采访中有跟专家面对的交流 ， 但总体来看并为形成规模化报道

和广泛普及 。 如果新闻从业者不具备精神卫生方面的医学专业知识 ， 就难保证报道的客

观性和全面性 。 为此 ， 主流媒体应该重视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联系 ， 既能提升记者在

抑郁症方面的医学素养 ， 又能够保证向受众传达最准确的病症资讯 。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 其
一

， 与权威精神科医师取得联系 ， 第
一

时间得知抑郁症最新

的研宄成果和预防治疗方式 ， 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公众 ； 其二 ， 主流媒体内部进行新闻专

业能力培训时 ， 邀请精神疾病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 ， 提高新闻工作者对抑郁症

的认知水平和专业素养 ， 对患者形成 良性人文关怀 ； 其三 ， 与医疗机构合力构建规范的

报道体系 ， 如在不涉及敏感资料的情况下 ， 主流媒体参与到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研讨会

或活动报道中 ， 确保抑郁症议题能够得到持续的关注 。

主流媒体是健康传播的重要主体 ， 连接着公众 、 政府、 社会各界和患者等各方力量 ，

因此 ， 客观性、 专业性 、 全面性的报道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 。 主流媒体应充分发

挥 自 己的资源优势和显著的影响力 ， 积极倡导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 为抑郁症患者搭建起

一

套完整的社会支持体统 ， 营造更加温馨的社会环境 。 同时 ， 在这
一

过程中 ， 离不开我

们每
一

个人的关怀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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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随着我国抑郁症患病率的增加 ， 主流媒体报道在抑郁症知识普及、 消除偏见、 助推

良好社会环境建构等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 。 总体观之 ， 本文主要有三大部分 ， 六个章节 ，

第
一

部分在厘清 了主流媒体的抑郁症媒介形象类别和建构过程的基础上 ， 对 《人民 日报 》

“

两微
一

端
”

５ 年来的抑郁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 指出 了相关问题 。 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

查了受众对抑郁症的态度和认知情况 ， 通过实证研宄探讨了抑郁症媒介形象呈现与受众

认知之间的关系 。 第三部分根据前文的研究发现 ， 并结合深度访谈的 内容 ， 对主流媒体

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 同时 ， 从报道诉求、 传播格局 以及社

会参与方面给出 了优化建议 。 本文得出 了 四个主要结论 ， 并存在样本丰富度和实证分析

不够精细等方面的不足 。

一

、 研宄的主要结论

１ ．在抑郁症议题报道中 ， 主流媒体并未彰显其强大的 引 导能力 。 虽然力 图确保新闻

的真实性 ， 但报道多是简单科普 ， 缺乏对抑郁症的深层探索 ； 对抑郁症议题的关注度低 ，

同时存在报道形式单
一

、 框架使用不均衡 、 原创报道缺乏等问题 。

２ ．抑郁症患者往往被塑造成负面极端的形象 ， 报道的污名化情况明显 。 主流媒体的

事件报道中 ， 多聚焦于抑郁症患者的怪异 、 暴力 、 伤害性行为 ， 唤起受众的猎奇心理 ；

常将犯罪动机与抑郁症患病史放在
一

起进行隐喻叙事 ， 使受众建立起抑郁症与暴力 、 极

端行为之间 的关联 ， 加深刻板印象 。

３ ．实证研宄结果表明 ， 主流媒体不同 的抑郁症媒介形象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 ， 在

社会环境的营造上也起着不同的作用 。 总体来看 ， 负面抑郁症媒介形象阻碍受众对抑郁

症进行全面 、 深入的认知 ， 造成受众对患者的偏见 ；
正面或中性的媒介形象则能对受众

认知进行纠偏 ， 激发对患者的共情和帮助欲 。

４ ．主流媒体抑郁症形象建构受医疗环境因素 、 媒介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为

优化主流媒体对抑郁症形象建构 ， 提出 了相应改进策略 ， 如关注健康诉求 ， 为公众去魅

和扫除无知 ； 丰富报道内容 ， 建立多样化传播格局 ； 调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等 ， 营造

