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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地震微信公众平台

综合评价研究

闫晓美　杨顺达　张瑞芳
山西省地震局，太原　０３００２１

摘要　基于层次分析法，围绕９３个地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经过统计分析

及计算，得出各个指标权重值，并依据评价体系计算，得出排名前十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发现

地震微信公众平台均存在信息发布数量不足、个性化内容和特色功能有待提升等问题，并就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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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微信是腾讯公司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推出的一款移动即时通讯工具。据腾讯公司的官方统
计①，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９月，每月有 １０８２５亿用户保持活跃，微信已覆盖中国九成以上的智能手
机，每天有 ４５０亿次信息发送出、４１亿次音视频呼叫成功。而在 ２０１７年的统计②中，微信公

众号的月活跃账号已达３５０万个，同比增长１４％，月活跃粉丝为７９７亿人。随着用户量的不
断攀升，微信公众平台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伴随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化的发展，地

震部门也积极探索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更好地开展全新的震情信息推送和防震减灾知识

宣传服务工作，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震、抗震能力，为满足公众对地震

部门日益增长的需求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２７日，全国共有 ２０个省、８６个市、４个自治区的地震部门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有 ２１个县级地震部门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数量相对较少；在省会城市中，有 ８１％的
地震部门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号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丰富的内容形式，

产生的影响力日渐广泛（闫晓美等，２０１８）。随着地震部门微信公众平台的迅速发展，地震科
普宣传较以往的工作模式更加便捷、快速、亲民，但同时也陆续显现出各种问题和不足，主要

体现在对平台的认识定位和资源投入等方面，即服务功能、质量水平和发展方向等参差不

齐，存在一定差异性。纵观整体水平，地震微信公众平台仍处于起步建设与运营探索阶段，

因此，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科学评价，指出问题，明确不足，进而探索改进办法和策略，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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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功能、促进地震微信服务全方位发展尤为必要。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针对当前运行的诸多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多角度、
定量化的评价，有效指导各平台的后续建设，进而更好地满足用户对地震资讯的需求，提高

地震公众信息服务能力，提升地震系统服务社会的影响力。

１　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号评价体系构建

１．１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为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地震微信公众平台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指标选取的过程中，

借鉴了以下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

当前，在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的研究方面，绝大多数评价体系是在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如

冀芳等（２０１５）结合传播理论中的拉斯韦尔“５ｗ”模式，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评价体
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挖掘出粉丝与传播方式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郭顺利等

（２０１６）则依据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传播过程模型，选取了微信平台自身、用户、服务方式及
内容、传播效果 ４个方面进行影响力评价，最终构建了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影响力评
价指标体系。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媒介影响力形成过程及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杨长春等

（２０１６）根据媒介影响力形成的接触、接受、保持和提升 ４个环节，构建了以广度、强度、深度、
效度为主要维度的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陈明亮等（２０１４）以媒介影响力形成
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由微博使用时间、微博主业内知名度、原创微博数、粉丝转发次数等 ８个
指标构成的微博主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综合参考现有的相关评价理论和以上学者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地震行业

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服务功能及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微信平台特征、平台功能

及服务、平台内容质量、推广应用效果 ４个评价指标，下设 １６个二级指标，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地震微信公众平台影响力评价指标层次结构

１．２　评价指标描述
本文提出的地震微信公众平台评价指标体系的描述，如表 １所示。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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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震微信公众平台影响力评价指标

