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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分析贵州省城市居民关注的健康信息类型、健康信息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业、
平时是否关注健康信息是影响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的客观因素，健康信息来源、内容、获取方式等是影响

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的主观认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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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信息素养的提升对健康信息有效利用尤为

重要［１］。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２０１９年７月发

布的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中明确提

出到２０２２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低于 ２２％，

到２０３０年不低于３０％［２］。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

厅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发布的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

本知识与技能 （２０１５年版）》中基本技能第１条就

是 “关注健康信息，能够获取、理解、甄别、应用

健康信息”［３］，可看出对健康信息的应用是健康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业界学者对健康信息

素养、健康信息行为、健康信息服务的研究已成为

热点。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国内关于健康信息

利用的研究较少，仅见少数相关调查性文章，如对

社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获取和利用健康信息的调

查［４］、对初中生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利用现状

调查［５］、对居民利用互联网健康信息的调查［６］、中

老年人健康信息识别与利用调查［７］等，而针对城市

居民健康信息利用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

少。本文对贵州省城市居民健康信息利用现状及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西部地区开展居民健康水

平促进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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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根据

中南大学罗爱静教授团队设计的 《城市居民健康信

息行为调查问卷》及 《ＳＦ－３６简明健康状况量

表》，自行设计贵州省居民健康信息需求与利用调

查问卷，于２０１９年５－７月通过问卷星平台收集与

现场发放相结合的形式对贵州省贵阳、遵义两地１５

～６９岁城市常住居民进行调查。本次参与调查的城

市居民共 ８６７人，性别：男性 ３２５人 （３７５％），

女性 ５４２人 （６２５％）；年龄：１８岁以下 ３４人

（３９％），１８～４０岁 ７０９人 （８１８％），４１～６５岁

９５人 （１１０％），６５岁以上２９人 （３３％）；文化

程度：小学１２人 （１４％），初中４２人 （４９％），

高／中专１５２人 （１７５％），大学本科／专科 ６１５人

（７０９％），硕士及以上４６人 （５３％）；职业：国

企／公务员／事业单位　１２６人 （１４５％），卫生行业

２８人 （３２％），企业白领１１３人 （１３０％），大学

生／研究生 ３０４人 （３５１％），自由工作者 ７４人

（８５％），其他２２２人 （２５６％）。问卷内容包括居

民基本人口学特征、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获

取、健康信息利用、影响健康信息利用的因素等。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００份 （贵阳、遵义各５００

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８６７份，问

卷有效率为８６７％。

２２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

进行ｔ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等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表示，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３　结果

３１　居民关注的健康信息类型

笔者将健康信息分为医疗保险、疾病症状及诊

断、疾病预防、疾病急救措施、疾病保健与护理、

医院挂号及就诊信息、两性、孕产、育儿、运动健

身、营养饮食、中医养生及其他等类型，以问题

“您最愿意获取哪方面健康信息？（多选）”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居民关注的健康信息排名前３位的依
次为营养饮食 （０６３±０４８４）、疾病预防 （０６３±
０４８３）与运动健身 （０５９±０４９２），排名４－６位
的信息依次为疾病急救措施 （０５４±０４９９）、疾病
症状及诊断 （０５２±０５００）与医疗保险类信息
（０５０±０５００），排名７－１０位的信息依次为中医
养生 （０３９±０４８８）、疾病保健与护理 （０２６±
０４３９）、医院挂号及就诊 （０２６±０４３９）、两性／
孕产／育儿 （０２５±０４３６），居民关注最少的为其
他 （００７±０２５４）信息。

３２　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情况

整体来说９２５％的居民认为这些信息有一定用
处，７５％的居民认为获得的信息没有帮助甚至是
误导，见表１。总体得分为１７９±０６６９。

表１　贵州省城市居民对健康信息的利用情况

居民对健康信息的利用 人数 百分比 （％）
非常有帮助并对自己有所影响 ２７８ ３２１
有些帮助，能够

!

加知识／多了解一些信息 ５２４ ６０４
只是随便看看，基本没有影响 ３７ ４３
网上有些信息是误导，不能信 ２８ ３２

３３　居民健康信息利用影响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为了解哪些因素对居民利用健康信息产生影
响，以居民对健康信息的利用作为因变量 （将 “非

常有帮助并对自己有所影响”、“有些帮助，能够
!

加知识／多了解一些信息”赋值为１，表示查询到的
健康信息对居民有用，将 “只是随便看看，基本没

影响”、 “网上有些信息是误导，不能信”赋值为

０，表示查询到的健康信息对居民没有用），以调查
对象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平时是否关注

健康信息作为自变量 （变量名及赋值情况，见表２）
进行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００５的进入标准
和００１的剔除标准采用直接进入法筛选自变量，
所有自变量均设为哑变量并以最后一组分类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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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结果显示大学生／研究生对健康信息的利用是
其他职业的２５９６倍，平时关注健康信息的居民对

健康信息的利用是平时不关注健康信息居民的

２７８７倍，见表３。

表２　变量名及赋值

变量 赋值

检索到的健康信息是否有用 １＝有用，０＝没用

性别 １＝男，２＝女

年龄 １＝１８岁以下，２＝１８－４０岁，３＝４１－６５岁，４＝６５岁以上

文化程度 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专，４＝大学本科／专科，５＝硕士及以上

职业 １＝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２＝卫生行业，３＝企业白领，４＝大学生／研究生，５＝自由工作者，６＝其他