宽容温暖的社会空间和 良好的健康传播环境。

二 、 研究的局限性

１ ． 内容分析中 ， 样本涵盖不够广泛 、 全面 。 本研究仅选取了 《人民 日报 》
一

家媒体

报道进行分析 ， 无法完全代表主流媒体抑郁症报道的全貌 ； 样本的时间跨度为五年 ， 包

含时期较短 ， 期望未来能够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进行深入研究 ； 此外 ， 对类 目 的建构需要

更加细致和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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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在实证研宄中 ， 受到本人社交范围的限制 ， 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总量较少 ， 代

表性欠佳 ， 受访者的辨识度和普适性不够 。 另外 ， 在研宄模型中 ， 主流媒体抑郁症媒介

形象以及受众认知的各个维度划分还需要更加细化 ， 控制变量也应更加全面 、 丰富并加

以细致考察 。 上述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在之后的研宄中进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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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主流媒体报道对受众抑郁症认知的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一

、 人口统计特征题项

１ ．您的性别

男 ／女

２ ．您的年龄

１ ８ 岁 以下 ／ １ ８ －３４ 岁 ／３４４９ 岁 ／５０－６５ 岁 ／６５ 岁 以上

３ ．您的职业／身份

国企 、 事业单位 、 国家公职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医生 、 律师 、 教师等需执证上岗

的工作 ） 、 企业家 、 个体工商户 、 白领、 工人 、 农民 、 在校学生、 自 由职业者 、 无职业、

其他

４ ．您身边是否有患抑郁症或抑郁症病史的人 ？

有 ／没有／不确定

二 、 实际知识认知是非題

您对于 以下抑郁症相关陈述的判断是

三级量表
“

否
”
＝

１ 分 ，

“

不清楚
”
＝２ 分 ，

“

是
”
＝
３ 分

１ ．抑郁症不是脑部发育性疾病

２ ．抑郁症与基因遗传有关

３ ．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减退、 失眠等症状

４ ．抑郁症患者都有 自 杀倾向

５ ．长期使用某些药物 ， 例如帕金森药物 、 关节炎药物等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６ ．抑郁症的治疗过程十分漫长

７ ．抑郁症只能依靠药物治疗

８ ．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包括青少年 、 孕产妇 、 老年人群和高压职业人群

三 、 抑郁症媒介形象印象题项

根据您的记忆 ， 以往有关抑郁症报道的话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

五级量表
“

从未
”
＝

１ 分 、

“

有时
’ ’
＝
２ 分 、

“

偶尔
”
＝

３ 分 、

“

经常
”
＝４ 分 、

“

总是
’ ’
＝
５ 分 。

（ 负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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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抑郁症是不光彩的 、 可耻的

２ ．矫情的人才会得抑郁症

３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愤世嫉俗

４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做出 自残 、 自 杀 、 杀人等极端行为

（正面 ）

５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主动就医 、 积极治疗

６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也很阳光 、 热情

７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努力与病情抗争

（ 中性 ）

８ ．抑郁症是
一

种正常的心理疾病

９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不同

１ ０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 内心极度痛苦 、 不被别人理解

四 、 感知知识认知题项

您对抑郁症患者相关描述的赞同程度是 ：

五级量表
“

完全不认同
”
＝

１ 分 、

“

较不认同
’ ’
＝

２ 分 、

“
一

般＝

３ 分
”

、

“

较为认同
”
＝４ 分 、

“

完全认同
’ ’

