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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了解网络问答社区中健康信息的使用状况，探讨用户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以及通过网络问答社区搜
寻健康信息的动机，指出网络问答社区是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对我国网络问

答社区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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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医疗保健观念的改变和健

康素养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过去被动的疾

病治疗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医疗健康自我管理当

中，他们希望掌控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互联网的快

速增长和普及使消费者更加方便地接触到网络健康

信息，“网络健康”既是健康专家，又是病人私人

的健康系统工具和办法。近年来随着 Ｗｅｂ２０新一
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医疗健康为主题的网络问

答社区得到快速的发展。用户参与网络问答社区可

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健康信息需求并且与网友交

流互动，这不仅仅是医疗健康知识的交流，同时还

有情感支持。

本文利用互联网平台调查了用户获取健康信息

的方式、用户对网络问答社区中健康信息使用状

况、对健康信息需求类别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网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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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问答社区的动机，同时针对网络问答社区中健康

模块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意见，为我国网络问答社

区健康模块的建设提供参考。

２　网络健康信息研究背景

２１　国内外发展情况

美国对于网络健康信息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 “健康搜寻者”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ｅｋｅｒｓ）系列研究。该组织从２０００年开始

对社会大众查找网络健康信息方面进行研究并且每

年定期出版相关报告。２００６年该组织宣布美国的健

康搜寻者已经超过 １亿；２０１１年报告显示，美国

７４％的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其中８０％的用户使用互

联网搜寻健康信息［１］，上网搜寻健康信息成为美国

网民第３种主要活动。由中国科协科普部、百度指

数等部门发布的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

告》中指出截止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６４９亿，互联网发展带来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并且

从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健康与医疗在８个主题的搜索中

占比为５７％，成为最受关注的科普主题，互联网成

为常见疾病的问询平台［２］。从以上现状看出，国内

外利用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以满足自我健康管理和

保健需求已成为一种趋势。

２２　研究现状

全美医学图书馆联盟将健康信息定义为与大

众、病患及其家属有关的健康和医学资讯。台湾学

者陈源昌将健康信息分为保健新闻、一般保健、重

大疾病、老人保健、妇女保健、男性保健、婴幼儿

健康、两性关系、美容保养、体重控制、心理卫

生、食品营养、医学新知、另类医疗及医师论

著［３］。学者李月琳将健康信息定义为与人们身心健

康、疾病、营养、养生等相关的信息［４］。目前学术

界对健康信息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学者根据研究

问题的不同进行定义，从而对网络健康信息的研究

可以从多个方面归纳。国内外的学者对网络健康信

息进行了研究，按人群特征分类，朱姝蓓等认为影

响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查寻行为的主要有个人心理

因素、信息因素、社会因素等［５］；肖静研究高校教

师的健康信息行为及差异性［６］；周晓英主要研究影

响大学生搜寻健康行为模式的因素，把搜寻行为从

偶遇获取型、问题解答型和长期关注型３类分别讨

论［７］。按健康信息的研究内容分类主要有健康信息

需求分析与影响因素、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与动机、

使用网络健康信息的用户行为等。王锰探索美国健

康信息用户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性别、学

历、收入、现实满意度、网络互动度和风险感知度

进行分析，发现男性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积极性高

于女性，用户学历越高，信息需求越高，越会积极

地获取健康信息［８］。吴丹研究在处理健康危险状

况、参与医疗决策、改变或预防不良健康行为的不

同情景下，老年人对网络健康检索行为的认知不

同［９］；ＺｈａｎｇＹ通过对雅虎问答的健康类目中的２７６

个问题进行内容分析法分析，发现用户在问答社区

中提问的行为被知识差距的认知、情绪困扰和缺少

社会资源的３个因素所激发［１０］。此外，对健康信息

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调查问卷法［１１］、访谈法［７］、扎根

理论 （内容分析方法）［５，１２］、文本挖掘方法［１３］等。

３　研究对象及方法

为了探究我国目前网络问答社区健康模块的使

用情况，本研究开展一项关于我国网络健康社区使

用情况的调查问卷，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研究方

法，以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

ｊｕｍｐ．ｃｏｍ／）作为平台，共回收３００份问卷，剔除

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为２４１份，有效率是
８０３３％，应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在２４１

位调查对象中，性别构成比例是：女 １３４人

（５５６１％），男１０７人 （４４３９％）；年龄：１８～３０

岁的 １１９人（４９３８％），３１～４０岁的有 ８５人

（３５２７％），４１～５０岁的有３１人（１２８６％），５０岁

以上的６人（２４９％）；文化程度：本科以下４２人

（１７４３％），大学本科１６４人（６８０５％），硕士研究

生３０人（１２４５％），博士研究生５人（２０７％）；月
均收入：３０００元以下的有６４人（２６５６％），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元的有１１１人（４６０５％），５０００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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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６６人（２７３９％）。其中女性所占比例多于男性，
原因在于女性朋友使用较多的健康信息以及经常担