目标层（Ａ） 一级指标（Ｂ） 二级指标（Ｃ） 指标描述

微信公众

平台影响力

（Ａ）

微信平台特征（Ｂ１）

头像（Ｃ１１）
是否体现运营主题、简洁醒目、图标设计感

强且辨识度高

账号介绍（Ｃ１２）
介绍页是否内容简明、重点突出且范围明

确，体现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

自定义菜单（Ｃ１３）
是否设置自定义菜单，其功能是否丰富多

样且分类合理，操作是否灵活简捷

地震行业特色版面（Ｃ１４） 版面搭配是否设计美观且具有行业特色

平台功能及服务（Ｂ２）

交流互动（Ｃ２１）
是否设置自动回复和人工咨询功能，且回

复速度较快、方式灵活多样、满意度较高

地震速报推送（Ｃ２２）
是否快速及时推送地震消息，即地震发生

的时间、地点、震级

在线地震科普知识（Ｃ２３）
是否提供地震基础知识、应急逃生知识、防

震避险和震后自救互救常识

避难场所查询（Ｃ２４）
是否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快速查询功能，可

快速查询最近的避难场所，便于灾后撤离

平台内容评价（Ｂ３）

新颖丰富（Ｃ３１）
信息内容、题材是否新鲜、且别致有创意，

信息类型和数量是否多样且全面

权威准确（Ｃ３２）
信息内容的来源是否可信、可靠，且内容是

否正确无误

地震资讯（Ｃ３３）
主动及时推送各种地震行业动态、工作内

容、防震减灾热点新闻等

快速及时（Ｃ３４）
热点信息的发布是否及时，且更新频率较

高

推广应用情况（Ｂ４）

总阅读数（Ｃ４１） 直接反映文章的热度、用户认可度

文章总数（Ｃ４２）
用来度量微信公众号主动发布信息的活跃

度

平均阅读数（Ｃ４３）
综合判断信息的传播影响效果以及用户的

阅读倾向

平均点赞数（Ｃ４４）
直接反映出用户的满意度，体现用户的信

息需求和接收行为

２　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平台评价指标层次分析

２．１　层次分析法概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期，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 Ｓａａｔｙ

首次提出，该方法通过模拟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处理工作生活中涉及的科技、经济、军事、

社会等领域中的管理决策问题，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适用于结构较为复

杂、准则较多且不易量化的决策问题（李仕棋，２０１６）。
２．２　判断矩阵的构建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同一层次指标的两两判断矩阵，通过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法中设计了标度（表 ２），用于描述 ２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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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判断矩阵的标度和含义

标度 含　　义　　

１ 表示 ２个因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３ ２个因素相比，１个因素相比另 １个因素稍微重要

５ ２个因素相比，１个因素相比另 １个因素明显重要

７ ２个因素相比，１个因素相比另 １个因素强烈重要

９ ２个因素相比，１个因素相比另 １个因素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表示上述 ２个相邻判断的中值

１，１／２，…，１／９ ２个因素相比，后者比前者的重要性程度

晓美，２０１２）。依据表 ２给出的重要性程度评定标准，构建判断矩阵。
结合层次分析法给出的标准，将上述一级指标（Ｂ１，Ｂ２，Ｂ３，Ｂ４）按照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

比较，给出重要性程度的评定数值，然后根据数值构建判断矩阵，并求出其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经归一化处理后，得到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Ｗｉ，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表 ３ 判断矩阵 Ａ－Ｂ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Ｗｉ

Ｂ１ １ １／５ １／５ １／３ ０．０７

Ｂ２ ５ １ ４／５ ５／３ ０．３３０９

Ｂ３ ５ ５／４ １ ５／２ ０．４０９４

Ｂ４ ３ ３／５ ２／５ １ ０．１８９７

（１）根据一级指标 Ｂ对目标层 Ａ的综合
判断矩阵（表 ３），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及其对应特征向量，利用方根法求解每个指标

的权值。首先，求出每一行指标的乘积，即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其中 Ｍ１＝Ｂ１×Ｂ２×Ｂ３×Ｂ４＝
００１３３３３２，Ｍ２＝６６６６６６６４，Ｍ３＝１５６２５，Ｍ４＝
０７２。

