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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系统综述法梳理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进展、成果及意义，分析存在的局限性，提
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改善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提升其健康决策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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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全球近１／３的疾病可以
通过有效沟通与交流改善治疗效果。健康信息资源对

于患者辅助治疗具有关键性作用［１］。随着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庞大、表现形式多样化

以及方便快捷等特点逐渐凸显。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第 ４６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２］，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网民数量为９４０亿，
相较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增长了３６２５万，而互联网普及率
为６７０％，较２０２０年３月上升了２５％。在网络用户
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健康信息搜寻频率逐步升高。

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国科协等机构针对网民使用百度搜索

情况进行调查，发布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

报告 （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３］，相关结果显示２０１８

年健康与医疗在 ８个主题的搜索中占比 ６６８３％，

位居榜首。互联网已成为公众搜寻健康信息的重要

渠道。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４］方法梳理现有研究成

果及意义、总结其局限性，以期为改善用户健康信

息搜寻行为、提升其健康决策能力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检索策略

通过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对相关文献进行检

索，将时间跨度设置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检索式采用

“主题 ＝ （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Ｒ主题 ＝

（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ＯＲ主题 ＝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Ｒ主题 ＝ （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ＯＲ主题 ＝ （ｓｅａｒｃｈ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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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限定 “文献类型 ＝ （ＡＲ
ＴＩＣＬＥ）”“语种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在
结果中选择 “主题 ＝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主题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ＯＲ主题 ＝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进行精炼。同时在中国知网检
索关键词包括 “网络”或 “在线”、 “健康信息搜

寻”或 “健康信息搜索”或 “健康信息查询”或

“健康信息检索”的文献，选择 “中英文扩展”并

限定 “发表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最后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

２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根据研究目的与网络健康信息发展历程，文献

纳入与排除标准从文献类别、研究内容、发表时间

等方面确定。纳入标准为：样本量大小明确；研究

开展时间与文献发表年限均在 ２０００年之后；文献
语言为英文或中文；研究内容为网络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影响因素、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差异等相关研

究；研究性文献。排除标准为：未具体说明样本量

大小；研究开展时间或文献发表年限在 ２０００年之
前；文献语种非英文且非中文；研究主题与 “网络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非密切相关文献；仅为报道、

转载、评论等的非研究性文献。

３　结果

３１　检索结果

采用前文数据库检索策略初步检索共得到

２２００篇文献，其中在中国知网检索获得 ６５４篇，
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检索获得１５４６篇。首先，排除
重复或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５１９篇，剩余１６８１篇；
其次，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如摘要信息不全则阅

读全文，纳入与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相关且

样本量大小明确的文献２４２篇，排除１４３９篇；最
后，排除非研究性文献 ５４篇。最终纳入文献 １８８
篇，其中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共１００篇，行为动机
研究共３１篇，行为差异研究共２８篇，行为效用研
究共２９篇，见图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３２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３２１　概述　参照最终检索结果可知，对网络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探讨是相关领域

内的研究重点，不少学者在此方面获得了较为可观

的研究成果。综合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性别、年龄

和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均会对用户的网络健康信

息搜寻行为产生影响，见表１。

表１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 研究意义 局限性

性别因素 女性更可能是健康信息的在线

搜索者［５－７，８－１２］

进一步表明医患沟通在患者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研究样本缺乏代表性

女性相较于男性会更加关注健

康信息［１３－１４］

反映网络健康信息对大学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体现

了提高网络健康信息可信度，积极引导大学生群体及

时准确地获取与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必要性

－

年龄因素 年长者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频

率和成功率相对较低，其完成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任务所需时

间也相对较长［１５－２０］

表明认知能力较差的人群在获取网络健康信息时会遇

到很多障碍，对此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

没有进一步考虑患者确诊

时间、辅助治疗以及网络

搜寻行为时间段等变量所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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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用户的年龄越大其网络健康信