平时是否关注健康信息 １＝是，２＝否

表３　健康信息利用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９５％ ＣＩ
性别　　　 男 ００２４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６ ０９００ １０２４ ０７０６～１４８７

女 （参照） － － － － － －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１２４１ ０７１８ ２９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２８９ ００７１～１１８１

８～４０岁 －０５５８ ０６１１ ０８３４ ０３６１ ０５７３ ０１７３～１８９５
４１～６５岁 ０５９９ ０６８１ ０７７５ ０３７９ １８２０ ０４７９～６９１１
６５岁以上 （参照） － － － － － －

文化程度　 小学 －０２４８ ０８８０ ００７９ ０７７８ ０７８０ ０１３９～４３８３
初中 １６４５ ０８０４ ４１８８ ０４１１ ５１８３ １０７２～２５０５６
高／中专 ０３７２ ０４６４ ０６４４ ０４２２ １４５１ ０５８４～３６０４
大学本科／专科 ００７９ ０４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８４９ １０８２ ０４８１～２４３４
硕士及以上 （参照） － － － － － －

职业　　　 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 ００９９ ０３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７４５ １１０４ ０６０７～２００９
卫生行业 ００７７ ０５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８８０ １０８０ ０３９５～２９５３
企业白领 ０５４８ ０３１３ ３０７３ ００８０ １７３０ ０９３７～３１９３
大学生／研究 ０９５４ ０２５２ １４２９２ ＜００１ ２５９６ １５８３～４２５７
自由工作者 ００９８ ０３４８ ００７９ ０７７８ １１０３ ０５５８～２１７９
其他 （参照） － － － － － －

平时是否　 是 １０２５ ０１８２ ３１８７０ ＜００１ ２７８７ １９５３～３９７９
　关注健康信息 否 （参照） － － － － － －

３４　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影响因素的主观认知

居民认为对健康信息利用有影响的因素排名前

３位的依次为信息来源权威可信 （０７７±０４２４）、
内容全面详尽 （０７０±０４５７）及内容简洁易懂
（０６６±０４７３），排名４－６位的因素依次为内容实
用性强 （０６０±０４９０）、内容更新规律及时 （０５４
±０４９９）、信息获取方便快捷 （０５２±０５００），排
名７－９位的因素依次为有自身关心的话题 （０３２
±０４６５）、内容紧跟时下健康热点话题 （０２６±
０４３９）、文风及画风轻松愉悦 （０２５±０４３３），其
他影响因素得分为００５±０２１０。

４　讨论

４１　注重饮食健身与疾病预防信息

调查显示６０％以上居民关注营养饮食、疾病预
防与运动健身信息，这与何雪芳等［８］对广州市白云

区社区居民网络健康信息行为调查结果一致。随着

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环境变化，人们越来越注重健

康生活方式与疾病预防保健，对此类信息关注较

多。居民对医院挂号及就诊信息、两性／孕产／育儿
信息关注度较低，因为这类信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才会产生需求，如身体有疾病症状需要就医时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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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挂号及就诊信息，个人或家人怀孕、生产时才

会关注孕产方面信息。

４２　健康信息可利用性较高

调查显示近９０％居民认为查询到的健康信息对
自身有一定用处，包括对个人有影响、

!

加知识、

多了解信息等，这可能与本次调查对象多为中青年

且文化程度较高 （本科以上学历占 ７０％以上）有
关。一项针对长沙市城市居民健康信息行为的调

查［９］显示，８５６％的居民愿意与别人分享个人所获
得的健康信息。一般情况下分享健康信息的前提是

这些信息对自身或他人有帮助，这与本研究结果相

对应。此外有少部分人认为查到的健康信息可能会

造成误导，这与网上信息比较杂乱、很多问题有多

种不同回答、公众无法辨别信息真假、对信息利用

有限等相关。

４３　在校大学生及平时关注健康信息的人群更能
有效利用健康信息

　　在校大学生 （本科生／研究生）对健康信息的
利用程度高于其他职业，这与何晓晨等［１０］２０１７年
针对重庆市居民健康素养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一

致。平时关注健康信息的人对健康信息利用水平高

于平时不关注健康信息的人，这类人群一般有相对

固定的健康信息查询网站、微信号、微博号等，对

健康信息查询、识别能力通常高于平时不关注健康

信息的人，对健康信息利用度及健康信息素养也相

对较高。

４４　居民更加重视健康信息内容与来源

公众认为影响健康信息利用最重要的因素为信

息来源是否权威、可信，居民对来源权威可信的健

康信息具有较高认可度。其他因素多为对健康信息

内容的要求，如是否全面详尽、简洁易懂、紧跟时

下热点健康话题等，全面详尽的健康信息能够将公众

需要了解的具体问题做出全面回答，避免公众对于需

求问题的二次获取，节省获取健康信息时间。由于医

学知识比较复杂难懂，对于无医学背景的公众来说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内容简洁易懂是公众比

较在意的因素。此外更新及时、方便获取、文风画

风愉快也是影响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的因素。

５　结语

综上所述，贵州省城市居民对健康信息利用情

况良好，但受到职业、平时是否关注健康信息的影

响。健康信息服务提供机构应以健康信息来源、内

容为着力点，立足培养居民关注健康信息的良好习

惯，切实提高其健康信息利用能力，整体提升居民

健康素养及健康水平，致力于达到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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