则 Ｗｉ计算公式为

Ｗｉ＝
珚Ｗｉ

∑
４

ｉ＝１
珚Ｗｉ
＝

４Ｍ槡 ｉ

４Ｍ槡 １ ＋
４Ｍ槡 ２ ＋

４Ｍ槡 ３ ＋
４Ｍ槡 ４

（１）

当 ｉ＝１时，Ｗ１＝００７；同理计算出 Ｗ２＝０３３０９，Ｗ３＝０４０９４，Ｗ４＝０１８９７。

经计算，λｍａｘ＝
１
４∑

４

ｉ＝１

（ＢＷ）ｉ
Ｗｉ

＝４０１５５，其中 ＢＷ表示判断矩阵 Ｂ对应的特征向量，

（ＢＷ）ｉ表示 ＢＷ中第 ｉ个元素。
（２）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是指判断思维的逻辑一致性，例如，当甲比丙

强烈重要、而乙比丙稍微重要时，显然甲一定比乙重要，即判断思维的逻辑一致性，否则判断

就会有矛盾。其中，一致性指标表示为

ＣＩ＝λｍａｘｎ／（ｎ－１） （２）
式中，ｎ为矩阵阶数，若 ＣＩ＝０，表示一致；ＣＩ值越大，不一致性程度越严重。

ＲＩ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判断矩阵的 ＲＩ值见表 ４。ＣＲ为一致性比率，用于确定不一

致性的容许范围，当 ＣＲ＜０１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表示为 ＣＩ与 ＲＩ的比值

ＣＲ＝
ＣＩ
ＲＩ

（３）

５６７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５卷

表 ４ 判断矩阵的 ＲＩ值

ｎ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ＲＩ ０ ０．５２ ０．９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查表４得 ｎ＝４，ＲＩ＝０９，则一致性比例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
４０１５５－４
４－１

＝０００５２，ＣＲ＝
ＣＩ
ＲＩ
＝
０．００５２
０．９

＝

０００５８，ＣＲ＜０．１，即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 ５ 判断矩阵 Ｂ－Ｃ

Ｂ１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Ｗｉ

Ｃ１１ １ １／３ １／５ １／４ ０．０７３７

Ｃ１２ ３ １ １／３ ２／３ ０．１８５３

Ｃ１３ ５ ３ １ ５／３ ０．４５８５

Ｃ１４ ４ ３／２ ３／５ １ ０．２８２５

λｍａｘ＝４．０８１５
ＣＩ＝０．０２７２
ＲＩ＝０．９
ＣＲ＝０．０３０２＜０．１

Ｂ２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４ Ｗｉ

Ｃ２１ １ １／２．５ １／２ １／０．６ ０．１７１２

Ｃ２２ ２．５ １ ２ ３ ０．４４３４

Ｃ２３ ２ １／２ １ １．５ ０．２４９３

Ｃ２４ ０．６ １／３ １／１．５ １ ０．１３６１

λｍａｘ＝４．０６０８
ＣＩ＝０．０２０３
ＲＩ＝０．９
ＣＲ＝０．０２２５＜０．１

Ｂ３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４ Ｗｉ

Ｃ３１ １ １／３ １／２ ２ ０．１６０３

Ｃ３２ ３ １ ２ ４ ０．４６６８

Ｃ３３ ２ １／２ １ ３ ０．２７７６

Ｃ３４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 ０．０９５３

λｍａｘ＝４．０３１０
ＣＩ＝０．０１０３
ＲＩ＝０．９
ＣＲ＝０．０１１５＜０．１

Ｂ４ Ｃ４１ Ｃ４２ Ｃ４３ Ｃ４４ Ｗｉ

Ｃ４１ １ １／２ ０．８ ３ ０．２２４３

Ｃ４２ ２ １ ３ ４ ０．４７４２

Ｃ４３ １／０．８ １／３ １ ２ ０．２０４７

Ｃ４４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 ０．０９６８

λｍａｘ＝４．０３１０
ＣＩ＝０．０１０３
ＲＩ＝０．９
ＣＲ＝０．０１１５＜０．１

（３）根据上述方法，得到二级指标
Ｃ相对一级指标 Ｂ的判断矩阵及其计
算结果（表 ５）。

（４）依据单层次的权值，计算出各
层次相对于系统总目标的合成权重，并

计算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

ＣＲ′＝
∑

４

ｉ＝１
Ａｉ·ＣＩｉ

∑
４

ｉ＝１
Ａｉ·ＲＩｉ

（４）

　　经计算，ＣＲ′＝００１９２＜０１，即层次
总排序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最终得出

