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卷 8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196

“多元传播整合”赋能的中医药影像科普新模式

周煜瑶 王晓琪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 医药全面深度介 入并取得鲜明成效，民众对于 中 医药的科普需求上 升。 本文
从 多元赋能模式入手，结合相关数据及理论，从 中 医药传播现状出发，探讨影像传播，人 际传播，动画 IP的传播优势
与 媒介 链条构建，探索后疫情时代 中 医药科普的传播新模式，完善中 医药科普理论研究体系，为 中 医药科普实践提供
参考。
【关键词】：中 医药科普；多元整合传播；影像媒介

ANew Mode of TCM Imag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nabled by "Multipl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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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CM has been fully and deeply involved and achieved distinct results, and the public's
demand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TCM has increase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multiple fu assign mode, combined with relevant
data and theory,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cusses the image transmiss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imation IP transmission advantage and media chain construction, explore the outbreak er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pread new mode, improve the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research system,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ienc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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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传播及研究现状

中 医药，以 经络实质，阴阳，五 行，藏象等为 本质出
发，蕴藏着庞大的思想体系与 实践技术经验，在中 国百姓
与 疫病与 疾病千年的抗争 中 发挥不 可替代 的重要作 用。

20 19年 10 月，中 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召开全国中 医药大会，
提出要“ 充分发挥中 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为
建设健康中 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
量。 ” 中 医药发展成为 国家战略，迎来天时、地利、人 和
的大好时机。

1.1 中 医药传播现有优势
1.1 .1 国家重视奠定大众对中 医药的良好态度基础
据百度指数提供的数据资料可知，在 20 20 年 1 月 1

日至 3月 19日，以 “ 中 医药” 为 关键词的搜索指数，日
均量为 50 5次，且 从 受众角度出发的搜索指数高峰与 媒体
关注度的数据高峰均与 国家政策与 权威报道成正比。官媒
的传播作 为 其他 媒介 的主 心骨，发挥着引领社会核心价 值
观与 媒体传播关注主 题的风向标的核心作 用，实现媒介 与
公众的相互 作 用。

1 .1 .2 中 医药医疗价 值实证与 当下 传播
20 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止 20 22年病毒不

断变异向人 类发起进攻。中 医药在中 国人 民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答卷上 创造出使用率 10 0 %，有效率 90 %的漂亮 答
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的中 医药的现有传播模式包括组
织传播与 大众传播。 其中 《光明日报》与 20 20 年 3月刊
登的中 医药降重率的数据报道、疫情期间关于 中 医药科普
的短视频以 及纪录片《岭南中 医》《本草中 国》的播放量
都显示着新媒体语境下 中 医药传播呈现着“ 八仙 过海，各
显神通” 的样态。

1.2 中 医药传播及研究存在的问题与 痛点
1.2.1 中 医药传播类研究不 足
笔者以“ 中 医药”为 关键词在中 国知网中 进行文献检

索，共搜索出相关文献 2.35 万 篇，“ 科技” 领域 2.27 万
篇，整体占比 97% 。 随后，以 “ 中 医药传播” 为 关键词，
共检索文献 182篇，其中 以 “ 传播策略” 与 “ 传播研究”
为 主 题的论文分别占总文献量的 3.11%、2.77% 。 人 文社
会科学对于 中 医药的研究独立于 中 医药科学，造成“ 中 医
药科学” 与 “ 中 医药传播” 自顾自发展的局面，学界也 相
对缺乏 立足于 中 医药科学属性的时事 传播研究为 现实赋
能。

1.2.2传播供需失衡痛点与 认知不 足
有百度指数提供的信息，对比项关键词“ 中 医基础理

论”自 20 19年 9月 21 日至 20 22年 3月 21 日的每日报道
与 关注指数为 730 次而搜索指数每日以 “ 中 医基础理论”

https://fanyi.baidu.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A1%8C/15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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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关键词的搜索日均量为 822次。 根据数据可知，在经历
新冠肺炎疫情后公众对于 中 医药的关注度得到提高，需求
量也 相继提升。但媒体缺乏 对中 医基础理论的关注，随着
媒体与 公众的供需失衡的互 动形成恶性循环：公众认知不
足—媒体缺乏 相关报道—公众认知更加模糊。

1.2.3媒介 单一 传播力弱，缺乏 整体观
传播力是媒介 传播力的简称，指媒介 的实力及其搜集

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 生影响的能力[1 ]现有的传播模
式的特点在于 媒介 单一 导致时效性短，缺乏 媒介 互 通。 疫
情期间对于 中 医药的传播媒介 种类繁多，但传播的信息仅
仅 局限于 阅读报纸的那几分钟，观看短视频的那几秒，当
报纸和短视频看完，留存的影响力与 媒介 传播的信息所剩
无几。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2]，因此充分发挥影响力的重要
前提之 一 在于 提高媒介 传播力。

1.3多元传播整合建立媒介 共通
“ 多元传播赋能模式”并非首次出现，非遗扶贫领域

曾在 20 20 年提及该模式。中 医药的传播不 同于 非遗扶贫，
中 医药作 为 一 门学科科学，背后蕴藏庞大且 复杂的医学体
系，仅 强调多元方式，不 足以 完成有效传播中 医药的任 务。
麦克卢汉于 《理解媒介 ：人 的延伸》中 提出“ 一 切传播媒
介 都是人 类感官的延伸，或者说是人 的某种功能的延
伸。 … …而只有整个 人 身都得到延伸（如电子媒介 ），社
会才会进入一 个 理想状态。 ”麦克卢汉在此将传播媒介 类
比人 体的不 同感官，分别讨论不 同传播媒介 对应的感官功
能，提出以 整体观的思想出发将分散的媒介 整合形成多元
传播链条，化加法为 乘 法实现组合拳的总和力量。