息搜寻行为的意愿和感知有用

性越强烈，对搜寻结果的满意

度也越高［２１－２２］

－ 其研究存在样本选取缺乏

代表性、数据收集形式较

为单一等局限性

受教育程度 用户受教育水平与网络健康信

息搜寻意愿及其对于健康信息

可信度的判别能力呈正相关关

系［１６，２３－２９］

反映不同受教育程度用户在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方面存

在的差异；表明年长者在信息搜寻过程中所面临的数

字鸿沟等问题

－

健康素养 个人健康素养会对其信息搜寻

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健

康素养较高者更可能及时准确

地获取健康信息［２９－３６］

体现用户健康素养在信息搜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为提高健康素养、优化健康信息服务等提供建议

没有充分考虑到网络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各影响因素

之间的交互作用

３２２　性别因素　有学者［５－７］在其研究结果中指出

性别是影响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众多互联网用户中女性参与者更有可能主动搜寻与

健康相关的信息。ＪａｍａｌＡ、ＫｈａｎＳＡ和 ＡｌｒａｓｈｅｄＭ
等［８］通过一项对糖尿病患者的横断面调查得出相比

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是健康信息的在线搜索者。有

研究［９－１２］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使用互联网搜寻与健

康相关信息的频率更高。此外周晓英和蔡文娟及林

婷［１３－１４］以国内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

调查法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在健康信息关注度方面不同性别之间

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相较于男性会更加关注健康信

息，通过网络渠道搜寻健康信息的积极性更高。

３２３　年龄因素　有研究［１５－１６］显示年轻用户寻

求在线健康信息的可能性更高，搜寻频率要高于年

长用户，原因可能是年轻用户信息素养高于年长用

户。ＬｉＹ、ＹｅＳ和ＭａｏＦ等［１７］在其研究结果中指出

网络健康信息获取意愿及个人健康状况等因素会对

不同年龄段用户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有学者［１８－１９］采用实证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

得出与年轻人相比，年长者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成

功率明显偏低。张悦［２０］从多方面分析年龄对网络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年

龄组与高年龄组相比，完成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任务

所需时间较短，且对整个信息搜寻过程满意度更

高。孙云峰和刘松［２１－２２］通过问卷调查法所得出的

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认为用户年龄越大其网络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的意愿和感知有用性越强，对搜寻结

果满意度越高。

３２４　受教育程度　有研究［２３－２５］表明受过良好

教育的用户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健康信息搜

寻，且对于健康信息可信度的识别能力较强。有学

者［１６，２６］分别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进行

研究，得出受访者教育水平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意

愿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国内学者采用问卷调查、半

结构化访谈等方法研究发现用户受教育程度是影响

其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吴光华［２７］指

出学历因素会对用户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另有学者［２８－２９］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

受教育程度低者，高学历人群健康信息搜寻途径更

为丰富且互联网是其最常用的搜寻渠道。

３２５　健康素养　有学者［３０－３１］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用户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个人健康素养会对其信息搜寻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

响。此外有研究［２９，３２－３６］表明健康素养较高者网络搜

寻渠道更为多样化，对在线健康信息可信度的评判

与决策能力更强，其获取及时准确的健康信息的概

率越高。

３３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动机

研究［３７－４２］结果表明功能性动机是用户进行网

络健康信息搜寻的主要动机，例如了解并改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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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养生保健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Ｓ、

ＨａｎｎａｈＴＮ和ＬａｕｒａＦ［４３］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

访谈法开展研究，发现线下医疗专业人员提供的信

息不全面以及互联网的方便快捷优势是用户进行网

络健康信息搜寻的动机之一。此项研究为改善女性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提供了相应建议，有助于消

除女性用户特别是孕期群体在获取网络健康信息时

所遇到的障碍。此外袁红和唐娜［４４］通过对数字移民

群体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除上述

研究中提到的功能性动机外，娱乐性动机如消遣时

间、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等是部分数字移民进行网络

健康信息搜寻的动机之一。该研究不仅指出数字移

民在信息搜寻过程中所面临的感知障碍，同时提出

干预措施以克服用户在进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时所

遇到的数字鸿沟、专业知识匮乏等困难。

３４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差异

Ｐｅａ－ＰｕｒｃｅｌｌＮ［４５］，ＬａｚＴＨ和 ＢｅｒｅｎｓｏｎＡ

Ｂ［４６］研究结果表明种族差异会对用户网络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西班牙裔美国人相较于非

