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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to make human life changes, robot writing in 2017 Jiuzhaigou 7 
earthquake in 25 seconds 540 words 5 pictures was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fully affirmed, 
also open exploration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report writing automation step.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each media technology, without excep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
munication practice, and will change the media ecolog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news reports of the robo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Jiuzhaigou earth-
quake and the robot writing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 earthquake news report a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news reports of robot earthquake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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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科技智能化正在使人类生活发生变化，2017年九寨沟7.0级地震中机器人写稿以“25秒540字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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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获得主流舆论充分肯定，也开启了探索地震灾害报道自动化写作的一步。每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

和运用，无一例外地推动着传播实践的发展，并将改变媒介生态。本文从机器人新闻报道的发展现状入

手，分析了九寨沟地震中机器人写稿和专业记者的优缺点及各自职责。同时，针对机器人地震灾害新闻

报道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机器人地震新闻报道发展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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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东经 103.82、北纬 33.20)发生 7.0 级地震，造成

25 人死亡，493 人受伤，在舆论场上引发高度关注。本次地震中，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利用机器人写稿进

行地震报道，以“25 秒 540 字 5 张图片”获得主流舆论充分肯定[1]。舆论高度评价在地震报道中机器人

写稿的高效，同时也指出，对待人工智能需保持理性，应看到其作为程序化的机器，与能够思考的人仍

存有差距。 
机器学习技术一直在进步，将来也很有可能运用在各个领域里。地震领域的机器人——地震信息播

报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方法研发的写稿程序，能自动编写新闻稿件。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自主写稿，

在地震发生后的短短几十秒内，就能自动编写出该地震的相关参数、震中地形图、周边热力人口数据、

周边村镇位置情况、周边县区位置情况以及该震区的历史地震数据、震中简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等详

实信息。这套机器人程序具备强大的数据储备、空间分析能力及基于海量大数据的网络检索功能，为震

区逃生、救援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提供有力支持。 
机器人新闻报道的核心仍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即从庞大的数据中搜索出最受用户关注的信息，

最后用新闻报道的范式展现。机器人新闻写作是根据事先建立的数据库进行新闻写作的学习，就具体项

目而选择相应的算法，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内容审核，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推送给用

户[2]。 

2. 机器写稿现状 

新闻写稿机器人早在 2009 年就已出现，在当时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季后赛上，一款名为

“StatsMonkey”的人工软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篇机器稿件。由于机器人有极强的信息抓取和数据处理能

力，目前国外已有多家媒体雇佣了“机器人员工”，让其着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财经、数据分析等

报道工作[3]。在国内，机器人“入职”新闻行业已满一年，国内的新闻写稿机器人技术水平走在了世界

前列，如出现的腾讯“Dreamwriter”(梦幻写手)，第一次将 AI (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应用于国内；新华

社推出的“快笔小新”则是开启了央媒机器人写稿先河；今日头条的“张小明”让写稿机器人的技术水

平提升到了“2.0”的时代。 
机器写稿主要有以下优势：第一，机器人能够快速地阅读并存储大量的文献和资料。从庞杂、枯燥的

数据中寻找模式，就准确度和速度而言，机器人比人类更有优势；第二，机器人可以通过系统实时监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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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反馈数据，并体现在报道里，人类编辑者做到这一点却很难；第三，同样的一个事件，机器人会比人类

做的更快，这明显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同时还节约了成本。在涉及到处理大量数据的领域，写稿机器人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体育和财经，以及对时效性很高、涉及到大量基础数据处理的的灾害报道。 
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现在仍是一些模板化、数据化的短平快的稿件，而真正个性化的写作，比如

深度报道、调查报道、人物报道等，机器人还不可能替代记者的主导作用。在调查与核实方面，机器人

存在可能抓取虚假信息的缺陷，导致新闻真实性得不到保证。在策划与排版方面，机器人有缺失把关的

弊端，无法如专业记者编辑一样灵活处理新闻稿件。在评论与引导方面，机器人尚且无能为力。舆论导

向对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社会需要专业人士对

事件进行评论和分析，引导民众理性地看待事件而非盲目跟风[4]。在新闻的文风方面，机器人新闻报道

冰冷无趣，以 2017 年 8 月 8 的一篇机器人新闻《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为例，在这篇稿