＝

５ 分

１ ．ｔａ 难以沟通

２ ． ｔａ 使我感到不舒服 、 不耐烦或厌恶

３ ．我希望 ｔａ 被控制起来

４ ． ｔａ 十分孤独 ， 我替他们忧心

５ ． ｔａ 需要帮助和理解

６ ．我会为 ｔａ 提供相关相关科普和治疗信息

７ ．我希望能够给予 ｔａ 物质支持

８ ．我希望能够给予 ｔａ 陪伴和支持

附录二 深度访谈提纲与受访对象

一

、 访谈棚

１ ．您是如何发现 自 己患抑郁症的 ？ 病发前您是否经历过不愉快的事情 ？

２ ．在得知罹患抑郁症后 ， 您的感受是 ？ 您是 以何种方式来对待病情的 ？

３ ．罹患抑郁症后 ， 会有什么 临床表现 ？ 别人能够很容易察觉 出您患有抑郁症吗 ？

４ ． 日 常生活中 ， 您的心境或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

５ ．您是否产生过 自 杀 、 自残这样的极端想法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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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您觉得患病后会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吗 ？

７ ．您觉得 自 己被周 围的人所理解吗 ？ 他们使用何种方式理解或不理解您的 ？

８ ．您如何看待 目 前的媒体环境和抑郁症报道 ？

９ ．您是否渴望获得周 围人的帮助 ？ 这样的帮助会对病情恢复起到怎样的作用 ？

１ ０ ．线上线下您都得到过什么样的关怀和帮助 ？

（对于抑郁症患者家属及周边人群的题项 ）

１ ．您如何看待您的家人或朋友患上抑郁症的事情 ？

２ ．您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吗 ？ 如果会 ， 都是哪种形式的帮助 ？

３ ．如果您患 了抑郁症 ， 您会去看医生或寻求外界的帮助吗 ？

４ ．您是否看过有关抑郁症的报道 ？ 如果有 ， 您觉得媒体报道的抑郁症形象与身边真

实的患者形象有什么不 同 ？

５ ．您希望从媒体上看到关于抑郁症哪方面的报道 ？

二 、 访谈雜

对象
｜

性别年龄职业病情 ／备注访谈时间

Ａ男 １ ７ 岁高中生中度抑郁２０２ １ ．０７ ．０ １

Ｂ女２５ 岁硕士研究生 重度抑郁治愈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０ １

Ｃ女２５ 岁设计类对象 Ｂ 的朋友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０ １

Ｄ男７８ 岁退休重度抑郁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２０

Ｅ男５ １ 岁国企职工 对象 Ｃ 的家属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２０

Ｆ女３０ 岁文职类轻度抑郁２０２ １ ． １ １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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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７９－２０ １ ８氾］

． 新闻大学 ，
２０ １ ９

（外 １ ７ ．

［
３９

］
丁方舟 理想

＂

与
＂

新媒体
＂

： 中 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
Ｊ
］

． 新闻与传播研

宄 ，
２０ １ ５

（
３
）

： １ ７ ．

［
４０

］ 孙 晓娥 ． 深 度访谈 研 宄 方 法 的 实 证论 析 ［
Ｊ
］

． 西 安 交通大 学 学报 （ 社 会科学

版） ，
２０ １ ２

，
３ ２

（
０３

）
： １ ０ １

－

１ ０６ ．

［
４ １

］陈曦子 ，陈丹丹． 人文关怀离席 ： 从
“

章子欣事件
”

