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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移动医疗 Ａｐｐ服务质量评价

赵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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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１０款在业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移动医疗 Ａｐｐ，根据其界面提供的信息对问诊服务质量和
Ａｐｐ整体质量进行数据评价，同时对人群下载Ａｐｐ的倾向进行分析。
〔关键词〕　移动医疗Ａｐｐ；下载倾向；综合评分；问诊质量评分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Ｆａｍｏｕｓ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　ＺＨＡＯＫｅ－ｙ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ｓ１０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ａｒｇ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ｂｏｕ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ｐｐ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ｐｐｂｙ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ｒｅ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　赵可扬，本科生。

１　引言

当代信息技术革命与生物医学技术革命的结

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医疗健康模式———移动医疗

（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ｈｅａｌｔｈ）。移动医疗是指利用无

线通信、物联网、信息技术等，通过移动终端如

ＰＤＡ、移动智能手机、移动医疗器械工具提供医疗

服务与信息服务。近年来，移动医疗已经成为发达

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主要发展方向，而一些发展中

国家也开始关注和重现移动医疗的研究。普华永道

的调查结果显示：８０％的受访者期望在未来广泛地

使用移动医疗技术，５４％的受访者相信移动医疗将

改善他们管理自己整体健康状况的方法，４５％的受

访者希望移动医疗能使就诊更加便利，３６％的受访

者相信移动医疗将会减少医疗费用［１］。杨金东

（２０１６）研究认为，移动医疗有助于患者健康信息
保存，依此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ＲＥＨＲ），能为防治疾病、
促进和保护人体健康提供依据［２］。目前，高质量的

移动医疗Ａｐｐ受众广泛、高速发展，根据平安好医
生官网新闻，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互联网医疗行业集体发
力，累计投融资总额达到 ３９亿美元，可见行业的
火热程度。

虽然移动医疗Ａｐｐ前景广阔，但目前却缺乏足
够权威或有充分说服力的评价标准，在 ＣＮＫＩ数据
库搜索医疗Ａｐｐ功能评价比较方面的文章，前３页
仅有３篇。其中 “孕期保健移动医疗 Ａｐｐ研究”［３］

和 “我国求医问药类 Ａｐｐ软件功能评价”［４］，运用
比较功能数目的方法对 Ａｐｐ进行了评价，“国内问
诊类移动医疗 Ａｐｐ软件功能分析与评价”［５］直接引
用文献［４］，称快速问医生、掌上淘医、春雨掌上医

生功能最为全面，但未做数据或文字上的进一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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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可以用于挑选出功能最为全

面的移动医疗Ａｐｐ，但是不能反映患者更关心的问
诊服务质量以及移动医疗Ａｐｐ的资质。鉴于此，本
文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具有较高业界影响力、下载量

在１００万以上或接近 １００万的 １０款移动医疗 Ａｐｐ
上，着重对其在线问诊功能，从 Ａｐｐ界面和受访者
两方面获取数据信息，对服务质量及挂号、查看健

康资讯等功能做出分析与综合评价，最终推荐出值

得患者选择的移动医疗Ａｐｐ。

２　移动医疗Ａｐｐ分析与评价

２１　变量选取、测量与计算

２１１　下载倾向的计算　根据一般用户下载移动
医疗Ａｐｐ前的考虑因素，将影响Ａｐｐ下载量的因素
［下载倾向 （Ｄｏｕｎｌｏａｄ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ＤＴ）］划分为 ３
类：应用市场下载量、知名度和医生推荐。其中，