件中，有震中图、地形图等五张图辅以 500 余字文字(图 1)。 
机器人稿件在叙述中进行了简单的数字、事实罗列，虽简洁明了，但字里行间却缺少人情味。人与

机器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分工合作关系。机器人写稿为记者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撰

写更具有深度的文章。 

3. 九寨沟地震中机器写稿优势 

地震“机器人写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能看到实体的机器人，而只是一套计算机程序。这套程序具

备实时的数据和空间分析功能，同时还拥有基于海量大数据的网络检索功能，从而在地震发生后很短的

时间内，自动产出该地震的相关参数、震中地形图、周边热力人口数据、周边村镇位置情况、周边县区

位置情况以及该震区的历史地震数据、震中简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等详实信息，为震区逃生、救援以

及次生灾害防范等提供有力支持[5]。地震“机器人写稿”主要有以下优点： 
1) 内容精准化。传统的新闻制播实践中，记者的主观参与和控制很容易出现错误。而地震“机器人写

稿”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个体主观因素介入较少，有效地降低了错误发生率，提高了新闻内容的精准性， 
 

 
Figure 1. Jiuzhaigou earthquake machine writing screenshots 
图 1. 九寨沟地震机器写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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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6]。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信息收集精准化。地震“机器人写稿”的信息来源基本都是从权威机构处抓取的数据，并可

确保所抓取信息的真实性(表 1)。 
其次，内容格式规范化。机器人写稿保证了稿件的标准性和可读性。如“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

录，震中周边 200 公里内近 5 年来发生 3 级以上地震共 142 次。[7]”这段内容格式是固定的，数字是从

地震速报目录中读取和分析出来的，专家可以根据这段文字判断出震中是否为地震多发区。 
“机器人记者”只需借助相关技术分析展开精准判断，超强的信息分析能力能快速提升辅助决策能

力，无需深入第一现场进行调查。九寨沟地震后，地震“机器人写稿”能快速产出地震新闻，根源并不

是机器人本身有多高明，而是在于在当今信息时代，写稿机器人的新闻生产可以不依赖于现场采访获取

素材然后写成稿件，而主要是通过现有数据、资料，快速搜集加工编制而成。在进行数据到新闻的转换

时，避免了人工抄写可能导致的错误，智能化运作全面降低了错误发生率。据统计，在《四川阿坝州九

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500 字全文中，出现数字 50 处，个别参数精确到数点后两位[7]。 
2) 生产高效化。在地震灾害新闻报道中，提高速度和质量是新闻传播核心竞争的两大因素，地震初

期，公众最想知道地震灾区的地质地貌，迫切想要了解灾民所处的位置，急切地盼望着救援人员能够到

达现场，在第一时间抢险救灾，对新闻的需求非常高。及时准确的对地震基本信息全方位报道，“机器

人记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信息采集高效化。地震“机器人写稿”“540 字 5 张图片”只用时 25 秒(图 2)，有着人工采集

所无法比拟的高效性，凭借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大大地缩短了人工采集在信息收集、阅读、核实、加

工等环节的时间。 
其次，文稿发布高效化。地震“写稿机器人”发布无需经过传统的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就能够实现

发布，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地震后，从后台数据可以看出，机器人写稿

页面日访问量 PV 536,276 次。 
再次，发布时间全天候。如图 3，“机器人写稿”在 2017 年 8 月 8 号 21 时 37 分完成，是下班时间，

如果是人工肯定不能完成。写稿机器人打破人工作业的种种限制，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参数，就能够 7 * 24
小时工作。 

4. 九寨沟地震中机器写稿不足 

在九寨沟地震中，尽管写稿机器人在新闻生产的高效化和精准化等方面拥有先天优势，但它在灵活

性、普适性、深广性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局限。 
 
Table 1. Seismic machine authoritative source of information 
表 1. 地震机器写稿权威信息来源 

内容 举例 数据来源 

速报信息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在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

地震，震源深度 20 千米，震中位于北纬 33.20 度，东经 103.82 度。 EQIM（地震信息管理系统） 

震中海拔 震中 5 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 3827 米。 Google 全球 