层次权重总排序，如表 ６所示。
通过上述计算，一级指标包含的微

信平台特征 （Ｂ１）、平台功能及服务
（Ｂ２）、平台内容（Ｂ３）、推广应用情况
（Ｂ４）４个评价要素对于目标层 Ａ的相
对重 要 性 权 值 分 别 为 ００７、０３３０９、
０４０９４和 ０１８９７；二级指标（Ｃ１１～Ｃ４４）
相对于上一级指标（Ｂ１～Ｂ４）的权重值
为表 ６中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竖列显示的数
值；二级指标（Ｃ１１～Ｃ４４）相对于目标层 Ａ

的权重总排序值，即为横行（Ｂ１～Ｂ４）和竖列（Ｃ１１～Ｃ４４）的乘积值。
最终，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对我国现有的地震部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综

合评价，进而梳理出建设水平及质量较高的微信公众号，为地震行业内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依据。

２．３　实证研究
２．３．１　地震部门微信公众平台的采集

在微信公众号检索界面直接输入关键词“地震”或“防震减灾”，可检索到 ２０９个微信公
众号，经过滤、筛选，选出 ９３个作为研究对象。
２．３．２　评价过程

（１）首先，针对 ９３个微信公众平台，选择其关注者为调查对象，按照前 １２个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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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层次权重总排序

评价指标　
微信平台特征

（Ｂ１）权值 ０．０７
平台功能及服务

（Ｂ２）权值 ０．３３０９
平台内容（Ｂ３）

权值 ０．４０９４

推广应用情况

（Ｂ４）权值 ０．１８９７
权重

Ｗｉ

微信平台

特征

头像（Ｃ１１）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０５２

账号介绍（Ｃ１２） ０．１８５３ ０．０１３

自定义菜单（Ｃ１３） ０．４５８６ ０．０３２１

地震行业特色版面（Ｃ１４） ０．２８２５ ０．０１９８

平台功能

及服务

交流互动（Ｃ２１） ０．１７１２ ０．０５６６

地震速报推送（Ｃ２２） ０．４４３４ ０．１４６７

在线地震科普知识（Ｃ２３） ０．２４９３ ０．０８２５

避难场所查询（Ｃ２４） ０．１３６１ ０．０４５１

平台内容

评价

新颖丰富（Ｃ３１） ０．１６０３ ０．０６５６

权威准确（Ｃ３２） ０．４６６９ ０．１９１１

地震资讯（Ｃ３３） ０．２７７６ ０．１１３７

快速及时（Ｃ３４）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３８９

推广应用

情况

总阅读数（Ｃ４１） ０．２２４３ ０．０４２５

文章总数（Ｃ４２） ０．４７４２ ０．０９

平均阅读数（Ｃ４３） ０．２０４７ ０．０３８８

平均点赞数（Ｃ４４）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１８４

（Ｃ１１～Ｃ３４，即头像、账号介绍、自定义菜单、地震行业特色版面、交流互动、地震速报推送、在
线地震科普知识、避难场所查询、新颖丰富、权威准确、地震资讯、快速及时），对微信公众号

进行整体打分，单项满分为 １０分。完成打分后，用分值乘以各个指标的权重值，进行指标加
权计算，得出评分结果。

（２）其次，利用网络爬虫工具获取 ９３个微信公众号的总阅读数、文章总数、平均阅读数、
平均点赞数 ４个定量指标 １个月（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日～８月 ３１日）的信息，部分统计数据见