应用市场下载量本文选择华为应用市场作为数据来

源。为反映这 ３个因素，引入变量下载量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Ｒａｔｉｏ，ＤＲ）、知名度评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Ｐ）和医生数量比 （ＤｏｃｔｏｒＡｍｏｕｎｔＲａｔｉｏ，ＤＡＲ）。
其中ＤＲ等于某一Ａｐｐ下载量与同类 Ａｐｐ最高下载
量之比，Ｐ等于听说过某一 Ａｐｐ人群的百分比除以
被听说最多Ａｐｐ人群的百分比，ＤＡＲ等于Ａｐｐ注册
医生数量与同类 Ａｐｐ最高注册医生数量之比。ＤＲ、
Ｐ和ＤＡＲ最大值均为１。为反映这３个因素的重要
性，选择 ３个因素的人群百分比 （Ａ％、Ｂ％、
Ｃ％）作为权重，分别乘 ＤＲ、Ｐ、ＤＡＲ后求和，得
到特定Ａｐｐ下载前在下载者群体心中的平均得分，
进而预测哪个Ａｐｐ最容易被下载：

ＤＴ＝ＤＲＡ％＋ＰＢ％＋ＤＡＲＣ％

２１２　问诊质量评分的计算　根据医生资质和患
者评价设定３个指标用于计算问诊质量评分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ＤＱＳ），分别是医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职称 （Ｔｉｔｌｅ，Ｔ）和好评率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Ｒ）。

将Ａｐｐ内问诊方向划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五官科、口腔科和皮肤科。根据一般患者选择

问诊医生的习惯，每个科室内挑选 Ａｐｐ内排名最靠
前的３位医生，分别统计其所属医院、职称、好评
量和回答问题数。对于所属医院，按一丙至三甲９
个等级分数分别为１－９，知名三甲分数为１０，职称
按住院医师至主任医师分数分别为１－４。Ｈ为本科
室前３位医生医院评分和与同科室最高的前３位医
生医院评分和之比；Ｔ为本科室前３位医生职称评
分和与同科室最高的前３位医生职称评分和之比；
Ｒ为本科室前３位医生的加权好评率与同科室最高
的前３位医生加权好评率之比。

根据调查中正在使用医疗Ａｐｐ的人群选择 “最

重要”因素的比例，将医生所属医院、职称、患者

好评率及评价的百分比 （Ａ％、Ｂ％、Ｃ％）作为权
重，分别乘 Ｈ、Ｔ、Ｒ再求和，得到 Ａｐｐ某一科室
的问诊质量评分。对于某一Ａｐｐ问诊质量的总体评
价，将所有科室医院评分、职称评分分别相加并除

以同类Ａｐｐ最大值，作为 Ｈ及 Ｔ；Ｒ为所有科室的
加权好评率：

ＤＱＳ＝ＨＡ％＋ＴＢ％＋ＲＣ％

２１３　综合评分的计算　综合评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ＣＳ）主要考量ＤＲ、Ｈ、Ｔ、Ｒ４项指标，
即按应用市场下载量、医生所属医院、职称、总好

评率进行评价。将调查中选择这４项的人数比例作
为权重，分别乘 ＤＲ、Ｈ、Ｔ、Ｒ，可得到某一 Ａｐｐ
在有所有被调查者中的综合评分：

ＣＳ＝ＤＲＡ％＋ＨＢ％＋ＴＣ％＋ＲＣ％

２２　数据及分析

２２１　研究对象简述　本研究选取在华为应用市
场下载量超过或接近１００万的１０款影响力和知名度
较高的移动医疗 Ａｐｐ，所有 Ａｐｐ当天的情况，
见表１。不同地区Ａｐｐ的知名度情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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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０款移动医疗Ａｐｐ简介

项目
春雨　
医生　

平安好　
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微糖
丁香

医生

就医

１６０

版本号　　　　 ８２１ ３４０ ３８５ ８３ ２０３０ ４１６ ２５０ ３５１１６０６２８ ５２１ ５４２
Ａｐｐ大小／Ｍ　　 １７４ ３４１ ２９ １０ ８１ ５９ ２８４ １１９ １４２ １５６
注册用户 （万） ９２００ ８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８２５ ８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 － ８２００
创立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 ２００９