西班牙裔白人使用互联网进行健康信息搜寻的人群

占比更少。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Ｋ和 ＡｌｌｉｓｏｎＪＪ［４７］，ＹｉｎＲ和

ＮｅｙｅｎｓＤＭ［４８］认为个人健康状况较差群体更可能进

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此类研究揭示不同特征人群

在健康信息搜寻时存在差异，相关医疗卫生部门可

将自身专长与不同用户特征相结合进一步满足信息

搜寻者健康需求。

３５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效用

通过研究［４９－５０］发现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能

够促进用户对于个人及家人健康状况的了解；慢病

患者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助于构建更为和谐的

医患关系。此外有学者［５１－５６］采用统计分析和结构

化访谈法对用户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效用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用户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会对其线

下医疗决策和健康促进行为产生影响。上述研究表

明互联网技术对于用户健康管理的积极影响，进而

体现加强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必要性，为

今后相关领域研究指明方向。

４　讨论

４１　患者

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在其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８］。对此医疗专业人员应当与患者

保持紧密沟通与联系，提供准确可靠的网络健康信

息平台，从而使患者能够及时了解并改善个人健康

状况。此外互联网技术在患者健康管理过程中作用

显著，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不断完善远程医疗制

度并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

４２　老年群体

老年群体在信息搜寻过程中面临数字鸿沟等问

题［１８－１９，２８－２９］。因此有必要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

助，例如信息技术人员应改善相关在线信息界面，

优化公众网络健康信息服务，从而降低搜寻过程中

对于信息素养水平的要求，以帮助年长者充分利用

互联网优势，更加方便地获取网络健康信息。

４３　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

这部分人群因缺乏一定专业知识和健康素养而

无法准确判断健康信息可信度，容易引发其对于网

络健康信息的信任危机。因此建立并完善用户信赖

的网络健康信息平台有助于健康信息传递与利用。

相关领域研究者可针对在线健康社区、健康交流论

坛和健康类ＡＰＰ等所具备的不同特点，进一步分析

如何保证网络健康信息质量，以提高网络健康信息

可信度。同时要重点关注网络健康信息质量评估和

管理，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４４　相关研究局限性及启示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部分研究人员

对所选取调研对象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分别进行

限制，导致样本量较少、样本选取缺乏多样性和代

表性、数据收集形式较为单一等问题。未来研究在

保证样本容量的同时可以尝试使用更加平均、随机

的样本，从而降低其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二

是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多数研究并未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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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用户专业背景、人格特质、心理状态等变量

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例如由信息超载所导致的

信息焦虑等心理问题也会对用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

影响。在后续研究中相关人员需要重点关注用户不

同维度的主体因素对其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所产

生的交互影响。

５　结语

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结合不同研究结

果，分别为医疗专业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提供合

理化建议，以期为改善用户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提高用户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便捷性，增强用

户参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的积极性等提供参考。此

外总结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针对样本选取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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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征订启事

　　 《医学信息学杂志》是国内医学信息领域创刊最早的医学信息学方面的国家级期刊。主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承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美国 《化

学文摘》、《乌利希期刊指南》及ＷＨＯ西太区医学索引 （ＷＰＲＩＭ）收录，并收录于国内３大数据库。主要栏目：专论，

医学信息技术，医学信息研究，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医学信息教育，动态等。读者对象：医学信息领域专家学者、管

理者、实践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广大医教研人员。

２０２２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册定价：１５元 （月刊），全年１８０元。邮发代号：２－６６４，全国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到编辑部订购：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３号 （１０００２０）医科院信息所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

部；电话：０１０－５２３２８６７２，５２３２８６８６，５２３２８６８７，５２３２８６７０。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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