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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阅国内外健康素养研究相关文献，从健康素养的研究工具、现状两方面进行总结。提出对我国
健康素养研究的建议，即开发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关注更多人群的健康素养状况以及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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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

康信息或服务，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

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１］。健康素养主要通

过健康教育的方式，在促使人群健康行为生活方式

的形成、疾病的预防，进而提高人群健康水平上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提高居民健康素养的

工作，２００７年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

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必须从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

卫生体系３方面着手。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健
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健康素养不

仅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而且会影响到

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２０１２年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五”

规划》和 《卫生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将居

民健康素养指标纳入其中，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成为衡量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的重要指标之一。

２　国外

２１　研究侧重点

１９７４年 Ｓｉｍｏｎｄｓ在 “将健康教育视为社会政

策”论文中，首次使用健康素养一词，１９９０年第１
篇关于健康素养的文章在美国发表［２］。国外学者对

有关健康素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临床方向，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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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环境中，围绕医生与患者开展健康素养方面

的研究，探讨提升医生在紧张繁忙的医疗环境中快

速甄别出健康素养不足的患者，将健康信息更有效

地传递给患者的能力，以及患者获取、理解、接受

健康信息的能力。近年来，国外关于健康素养的研

究逐渐关注多学科交叉领域，重视临床医学与预防

医学的结合，使健康素养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全

面、具体［３－６］。

２２　测量工具

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的开发是一个前沿热

点［７］。主要有４类：视读类健康素养测评方法，这
类测评方法目前主要运用成人医学语言阅读能力测

试量表 （ＲＥＡＬＭ）；理解类健康素养测评方法，采
用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量表 （ＴＯＦＨＬＡ）；理解
运用类健康素养测评方法，包括健康素养评估分量

表 （ＨＬＣ），健康活动素养量表 （ＨＡＬＳ），最新关
键指标测量量表 （ＮＶＳ）；健康素养快速甄别测试
方法，这一类量表使用一组问题，在短时间内了解

患者的健康素养状况。

２３　研究现状

ＲａｔｈｎａｋａｒＵＰ等使用 ＲＥＡＬＭ对印度卡纳塔克
邦的２００名患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低于适
当健康素养水平的人数在５０％以上，健康素养平均
水平得分为４８１３。根据分类，得分在０～４４之间
的被认为处于低水平健康素养状态，４５～６６处于高
水平的健康素养状态［８］。Ｚａｈｒａ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等使用
ＴＯＦＨＬＡ对伊朗的４０７名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研
究结果表明，１８２％的患者具有适当健康素养水
平［９］。ＳｕａｄＧｈａｄｄａｒ等使用 ＮＶＳ对青少年进行调
查，研究结果表明，５２％的青少年有适当健康素养
水平［１０］。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ｏｖá等研究捷克共和国的３６０名
怀孕女性的结果显示只有 ３０％的健康饮食和行为
率［１１］。

３　国内

３１　测量工具

国内健康素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

是开展了特定人群 （居民、学生）为主的健康素养

水平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等。使用较多

的测评工具为调查问卷，使用较多的调查问卷是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陈国永和肖?在研

究健康素养时使用的问卷为 《中国公众健康素养评

估问卷》，该问卷由科技部 “中国健康素养调查与

评估体系建立”课题组，经过 Ｄｅｌｐｈｉ法及专家讨
论，通过小规模的预调查，修改验证后形成。另外

围绕中医药特色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中国公

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

３２　研究现状

我国健康素养的研究起步稍晚，１９８９年在北
京开展首次科学素养的抽样调查。２００７年 １月，
原卫生部组织医药卫生各领域专家，研究制定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于

２００８年１月首次以政府公文形式发布［２］。２００８年
在参考国内外健康素养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原卫生部组织专家编写 《中国居民健康素

养调查问卷》，首次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与国家卫生计生
委宣传司首次在京启动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

养调查工作。使用的是 《养生素养调查表》。有学

者使用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 ２００８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６４８％［１３－１４］，２０１２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８８％［１５］，２０１３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９４８％［１２］。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方面，２０１４年中国
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为８５５％［１６］。从我国

学者对健康素养的研究来看，大多数针对的是某

一地区的不同人群健康素养状况，如对城乡居民，

具体情况，见表１［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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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省份 年份 健康素养水平 （％）

江苏 ２０１４ １５９５

浙江 ２０１３ １３９０

甘肃 ２０１３ ４９０

陕西 ２０１３ ６１５

健康素养的研究对象除了城乡居民之外，学生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国学者周薇薇、孙凌

云、陈玮等分别在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

基础上结合学生特点自编问卷进行了调查研究，具

体情况，见表２［２１－２４］。

表２　不同地区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地区 年份 健康素养水平 （％）

南京 ２０１４ ３３９０

宝鸡 ２０１３ ６１１

昆明 ２０１４ ２３００

杭州 ２０１４ １３３０

虽然２０１３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是规范监
测后的第２次数据发布，是迄今为止最新的全国范
围内的监测数据［１２］，但是学者对健康素养在部分地

区针对不同人群进行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健康素养正得到全国从上到下的重视，具体的地区