注：数据来自华为应用市场和各移动医疗Ａｐｐ官网，缺失部分为官网未提供。

表２　不同地区Ａｐｐ知名度 （％）

地区
春雨

医生

平安好

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微糖

丁香

医生

就医

１６０

东部 ７０７ １７１７ ３３３３ １０１０ １０１ １４１４ ７０７ ０ ８０８ ０　
西部 ５７０ １６１４ ３２２８ ８８６ ３４８ ２１５２ ４１１ ０３２ ４７５ １５８
中部 １２２０ ２４３９ ２９２７ ４８８ ４８８ １９５１ ４８８ ０ ０ ２４４
全国 ６５８ １７１１ ３２２４ ８７７ ３０７ １９７４ ４８２ ０２２ ５０４ １３２

２２２　基于研究对象性别的下载倾向分析　本研
究涉及男性４４５人、女性３３０人，不同性别人群在
年龄、学历、居住地区、职业上未见显著差异。在

正在使用移动医疗Ａｐｐ的人群中，男性占５５８０％、
女性占 ４４２０％，与样本总体性别比例基本一致，
可判断是否有使用经历与性别无关。本研究利用下

载倾向反映不同人群在下载医疗 Ａｐｐ前考虑的因
素，发现 ＤＴ与人群中某一医疗 Ａｐｐ的下载比例有
很强相关性。在不同性别人群中医疗 Ａｐｐ的知名度
存在差别。将男性中某一Ａｐｐ的知名度评分表示为
Ｐ１，女性中该Ａｐｐ知名度评分表示为Ｐ２，人群中的
知名度评分表示为 Ｐ，而由此计算出的下载倾向分
别表示为ＤＴ１、ＤＴ２、ＤＴ。

对于男性，ＤＴ１ ＝２５８４％ＤＲ＋５９５５％Ｐ１ ＋

１４６１％ＤＡＲ；

对于女性，ＤＴ２ ＝１８４４％ＤＲ＋６１７０％Ｐ２ ＋

１９８６％ＤＡＲ；

对于有使用经历的被调查者，ＤＴ＝２２５７％ＤＲ

＋６０５％Ｐ＋１６９３％ＤＡＲ。

下载倾向计算，见表３。计算ＤＴ与下载比的相
关系数，Ｒ＝０９１８９，Ｐ＝１７１４１０－４。在男性中，
ＤＴ１与男性下载比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３５８２，Ｐ＜
００００１；而女性中ＤＴ２与女性下载比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５４，Ｐ＝０００１６。均存在较强的相互关联性，由
此推测人群的下载倾向能明显影响某一医疗 Ａｐｐ在
人群中的下载比例。

表３　下载倾向ＤＴ的计算

项目
春雨

医生

平安好

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微糖

丁香

医生

就医

１６０
ＤＲ １００ ０７８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８
ＤＡＲ ０８７ ０１１ ０８８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 １００
Ｐ１ ０２２ ０４３ １００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６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０４
ＤＴ１ ０５２ ０４７ ０７９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９
男性下载比 （％） １８５４ １７４２ ３５３９ ７８７ ４４９ １９１０ １０６７ ３３７ １０１１ １６９
Ｐ２ ０１９ ０６３ １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４
ＤＴ２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８４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４５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２４
女性下载比 （％） １２７７ ２８３７ ３６８８ １３４８ ４２６ １６３１ ２０５７ ２８４ ４２６ ５６７
Ｐ ０２０ ０５３ １００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６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４
ＤＴ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８２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４３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２１
下载比 （％） １５９９ ２２２６ ３６０５ １０３４ ４３９ １７８７ １５０５ ３１３ ７５２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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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倾向在受调查人群中较为接近地反映人群
下载这１０种Ａｐｐ的倾向。除就医１６０和微医以外，
其他所有Ａｐｐ的 ＤＴ排序与下载比排序最多相差１
个名次，见表４。这种差距可能受广告等宣传行为
影响。另外，春雨医生和平安好医生两个下载量高

于１０００万的医疗 Ａｐｐ在人群中的下载比例落后于
应用市场下载量仅３００多万的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
的下载比例甚至低于寻医问药、微医 （下载量仅１００
多万）。由此推测春雨医生和平安好医生有可能采取