表 ７。

将表７中的总阅读数、文章总数、平均阅读数、平均点赞数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后再进
行指标加权计算，得出评分结果。

（３）将微信公众平台 １６个评价指标的加权分值汇总求和，得出最终的评价分值，排名前

十的地震微信公众号见表 ８。

由表 ８可以看出，只有“重庆地震信息服务”、“震知卓见”和“长沙地震公众服务”的评
分高于及格线（６分），其它微信公众号评分均在及格线以下，说明地震微信公众平台的总体
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

针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单项指标进行分析，发现“长沙地震公众服务”在微信平台特征指

标评价中排在首位，其中自定义菜单评分最高，能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兼顾使用体验。针

对平台功能及服务这一单项指标，“重庆地震信息服务”的评分最高，该平台不仅推送震情服

务，还设置了避难场所规划、在线科普和交互平台等特色功能，其开设的在线科普功能为用

户查询地震知识及避震技能提供便利，避难场所规划则方便用户在地震来临时快速查找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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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微信公众号推广应用数据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阅读

总数

平均

阅读数

平均

点赞数
　　　公众号

文章

总数

阅读

总数

平均

阅读数

平均

点赞数

四川省地震局 １３９ ３０６２９ ２２０ ４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５ １１９８ ２４０ １

闵行区防震减灾科普馆 ５３ １３３５ ２５ ０ 漳州芗城地震之窗 ５ ７１６ １４３ ５

震知卓见 ４０ ３１９５８ ７９９ １６ 六安市地震局发布 ５ ２６６ ５３ １

黄岛地震公众服务 ３９ ２１９７ ５６ １ 邛崃市防震减灾局 ５ ４７ ９ １

安徽省地震局 ３４ ９４１２ ２７７ ５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４ １０１３ ２５３ ５

潍坊市地震局 ２８ ７２２ ２６ １ 防震减灾宣传 ４ ２２０ ５５ １

云南省地震局 ２６ １０９７７ ４２２ １３ 肇庆防震减灾 ４ ７５ １９ １

重庆地震信息服务 ２２ ４２９５５ １９５３ ２４ 成县地震局 ４ １０ ３ ０

地震三点通 ２２ ２０４１２ ９２８ １０ 六盘水地震 ３ ２６６ ８９ ０

陇南武都防震工作 ２１ ９４６ ４５ ３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 ９２５ ４６３ ４