任健康照顾者的角色；年龄多集中在１８～４０岁之
间，这与我国网络用户的年龄分布基本相似；文化

程度中大学本科所占比例最大；月均收入多集中在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之间。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获取健康信息方式

在生活中，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有很多，包括

主动的查寻和被动的接受。本文旨在调查消费者获

取健康信息的方式，见图１。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医疗健康方面，这与互联

网获取信息方便快速、具有匿名性等特性有关，而

且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将会越来越流行。

图１　获取健康信息方式

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又可以细分

为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网络问答社区等，见图

２。虽然网络问答社区在我国发展比较晚并且还未
成熟，但是用户对网络问答社区健康模块有着浓

厚的兴趣和广泛的需求，这与它的便利性和低成

本性、自主性、开放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密不可

分［１３］。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本研究还调查了使用

网络问答社区频率，其中有超过 ３／４的调查对象
保持每周使用１次及以上，由此说明用户有使用
网络问答社区的习惯。

图２　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方式

４２　健康模块使用情况

４２１　健康信息的主观有用性　上述调查结果
显示，网络问答社区是消费者获取健康信息比较

重要的途径之一，本节主要探究网络问答社区中

健康信息的使用情况。其中有 ３／４的调查对象表
示网络问答社区中的健康信息有用，为了进一步

验证健康信息的有用性，本研究调查了网络问答

社区中健康信息对健康决策的影响，见表１。

表１　网络问答社区中健康信息对健康决策的影响

影响 选择人次 百分比 （％）

有助于向医生提出更多新的问题 １４３ ５９３４

饮食方式　　　　　　　　　　 １２５ ５１８７

治疗方式　　　　　　　　　　 ９２ ３８１７

是否看医生的决策　　　　　　 ８８ ３６５１

生活方式　　　　　　　　　　 ８７ ３６１０

锻炼方式　　　　　　　　　　 ７０ ２９０５

没有任何影响　　　　　　　　 １１ ４５６

４２２　健康模块存在的问题　以上研究表明国内

网络问答社区中的健康信息有一定的价值，但由于

国内网络社区起步较晚且发展不成熟，同时也存在

一些问题。本研究从用户主观有用性的角度出发，

调查分析得出网络问答社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少

权威性、检索结果不准确、信息时效性差、信息质

量不高、网友评论少等。

４３　健康信息需求分析

４３１　健康信息需求类别分析　用户对网络问

答社区中健康信息需求类别，见表２。养生排在最

高位，这说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用户在没有疾

病困扰时也会注重饮食、锻炼、营养等生活方式；

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说明在现代快

节奏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压力增大并逐渐开始注

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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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健康信息需求类别分析

　您平时主要关注哪些类型的健康信息 选择次数
百分比

（％）

养生保健 （饮食、营养、锻炼、中医养生） １８７ ７７５９

忧郁症、焦虑、压力或心理健康问题的信息 １０５ ４３５７

瘦身美容 ８５ ３５２７

特定疾病的信息 （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 ７８ ３２３７

处方药或非处方药的信息 （用法、种类、副作用） ６４ ２６５６

医疗保险、卫生法规 ５８ ２４０７

医疗保健品、机械介绍和销售信息 ５８ ２４０７

性行为及性健康 ５２ ２１５８

怀孕及分娩相关问题 ３０ １２４５

试验性疗法或试验性药品信息 ２０ ８３０

特定医学疗法或手术的信息 １３ ５３９

４３２　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性分析　本节主要探
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３个方面对健康信息需求
的差异性。以健康信息需求类别作为因变量，以性

别、教育程度和收入分别作为自变量，运用独立样

本Ｔ检验来解释其差异性 （Ｐ＜００５）并探讨各组

间的差异。 （１）性别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性分
析。性别对特定疾病、瘦身美容、心理问题和性健

康信息需求中存在差异性，见表３。男性对特定疾
病、心理问题和性健康方面的关注度均高于女性，

而女性在瘦身美容方面高于男性，说明男性使用网

络社区中的健康信息更倾向于关注某一种特定疾

病，并且男性有心理疾病的困扰要高于女性。 （２）
收入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性分析。收入在药品信

息、心理问题和性健康信息需求中有差异性，见表

４。月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上的用户对药品信息、心理问
题和性健康的关注度均高于月收入低于５０００元的，
说明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关注药品信息，并且此人

群中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更普遍，同时也会有性健康

方面的问题。（３）教育程度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
分析。教育程度在心理问题、怀孕及分娩、医疗保

健和试验性疗法方面存在差异，见表５。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人群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患有忧郁症、

焦虑症等心理压力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对怀孕

及分娩、医疗保健和试验性疗法信息的需求也

很大。

表３　不同性别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ｔ值

特定疾病 男 １０７ ０３９ ０４９１

女 １３４ ０２７ ０４４５
２０２９

瘦身美容 男 １０７ ００７ ０２４８

女 １３４ ０５８ ０４９５
－１０５３４

心理问题 男 １０７ ０５２ ０５０２

女 １３４ 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２４６４

性健康　 男 １０７ ０３０ ０４６０

女 １３４ ０１５ ０３５８
２７６７

注：Ｐ＜００５表示５％的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表示０１％的显著水平，显著水平越小表示差异性越显著。