看新闻伦理的失范与建构 ［
Ｊ
］

．科技

传播 ，
２０２ １

，
１ ３

（
０７

）
： ８０－８３ ．

［
４２

］陈奕 ． 人民 日报新媒体转型及相关研宄综述 ［
Ｊ
］

． 青年记者 ，
２０ 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３

）
：５３

－５４ ．

［
４３

］苏林森 ． 被再现的他者 ： 中 国工人群体的媒介形象 ［
Ｊ
］

． 国际新闻界 ，
２０ １ ３

，
３５

（
８
）

：９ ．

［
４４

］薛真 ． 微博作为新闻源的开发与利用 ［
Ｊ
］

． 青年记者 ，
２０ １ ２

（
２

）
： １ ．

［
４５

］
陈阳 ． 框架分析 ：

一

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 ［
Ｊ
］

． 国际新闻界 ，
２００７

（
４

）
： ５ ．

［
４６

］杨春潇 ． 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心理的消极效应及干预策略研宄 ［
Ｊ
］

．

社会科学前沿 ，
２０ １ ８

，
００７

（
００３

）
：Ｒ３ ３２－３ ３ ７ ．

［
４７

］
李强 ，高文捃 ， 许丹 ． 心理疾病污名形成理论述评 ［

Ｊ
］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００８

，１ ６
（
０４

）
：

５ ８２－５ ８９ ．

［
４８

］
王玲宁 ． 大众传媒对农 民艾滋病认知和态度的影响 ［

Ｊ
］

． 青年研究 ，

２００６
（
３

）
： ７ ．

［
４９

］
蒋和超 ． 利益风险 、 刻板印象与公共态度一一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

［
Ｊ
］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８

（
２
）

： １ ３ ．

［
５０

］
肖 水源 ． 论社会科学方法在医学研宄 中 的应用

［
Ｊ
］

．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

１ ９８９
（
１ １

）
： ２３ －２５ ，

［
５ １

］陈月 ． 《人民 日报 》

“

世界艾滋病 日
”

报道分析 ［
Ｊ
］

． 新闻大学 ， ２００２
（
７３

）
：２９ －３ ２

［
５２

］吴迪 ． 健康传播发展的三个理论维度 ［
Ｊ

］
． 当代传播 ，

２０ １４
（
４
）

： ３ ．

［
５３

］
王丽． 灾难信息传播与社会救助行为的唤起 ［

Ｊ
］

． 东南传播 ，
２００９

（
６
）

： ３ ．

［
５４

］孙静 ， 张新宇 ，
于红 ． 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 、 态度和行为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

析 ［
Ｊ
］

． 护理研宄 ： 上旬版 ，
２０ １ １

（
９
）

： ３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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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刘雯雯 ？Ｗｅｂ２ ．０ 时代 自媒体的发展浅析
［
Ｊ

］
． 新闻研宄导刊 ， ２０ １ ６

（
５
）

：４２￣４３

［
５６

］彭正？ 隐匿性抑郁症的治疗 ［ＪＬ 安徽医学院学报 ，
１ ９８４

（
０３

）
：２３２ ．

［
５７

］
王金岩 ，李亚坤 ．在综合性医院对隐匿性抑郁症的误诊 ［

Ｊ
］

． 北京医学
，
１ ９８ ８

（
０ １

）
：６ １ ．

［
５８

］ 李 文 通 ． 季 节 性 与 非 季 节 性 抑 郁 症 的 比 较 ［
Ｊ
］

． 国 外 医 学 ． 精 神 病 学 分

册 ，
１ ９８９

（
０ １

）
：４２－４３ ．

（三 ） 学位论文资源

［
１
］徐晓君．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健康传播研宄 ［

Ｄ
］

． 广西大学 ．

［
２

］徐晓庆 ． 难以言说的痛 ： 抑郁症患者的疾病表达 ［
Ｄ

］
． 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３
］杜凯雯 ． 新浪网抑郁症报道的新闻话语研宄 ［

Ｄ
］

． 河南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４

］祝旸彤． 中 国媒体抑郁症话语的建构与变迁 ［
Ｄ

］
． 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５

］
曾艺 ． 基于大学生抑郁问题的心理健康传播对策研宄 ［

Ｄ
］

． 复旦大学
，
２０ １４ ．

［
６
］李翔 ． 都市类报纸抑郁症议题报道研究 ［

Ｄ
］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７

］
周士超． 新媒体语境下抑郁症患者

“

他者
”

形象的呈现与解构 ［
Ｄ

］
． 中央民族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８
］刘畅 ． 抑郁症媒介形象建构对公众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研宄 ［