多元传播整合模式即为 以“ 中 医药”为 关键词的信息
族群为 传播内容，集合影像传播、人 际传播、新媒体传播
等传播手段，以 影像、受众、短视频为 传播媒介 ，面向社
会公众普及中 医药，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器官，进行画
面与 声音的交 互 融合，发挥双向作 用。

1.3.1 影像科普的主 力优势
作 为 技术机器系统的媒介 ，与 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

共嵌共生，日渐成为 直接驱动人 类社会运作 的动力与 机制。
影像艺术字诞生以 来经历了 从 “ 胶片的诞生”到“ 电视传
媒的泛滥” 再到“ 数字影像时代 的到来” 三 次技术革命，
建立了 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拓展了 影像的展示空间。 作 为
视听符号，物质再现与 人 为 创作 的定义 载体，运用影像进
行信息科普，能够发挥其“ 视听融合” 的经典优势。 在中
医药专 业 理论知识的科普中 ，影像通过画面与 声音的整合，
将中 医药抽象的知识与 理论立体化，可视化，通过手工绘
图与 动画 IP设计将可视化的物质，赋予 灵魂。 当代 社会
文化正在变成视觉文化，将抽象文化转化为 视觉文化输出，
将信息顺利的传达给受众。团队在中 医药专 家的专 业 指导
下 ，结合影像媒介 ，创作 出探索科普类趣味短片一 部，纪
录型访谈短片一 部，两 者结合观看产 生了 不 错影响。

1.3.2 人 际传播助力影像信息巩固与 二 次传播

人 际传播是个 人 与 个 人 之 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 是由
两 个 个 体系统相互 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是一 种
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 是人 与 人 之 间社会关系的直接
体现[3]。 个 人 在接收到影像媒介 传达的中 医药信息之 后，
需要充分运用个 人 人 际传播的强大功能。影像传播存在的
局限，人 际传播可以 有效弥补，以 人 类本身的传播力量，
其中 包括沟通能力（构成模型）、修辞性的信息涉及逻辑
等，针对中 医药了 解不 多，不 会主 动点击中 医药短视频、
纪录片等人 群进行普及。

1.3.3动画 IP加持靶向塑造形象
（1）动画的概念不 同于 一 般意义 上 的动画片，是一

种综合艺术
中 医药介 于 传承与 创新之 间，除了 以 记录和传播为 主

要目标的影像媒介 与 发挥人 作 为 媒介 的人 际传播，中 医药
动画IP的具有让传播更加高效，从 视觉形象上 取胜留下
记忆点的重要任 务，将动画作 为 中 医药药材的对外表达。
国产 动画要突围，应汲取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精髓，“ 盘
活” 原有的动画资源[4]。 艺术媒介 与 传播内容的作 用是相
互 的，从 传播中 医药的视角出发，要想“ 激活” 中 华传统
文化中 医药的活力，就必须鼓励年轻的动画艺术的积极融
入，让中 医药更够以 中 国本土特色的动画形象出现在媒体
平台上 为 自己发声。本团队从 抗疫中 药金花清感出发，选
取药方中 杏仁 、薄荷、苦桔梗三 种中 药材创作 动画形象，
同时选择白芍与 山楂作 为 “ 惊喜嘉宾” （图 1），通过线
下 宣讲的形式对中 医药材进行宣传，取得良好反馈。

图 1 中 药材动画形象设计图

“ 多元传播整合” 模式站在向媒体借力的基础之 上 ，
以 多元立体弥补单一 空缺，实现媒体组合拳，以 线上 影像，
动画的中 医药传播为 主 ，线下 人 际传播为 辅，借助短视频、
微博、b站等多元媒体平台，将“ 我说” 与 “ 他 说” 巧妙
融合，增强中 医药传播的数量与 声量，助力中 华传统宝藏
中 医药文化与 知识的传播[5]。

2 现实中医药的传播风险及问题

2.1 媒介 信息把控问题
麦克卢汉认为 “ 媒介 即讯息” 。 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下 ，媒
体的组成不 再仅 仅 局限于 电视台等专 业 媒体。在此新语境
下 ，媒体的繁杂导致信息把控尤为 重要。在中 医药的传播
中 ，就存在过度夸大中 医药效能的案例，例如“ 中 医药包
治百病”“ 当归加益母大姨妈回来了 ” ，此类案例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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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在于 将中 医药的治疗渲染得很简单，这样缺乏 管控的
中 医药宣传比反对中 医药更可怕，让黑中 医拥有可乘 之 机，
反而是在毁掉中 医药。

2.2传播双方缺乏 专 业 融合
对中 医药的传播，中 医需要发声，而且 需要发出正确

的声音，以 防止我们 现在社会最大的一 个 问题— —劣币驱
逐良币。 多元时代 需要中 医们 主 动了 解，善于 借用传播，
同时传播者也 需要具有职业 传播素养。中 医与 传播者应当
对双方身份 ，专 业 等进行适当融合，共同致力于 中 医药话
语权建设。

3 结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广州中 医药大学教授庞震苗
博士发出创新中 华文化精髓中 医药的呐喊。多元传播整合
赋能模式旨在促进中 医药知识推广，致力于 运用传播媒介

的整合探索为 中 医药的宣传探索针对性传播模式，唤醒人
们 关于 中 医药的记忆，为 中 医药特色发展探索提供针对性
建议，助力华夏医药遗产 的创造性传承与 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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