表４　收入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月收入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ｔ值

药品信息 ≥５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３６ ０４８１

＜５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１８ ０３８８
３０７３

心理问题 ≥５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５３ ０５０１

＜５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３５ ０４７９
２８６４

性健康　 ≥５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２８ ０４５０

＜５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１６ ０３６７
２２４７

注：Ｐ＜００５表示５％的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表示０１％的显著水平，显著水平越小表示差异性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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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教育程度对健康信息需求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教育程度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ｔ值

心理问题 本科及以上 １９９ ０４７ ０５００

本科以下　 ４２ ０２９ ０４５７

２３００

怀孕及分娩 本科及以上 １９９ ０１４ ０３４９

本科以下　 ４２ ００５ ０２１６

２２４７

医疗保健 本科及以上 １９９ ０２７ ０４４３

本科以下　 ４２ ０１２ ０３２８

２４７４

注：Ｐ＜００５表示５％的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表示０１％的显著水平，显著水平越小表示差异性越显著。

３４　使用网络问答社区获取健康信息的动机

搜寻信息的动机会影响人们相关的决策，探索

用户在网络问答社区中搜寻健康信息的动机，更有

利于了解用户对健康信息的需求。Ｒｉｃｅ将搜寻健康
信息的动机分为３个方面：有问题的健康状况、缺
乏医疗资源、关心特别的人［１４］；ＺｈａｎｇＹ（２０１０）
认为健康搜寻行为的动机是知识差距的认知动机、

社会资源动机、情感动机［１０］；韩妹把网络健康信息

使用的动及分为：获取信息动机、社会连带动机、

网络特性动机［１５］。本研究问卷设计了 ９个动机问
题，为了简化变量的数量，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

少量的因子表示全部的变量并且为各个因子进行命

名，以更简练的方式探索使用网络问答社区搜寻健

康信息的动机。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得出 ＫＭＯ
检验量数值为 ０８１８＞０５，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
析；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０，则９个变量间有相关
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

同因素并以特征值大于１０作为萃取因子的标准，
用正交旋转法的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以因子负荷

０６作为选取标准，最终萃取４个公共因子，累积
方差贡献率是７１９０７％，见表６。经过主成分分析
得出用户使用网络问答社区搜寻健康信息的动机主

要分为 ４个方面：获取信息、情感、认知，网络
特性。

表６　使用动机因子载荷矩阵表

项目
动机因子

获取信息动机 情感动机 认知动机 网络特性动机

了解药品信息 ０７５２ － － －

搜寻特定疾病信息 ０７２７ － － －

获得保健信息，预防疾病 ０６４５ － － －

寻找相同经历，获得情感支持 － ０８５７ － －

提供经验，给予鼓励 － ０８５４ － －

决定是否接受医疗机构治疗 － － ０８７８ －

决定接受哪种治疗方式／用药 － － ０８２４ －

网络问答社区可以快速便捷获取健康信息 － － － ０８１０

网络问答社区可以匿名获得健康信息 － － － ０７５１

方差贡献率 （％） １８９３２ １８１０７ １７５５７ １７３１１

累计方差贡献率 （％） １８９３２ ３７０３９ ５４５９６ ７１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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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对网络问答社区健康模块管理的建议

４１　加强问答社区中健康信息的可信性建设

针对目前我国网络问答社区中健康模块存在的

缺少权威性、真假难辨别等问题，一方面要增加网

络问答社区中专家认证，对网友的回答进行筛选，

删除虚假信息，保证问答社区信息的质量；另一方

面要完善检索条件，提高检索结构的准确性，采取

奖励积分措施吸引用户，提高社区的活跃度。

４２　针对健康信息不同需求，优化问答社区模块
设计

　　用户参与网络问答社区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不相
同，同时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存在差异

性。网络问答社区应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健

康信息，如为女性朋友推送关于瘦身美容的消息，

高学历的人群更关注心理疾病的信息。根据用户特

征，挖掘潜在的健康信息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和网

络问答社区的可用性。

４３　探索用户健康信息需求的动机，提高网络问
答社区服务质量

　　在了解用户健康信息需求类别之后，探索用户
需求背后的动机，如从情感动机出发，用户表达问

题时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消极，问答社区建设可以

通过置顶或分类等技术给予不同的情绪反应，提高

服务质量。

５　结语

在我国健康信息服务发展过程中，了解健康信

息的获取途径、需求类别和参与动机有助于提高网

络问答社区的服务质量。通过本文的调查分析，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当前环境下用户对网络健康

信息的获取途径、关注内容以及获取健康信息需求

的参与动机，从而为国内网络问答社区健康模块的

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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