历史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 200 公里内近 5 年来发生 3 级以上地震共

142 次。 地震速报目录 

热力人口 据移动人口大数据分析，震中 20 公里范围内人口数约 2.1 万，50 公里范围内约 6.3
万，100 公里范围内约 30 万。 移动互联网公司 

震中行政 本次地震周边 5 公里内的村庄有比芒，20 公里内的乡镇有漳扎镇。 民政部网站提供的基础数据 

天气预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今天天气情况：多云，无持续风向微风，全天气温 22~8℃。 中国天气（中国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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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Jiuzhaigou “Earthquake Robot Reporter” written with 25 seconds 
图 2. 九寨沟“地震机器人记者”写稿用时 25 秒 

 

 
Figure 3. Jiuzhaigou “Earthquake Robot Reporter” written manuscript daily visit more than 530,000 times 
图 3. 九寨沟“地震机器人记者”写稿日访问量超过 53 万次 

 
1) 灵活性欠缺。地震“机器人写稿”产出的地震新闻是将抓取而来的数据嵌入既定文本模板中，并

根据既定报道模式进行规范化报道。这导致这类新闻几乎不存在差异，唯一的变化就是所嵌入的数据。

尽管实现新闻生产精准化高效化，但是带来了新闻生产内容同质化。若长此以往，必然会带来阅读疲劳，

削弱新闻传播力[8]。这就决定了其所撰写的新闻无法根据内容进行形式创新，程式化问题严重，在形式

上缺乏灵活性。 
2) 普适性不强。地震“机器人写稿”生产的新闻内容固定、形式简单、包括逻辑简单、数据单一、

模式固定的地震信息、历史地震、周边行政、天气预报等，对更丰富的信息如灾情情况、救灾进展、灾

民安置等信息没有能力产出。  
3) 深广性不够。目前写稿机器人还是很难替代深度报道的，要想写出一个强人工智能、有深度的稿

件，写稿机器人就必须具有相应的思维、态度和立场的能力，这个是目前还达不到的。地震“机器人写

稿”是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通过简单的程序生成和数据嵌入完成新闻生产。尽管地震“机器人写稿”

的出现有效地提高了地震灾害新闻生产效率，成为未来新闻传媒的一大发展趋势，但其所生产的新闻却

存在表达不清、衔接不顺、乏善可陈等问题，如地震“机器人写稿”只能做到数字罗列，但是对数字之

间的关联、不同内容的融合解读和地震综合研判还力所不及。缺乏深入挖掘数据展开深度报道的能力，

在内容深度和广度上存在巨大缺陷，很容易造成受众流失。 
“地震灾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它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灾害。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人们更愿意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地震发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震灾害发生

之后，新闻媒体应该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报道地震灾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报道地震发生之后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地震灾害的报道充满生命力。”[9] 
地震“机器人写稿”在描述“人与自然灾害”的角度还远远不够，这方面还需要资深记者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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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earthquake disaster 
reports 
图 4. “人机协同”推进地震灾害报道 

5. “人机分工”推进地震灾害报道 

机器人再智能，也是通过人的编程实现的，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现在仍是一些模板化、数据化的

短平快的稿件，而真正个性化的写作，比如深度报道、调查报道、人物报道等，机器人还不可能替代记

者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机器人写稿为记者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撰写更具有深度

的文章。 
在地震灾害报道中，职业记者与机器人记者有着明确的分工，需要通过大量的偏好数据统计的报道交

给机器人记者去做，并人为控制的关键变量。对于感性、“人与灾难”——突出人在地震灾害中作用的命

题，如后续的深度报道、专业报道给专业记者。同时，地震“机器人写稿”的高效新闻写作依赖于强大数

据库的建设，媒体也应建丰富的数据库资源，地震系统可以和专业媒体之间共享数据资源，各取所需，各

为所用。重视数据库的资源管理，对数据库进行持续的更新，保证数据库的权威性、真实性(图 4)。 
地震“机器人写稿”可以为专业记者提供更多的专业素材，供记者采编报道；反过来，专业记者可

以为“地震机器人记者”在产出内容、形式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不断改进。 

6. 小结 

本文分析了九寨沟地震后“机器人写稿”的优劣，提出了“人机分工”的地震灾害新闻报道建议，

推动地震后整个社会的信息供应更加充分，抗震救灾的报道更加丰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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