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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医学继续教育专栏 Ⅶ：灾难救援与传播媒介 

李银平 赵炜 卢光明 黎檀实 

传播媒介(传媒)在灾难事件救援中 

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随着科技发展和全 

球化进程的加速，传媒在灾难事件中的 

作用越来越为人们重视 ， 一些国家建 

立的灾难救援体系中都有相应的传媒管 

理机构，并制定有详细的实施预案，例如 

英国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灾难事件发生 

后，应尽早向媒体公布伤亡人员姓名 、地 

址和病情，但可不提供伤情诊断，并规定 

在新闻报道之前，应尽可能首先通知伤 

亡人员亲属，即便无法通知其亲属，也应 

通知媒体。而有关伤员伤情性质和程度 

的进一步信息报道，只有经患者同意方 

可进行。如患者危重或是未成年人，则应 

获得患者最亲近的、能够负责的亲属许 

可。预案中建议，所有医院都应保证一名 

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官员随时回答新 

闻界的咨询。传媒在灾难发生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管理手段 ，发挥不同作用。 

1 灾难前期传媒的预警作用 

就灾难事件而言，多数情况下是有 

先兆的，灾难从酝酿到发生，都有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联 

系，这就为寻找危机根源、避免危机发生 

提供了时间和可能性。此阶段灾难处于 

量变阶段，是处理灾难事件最容易的时 

期，但却因没有明显的标志而不易被人 

察觉。传媒负有高度的社会责任，由于传 

媒技术的发展，让灾难新闻能够更广泛、 

更快地传播信息，使公众有更多的时间 

为灾难做好准备。对灾难新闻预警作用 

的高度重视使得社会危机管理系统能够 

迅速启动，通过危机预警使公众及时做 

好物质和心理准备，用正面和能刺激防 

卫体系的负面信息增强人们思想上的抵 

抗力。灾难前期加强民众灾难意识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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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是传媒的重要职责。 

2 灾难突发期传媒的舆论引导作用 

灾难突发期在灾难周期中持续时间 

最短，但是社会冲击、危害最大。在发达 

国家 ，无论是人为灾难还是 自然灾害，媒 

介记者几乎是和急救人员同时到达现 

场。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灾难信息在瞬 

间广为传播。总的来讲 ，发展中国家自然 

灾害的发生率较高，如果事件规模较大 

或意义重大，会吸引国际传媒的关注。 

传媒对灾难事件的积极介入，只是 

灾难信息传播的第一步。一旦灾难发生， 

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公众对危机的舆 

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 

来。灾难发生后，传媒一般有 3个可供报 

道的主体，即灾难本身、灾难受害者以及 

灾难引发的政府和社会行为。3个方面 

基本涵盖了环境异变和人的行为这两个 

主体 。仔细分析传媒在灾难救援报道中 

的功能，可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传媒的 

作用，以便在报道将来的灾难中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 

首先，传媒应发挥第一信息员的作 

用，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在 

灾难事件 中，对事实真相的报道 是传媒 

的基本原则，要在第一时间让民众及时 

了解真实信息。面对多元化的信息传播 

渠道，政府仍是最有掌控能力的权威。政 

府能通过大众传媒及时、有针对性地发 

布正确信息，说明实际情况，制止传闻与 

谣言，缓解民众的恐慌心理 。 

其次 ，传媒是沟通政府与民众联系 

的桥梁，以理性和社会责任感引导舆论。 

在灾难时期传媒必须科学、客观、理性地 

看待灾难事件，剖析其本质，寻求应对手 

段，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抗灾工作，同时对 

公众的行为方式进行引导，尽量减少灾 

难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 传媒的 

重要职责 。在灾难事件中，灾难新闻应 

该成为在政府和 民众间沟通情况、传达 

意见的载体，传达政府给公众的意见和 

指导，让公众能够正确面对灾难。 

媒体在这个阶段的报道不仅要满足 

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要 

随着事态的进展，在分析整合信息的基 

础上向公众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时 

报道业内对事态发展趋势的估计。在满 

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 

媒体的冷静客观及与政府问良性互动都 

有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理性、健康发展。 

在美国联邦政府应对计划中明确规 

定了医疗机构在灾难事件中面对传媒的 

管理原则，其流程可归纳如下：灾难事件 

后1 h内，医疗机构新闻官在与医院信息 

中心、指挥系统以及记者联络的同时，必 

须获取有关伤员数量和类型的详细材 

料；必须确定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确 

定应付传媒的原则；估计紧急救护可能 

持续的时间。在向社会发布信息之前应 

与灾难救援总负责人交换意见，力争在 

第一时间内将灾难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布 

于社会。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第一时间 

让 民众了解灾难的真实情况 ，争取舆论 

上的主动权 ，减少谣言传播的机会。 

3 灾难恢复期传媒的总结与反思，促进 

社会秩序重建作用 

在此阶段灾难事件得到基本控制， 

但灾难造成的后果依然严重，灾区社会 

结构基本破坏 ，传媒依然责任重大，具体 

包括重建社会秩序 ，引导社会走上正常 

轨迹，如通过传媒首先能将灾难的影响 

扩散，引起人们对灾难地区的同情和资 

助；减轻民众心理应激障碍，给社会各方 

面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帮助社会公众寻 

找到发泄感情的出口，从灾难的痛苦中 

摆脱出来。 

传媒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做好反思与 

总结，防止灾难重演。灾难新闻报道在危 

机总结阶段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总结经 

验、警戒后人，从而使人们 防微杜渐，尽 

量避免此类灾难事件再次发生。 

传媒对社会有直接影响的功能，又 

有间接影响的功能。它不仅可以作用于 

个人，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事件都少 

不了传媒的参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传媒在灾难救援中的作用将越来越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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