Ｄ
］

． 上海财经大学
，
２０２０ ．

［
９
］庞旭． 健康传播视域下的抑郁症报道研究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 ［
Ｄ

］
． 华东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
１ ０

］
江根源． 媒介建构现实 ： 理论溯源 ， 建构模式及相关机制 ［

Ｄ
］

． 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１ １

］吴梦梦 ． 媒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 国媒体抑郁症报道研宄 ［
Ｄ

］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１ ２

］
李欣蒙 ． 抑郁症的媒介话语与媒介形象研宄 〇０］

． 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１ ３

］牛玉霞 ． 正视中 国艾滋现状认真肩负媒体社会责任——艾滋病报道中 的
“

健康传播
”

调查分析
［
Ｄ

］
．北京师范大学 ，

２００４ ：４２－

５ ３

［
１ ４

］
周玉辞 ？ 网络负性新闻对个体社会信任及利他行为的影响 ［

Ｄ
］

． 山东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６ ．

［
１ ５

］
李凤兰 ． 中 国公众的心理疾病观 ： 内容 ， 结构及测量 ［

Ｄ
］

． 华中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６

］
郑世颖 ． 主流媒体和 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抑郁症议题研究 ［

Ｄ
］

． 浙江传媒学院 ，
２０ １９ ．

［
１ ７

］
李月 莹 ． 艾滋病相关知识

，
态度与行为改为研宄一一以某大学学生为例 ［

Ｄ
］

． 山 西师

范大学 ．

［
１ ８

］何伶俐 ． 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中的文化分歧
［
Ｄ

］
． 南开大学 ，

２０ １ ３

［
１ ９

］陈瑞睿 ？ 中 国媒体抑郁症话语的 内容分析 （
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８

）［
Ｄ

］
？浙江传媒学

［
２０

］ 张 子 砚 ． 生 态 议 题 的 媒 介 建 构 研 究 ［
Ｄ

］
． 西 南 大 学

，

２０ １ ９ ．ＤＯＩ ： １ ０ ．２７６８４／ｄ ． ｃｎｋｉ ．ｇｘｎｄｘ．２０ １ ９ ．０００ １ ０７ ．

［
２ １

］杜酿． 《人民 日报 》 《纽约时报 》 （ ２００ １
－２０ １ ８ ） 抑郁症报道对比研宄 ［

Ｄ
］

．广西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２２

］段晓颉 ． 网络媒介精神疾病患者的媒介形象研究
——基于人民网和腾讯网 的相关报

道分析
［
Ｄ

］
． 山东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２３

］姜阳 ． 健康传播视角 下抑郁症议题的传播研究 ［
Ｄ

］
．重庆大学 ，

２０ １ ８ ．

［
２４

］ 刘 璐 ． 健 康 传 播 视 域 下 抑 郁 症 议 题 的 建 构 与 话 语 研 究 ［
Ｄ

］
． 内 蒙 古 大

学
，

２０２ １  ．ＤＯＩ ： １ ０ ．２７２２４／ｄ ．ｃｎｋｉ ．ｇｎｍｄｕ．２０２ １ ．００ １ １ ２５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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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胡甜甜． 网络媒体抑郁症议题建构及受众认知研宄 ［
Ｄ

］
． 西南政法大学 ，

２０ １ ９ ．

（ 四 ） 论文集资源

［
１
］张 自 力 ？ 健康传播研宄的发慎 、 现状与趋势 ［

Ｃ
］

． 北京 ：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

展研讨会论文集 ，
２００８ ．

［
２

］
刘瑛 ． 美国健康传播学研宄的论题 、 理论与方法 ［

Ｃ
］

． 第三届 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

文集 ，
２００８

［
３

］陆晔 ． 新闻生产过程中 的权力实践形态研宄 ［
Ｃ

］
． 信息化进程中 的传媒教育与传媒研

究
——第二届 中 国传播学论坛论文汇编 （

上册 ）
． ２００２ ．

［
４

］郭天超 ， 李雪梅 ． 基于品牌形象重构的核电项 目 公众接受度提升研究 ［
Ｃ

］
． 中 国核学会

２０ １ ７ 年学术年会 ． ２０ １ ７ ．

（五 ） 网络资源

［
１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抑 郁 症 和 其 他 常 见 精 神 疾 病 ： 全 球 健 康 评 估 ．