调查数据，见表３［２５－２８］。

表３　最近年份学者对健康素养的研究

地区 年份 调查对象
健康素养

水平 （％）

河南新乡　 ２０１４８－２０１５８ 城乡居民 １２３４

北京西城区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５１２ 城区居民 ３０５０

山西省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５１２ 孕产妇　 ８６０

北京崇文区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５１２ 城区居民 ３５３７

４　建议

４１　开发健康素养的测评工具

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可以分为４大类，针对
不同的健康素养类型进行测评，这给健康素养的相

关研究提供了工具上的支持，使得国外可以开展多

样化的健康素养研究。而相比较我国健康素养测评

工具较单一，主要是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

卷》，缺少特定领域、特定人群健康素养的测评工

具，这限制了我国学者开展健康素养的相关研究。

中医领域里的 《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提供

一个很好的例子，建议我国学者多开发健康素养的

测评工具，用于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的健康素养的

测评，以便为我国更好地开展健康素养提供测评工

具上的支持。

４２　关注更多类人群的健康素养状况

国外学者可以使用多样化的健康素养测评工具

针对糖尿病人、老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开展健康

素养研究，为提高这些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

据。而我国单一的健康素养测评工具，使得学者开

展健康素养研究时，关注的人群也比较单一，主要

是城乡居民和学生。少见针对慢性病、妇女、儿童

等特殊人群的健康素养的研究，而这些人群在公共

卫生领域又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建议学者开展

健康素养研究时应关注特殊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和

影响因素。

４３　关注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和传播途径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公众健康素养水平都呈

现低水平状态，国外水平高于国内。国内学者开展

健康素养研究时，在影响因素方面集中在城乡、月

收入、学历、年龄等方面，缺少对有效传播途径和

健康教育知识内容的研究，这就使得政府对人群进

行健康知识教育时，无法正确掌握健康教育知识内

容和宣传途径。因此，建议加入这两方面内容的研

究，使健康素养知识能通过有效的传播，促进人群

形成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进而提高人群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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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Ｋａｒｎａｔａｋａ，ｌｎ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７（１１）：２５５１－２５５４．

９　Ｚａｈｒａ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ＢＡＴｅｈｒａｎｉ，Ｈ Ａｓｇｈａｒｉｆａｒｄ，ｅ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ＬｒａｎｉａｎＤｉａｂｅｔ

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Ｉｒａｎ，２０１５，２９（１）：２３０．

１０　ＳｕａｄＧｈａｄｄａｒ，ｅｔａｌ．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ｔｈｅ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８２（１）：２８－３６．

１１　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ｏｖá，ＤＨｒｕｂá，ＬＶｅｓｅｌａ，ｅｔａｌ．Ｋｅ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Ｊ］．ＺｄｒａｖＶａｒ，２０１５，５４（１）：２７－３６．

１２　姚宏文，石琦，李英华．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

对策 ［Ｊ］．人口研究，２０１６，４０（２）：８８－９７．

１３　王萍，毛群安，陶茂萱，等．２００８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现状

调查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０，２６（４）：２４３－２４６．

１４　严丽萍，魏南方，解瑞谦，等．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

因素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２，２８（１）：８－１１．

１５　李英华，毛群安，石琦．２０１２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结果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５，３１（２）：９９－１０３．

１６　荆伟龙，王朝君．国人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偏低 ［Ｊ］．中

国卫生，２０１６，３５（５）：９７－９８．

１７　戎毅，朱卫立，王小莉，等．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监测分析 ［Ｊ］．江苏预防医学，２０１５，２６（６）：

１３４－１３５．

１８　虞哲彬，潘佳玲，郭林杰，等．浙江省居民健康素养状

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Ｊ］．浙江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２８

（２）：１１３－１１６，１２０．

１９　陆一鸣，康国荣，王力，等．２０１３年甘肃省城乡居民

健康素养现状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６，３２

（２）：９９－１０３．

２０　吴艳梅，南海涛，铁云丽，等．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居民健康

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５，

３１（８）：７３８－７４１．

２１　张熳，季莉莉，朱琳，等．南京市某高校大学生健康素养

现状调查 ［Ｊ］．江苏预防医学，２０１５，２６（１）：１２６－１２７．

２２　梅丽娜．宝鸡文理学院大学生健康素养情况调查 ［Ｊ］．

职业与健康，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１６９０－１６９２．

２３　段文凝．昆明市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

析 ［Ｄ］．昆明：云南大学，２０１５．

２４　寿碧琪，刘婷婕．三甲医院本科实习医生传染病健康素

养调查 ［Ｊ］．健康研究，２０１５，３５（５）：４９２－４９４．

２５　王彦杰．新乡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居民健康素养现状调查

［Ｊ］．中国公共卫生管理，２０１６，３２（１）：５７－５９．

２６　玉洁，张楠，岳川，等．２０１５年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基

本技能素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１６，３２（６）：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５．

２７　王晓嘉．孕产妇母婴健康素养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Ｄ］．太原：山西医科大学，２０１６．

２８　张利伟，苏凤华，杨可欣，等．崇文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调查 ［Ｊ］．浙江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２８（３）：３１５－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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