汕头防震减灾 ２１ ７９０ ３８ １ 青海地震局 ２ ３４０ １７０ ８

钦州防震减灾 ２１ ６４ ３ ０ 中山防震减灾 ２ ２２９ １１５ １

南京防震减灾 １９ ３０９１ １６３ ３ 河南防震减灾 ２ １５７ ７９ ２

合肥防震减灾 １９ ２７６４ １４６ ４ 连云港市防震减灾 ２ １２１ ６１ ５

佛山防震 １１ ８０９ ７４ ３ 甘肃省两当县地震局 ２ ７１ ３６ ３

湖南防震减灾 １１ １９３ １８ １ 澄迈县地震局 ２ １３ ７ １

平度市地震局 ８ １９２ ２４ １ 贵州地震信息服务 １ ８０ ８０ ３

广东阳江防震减灾 ７ １８９ ２７ １ 襄阳民防地震 １ ３０ ３０ ５

福建地震信息服务 ６ １４０２８ ２３３８ １５ 临潼防震减灾 １ １８ １８ １

表８ 排名前十的地震微信公众号评价总得分

排序 　微信公众号
加权

分值
排序 　微信公众号

加权

分值

１ 重庆地震信息服务 ６．８ ６ 四川省地震局 ５．２１

２ 震知卓见 ６．７２ ７ 云南省地震局 ５．２１

３ 长沙地震公众服务 ６．５８ ８ 安徽省地震局 ５．２０

４ 福建地震信息服务 ５．７６ ９ 合肥防震减灾 ４．８１

５ 地震三点通 ５．３５ １０ 南京防震减灾 ４．３３

难场所。针对平台内容这一指标，

则是“震知卓见”的评分最高，最受

用户欢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

具有较强时效性，开设了“大龙小

庆聊地震”等特色原创内容，在风

格上更偏向年轻活力，能准确把握

时下网络文化，体现了微信特色。

而“重庆地震信息服务”在推广应

用情况的单项指标评价中表现最好，其在用户数、文章总数、平均阅读数和平均点赞数中均

表现良好，以阅读数和点赞数居高。由此可见，各个微信公众平台在单项指标中的表现各有

特点。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地震行业特色及工作性质为前提，针对全国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与推

广情况，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方法，从 １６个方面构建了地震系统微信公
众平台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体系能够从微信平台建设特征、服务功能、内容形式、推广应用情等方面，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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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考核微信平台的建设情况，为科学评价当前运行的各个微信公众平台提供参考依据。

３．１　问题及不足
（１）信息发布量不足，且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地震微信公众平台表现出发布数量不足的

问题，无法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量。地震领域的政务信息和行业动态，未能全面、系统

地展现给用户。其中，仅有“震知卓见”和云南省地震局的微信公众号设置了网站导航链接，

可随时链接本单位网站，方便用户获取更多信息。而“南京防震减灾”在四川九寨沟地震后

及时链接了地震专题，其它微信公众号均无此功能。因此，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发布量还有

待加大。

（２）特色功能有待完善，用户体验有待提升。在上述微信公众号中，虽然基础信息推送
服务较为完善，但特色功能如避难场所规划、交流互动、咨询服务类栏目还缺乏深度开发，而

该功能是用户咨询和留言的重要渠道和桥梁。其中，只有 ５０％的微信公众号设置有避难场
所规划，有 ６０％的微信公众号设置了互动交流平台。而设置在线科普的微信公众号仅有
３０％，该栏目对提高公众防震意识、增加避险技能具有重要意义，更应加以重视。此外，只有
“地震三点通”和“合肥防震减灾”增设了网络直播栏目，其它微信公众号在用户体验方面还

很欠缺。因此，微信公众平台应加大特色功能的建设力度。

（３）个性化内容和推送服务开发不足。目前，地震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内容主要以地震
快报、地震知识、避震技能和行业动态为主，信息内容的种类较少，且涉及的范围有限，信息

覆盖面还有待扩大。此外，信息主要偏重专业性，推送模式以单方面输出为主，缺乏个性化

服务，缺少针对不同类型用户需求而进行的政务信息加工、整合以及基于用户兴趣的精准推

送。

３．２　发展建议
（１）重视地震微信平台的建设，加大内容管理和信息发布力度。微信公众平台应充分整

合地震行业的相关专业资源，逐步增加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即图文编辑水平、知识涵盖

范围、热点新闻洞察等。加强平台彼此间的协同共享，以信息推送和政务服务为核心突破

口，为用户提供基于即时通环境下的综合地震信息服务，以达到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

平的目的。

（２）开发地震微信公众平台咨询互动功能。虽然部分地震部门已开通互动平台，但并未
实现实时回复。因此，还应搭建地震系统微信公众平台的实时咨询系统，加大专业技术与人

力资源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数据库的提问关键词，处理常规咨询问题，逐步提高系统的回

复效率，并设置一些自定义查询菜单，提供实用的地震科普、避难场所查询等功能。同时，定

期开展“微访谈”、“微话题”、“微活动”等栏目，提高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扩大微信影响力。

（３）提高微信服务的个性化程度。微信具有新媒体的重要属性，是地震行业宣传的有力
渠道，因此，可依据专业资源开发独具特色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在保护用户隐私安全的前提

下，借助用户分析平台对地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综合分析，多维度交叉分析用户的阅读记

录、关注行为等数据，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进而有针对性地推送地震科普、避震知识、行业

动态等，实现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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