［
ＥＢ／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 ｉｎｔ／ ｉｒｉ ｓ／ｂ 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 ｌｅ／ １ ０６６５／２５４６ １ ０／ＷＨ０ －ＭＳＤ －ＭＥＲ －

２０ １ ７ ． ２
－

ｅｎ

ｇ ．ｐｄｆ
； ｊ
ｓ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ｄ＝Ｄ ８ＦＣＢ０４３４７ＢＤＢ６ ７４Ｅ８Ａ９ＦＣ８９Ｄ ２ ５ ５ Ｆ９Ｄ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ｌ

［
２

］人民网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
ＥＢ ／ＯＬ

］
．

［
２０ １４－８－

１ ８
］ 

■ｈｔｔｐ ：／／ｍｅｄ ｉａ ．ｐ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 ｅｎ／ＧＢ／２ ２ １ １４／３ ８ ７９５０／

［
３

］
《 ２０ １ ９ 中国抑郁症领域 白皮书 》 ．

［
ＥＢ／ＯＬ

］
．

ｈ 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ｘｉｎｌ ｉ００ １ ．ｃｏｍ／
ｉｎｆｏ／ １０

０４５５８５５

［
４

］姚震宇 ．美国抗抑郁药市场十年翻番．

［
ＥＢ／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 ｉｏｏｎ ．ｃ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４０ ５４９ ０ ．ｓｈｔｍ ｌ ．

［
５

］
卫生部
——

礼来精神卫生合作项 目 ．

［
ＥＢ／ＯＬ

］
．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ａ ｌｔｈ ．ｓｏｈｕ ．ｃｏｍ／２ ００５０５ ２ ６／ｎ２ ２５ ７ １ ２８ ０４ ．ｓｈｔｍ ｌ ，２ ００５ ．０５ ． ２６

［
６

］
萧易忻 ．患者近 １ 亿 ， 谁在刻意

“

制造
”

抑郁的中 国人 ？

［
ＥＢ

／
０Ｌ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ｈｕｘｉｕ ．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３４０ １ ５ ．ｈｔｍ ｌ
，
２０２０ ．０ １ ． ０ １

［
７

］
国家卫生生计生委 ． 中央综治办 ， 发展改革委等十部 门 ． 全 国精神工生工作规划

（
２０ １ ５

－

２ ０２０年〕
？［ Ｄ Ｂ／０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ｈ ｆｐｃ ．ｇｏｖ．ｃｎ／ｊ
ｋ

ｊ ／ｓ
５８８８

／
２ ０ １ ５０６

／
ｌ ｅ７ｅ７７ｄｃｆｅｂ４４０８９２ｂ７ｄｆｄｌ９ｆａ８２ｂｄｄ ．ｓｈｔ

ｍ ｌ ．２０ １５ ．０６ ． １８

二、 外文参考文献

（

一

） 专著 （ 图书 ） 资源

［＂ ＳｔａｃｋｓＤＷ
 ，
ＳａｌｗｅｎＭＢ ■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Ｍ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
１ ９９６ ．

［
２

］
ＴｒｅｎａｍａｎＪＭ

，ＭｃＱｕａｉ ｌＤ ．Ｔｅｌｅｖ ｉ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Ａ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ｔｅ ｌｅｖ ｉ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１ ９５９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Ｍ

］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 ｉ ｓ

，１ ９６ １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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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Ｈｓｕ

，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Ｌ ．Ｋ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ｏ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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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没有人能躲过梦想和现实的拉扯 ， 前行之路总要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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