特殊手段提高了自己Ａｐｐ的下载量以吸引新用户。

表４　ＤＴ和下载比的排序情况

名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ＤＴ　　 好大夫

在线　
平安好

医生　
春雨

医生

寻医

问药

就医

１６０
快速问

医生　
微医 丁香

医生

安测

健康

微糖

下载比 好大夫

在线　
平安好

医生　
寻医

问药

春雨

医生

微医 快速问

医生　
丁香

医生

安测

健康

就医

１６０
微糖

２２３　基于研究对象居住地的医疗Ａｐｐ综合质量
分析　从表２的知名度比较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
于此类Ａｐｐ的了解受地域影响较小。本部分涉及西
部地区人群５１５人，东部地区人群１８２人。被调查
者中，东部地区人群相较于西部地区人群有女性比

例更高、３０岁以下人口比例更高、学历总体水平更
高的特点。职业上除东部地区学生比例更高、干部

比例更低外无显著差异。东西部地区的多数人群都

未使用过医疗 Ａｐｐ，但西部 （６１３６％）无使用经
历的人群比例高于东部 （５４４％）。在医疗 Ａｐｐ的
选择上，本研究考察了４项指标，分别为应用市场
下载量、医生所属医院、医生职称、患者好评率及

评价，分别用下载量比 （ＤＲ）、前３医生医院评分
（Ｈ）、前３医生职称评分 （Ｔ）、前３医生好评率评
分 （Ｒ）４个评分表示，将东西部地区人群认为这４
项指标的对于Ａｐｐ问诊服务质量的反应程度的比例

作为权重，计算综合评分 （ＣＳ），见表５。从问卷
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西部地区人群，东部人群对

医生所属医院和医生职称重视程度更高，西部地区

人群则最主要重视患者好评率。东部地区综合评分

表示为ＣＳ１，由问卷结果得：
ＣＳ１＝ＤＲ１４２９％ ＋Ｈ３０２２％ ＋ ７１４％ ＋Ｒ

４８３５％；西部地区综合评分表示为 ＣＳ２，由问卷结
果得：ＣＳ２＝ＤＲ９９％ ＋Ｈ２０７８％ ＋Ｔ６４１％ ＋Ｒ

６２９１％。

按综合评分，对于东西部地区将医疗 Ａｐｐ排
名，见表６。由表６可以看出，居住地对医疗 Ａｐｐ
的选择影响很小。此外，将结果与表４比较，可以
看出人群在下载医疗Ａｐｐ时的选择与医疗Ａｐｐ提供
的服务质量不完全对应，这是可能因为下载之前使

用者对Ａｐｐ的了解不足。

表５　Ａｐｐ问诊服务指标及综合评分

指标
春雨

医生

平安好

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就医

１６０

ＤＲ １００ ０７８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８

Ｈ １００ ０７１ ０９４ ０４２ ０１１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５４

Ｔ ０７０ ０３９ ０７５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９３ １００ ０２４

Ｒ ００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９８

ＣＳ１ ０５１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６７

ＣＳ２ ０３７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８９ ０８７ ０７５

注：丁香医生Ａｐｐ没有问诊功能，微糖Ａｐｐ仅针对糖尿病提供问诊服务，故不计算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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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Ａｐｐ问诊服务综合评分排名

名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东部地区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 微医　　　 平安好医生 就医１６０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西部地区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 平安好医生 微医　　　 就医１６０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２２４　基于问诊服务使用者的问诊服务质量分析
　医疗Ａｐｐ中能直接体现问诊服务质量的信息有医
生所属医院、医生职称、患者好评率及评价。本研

究根据医生资质和患者评价设定３项指标用于计算
问诊质量评分，分别是医院 （Ｈ），职称 （Ｔ）和好

评率 （Ｒ），通过有使用问诊服务经验、且目前仍在
使用医疗 Ａｐｐ的使用者的选择为 ３个指标赋予权
重，分科室计算不同医疗 Ａｐｐ的问诊服务质量
ＤＱＳ，见表７，依此进行评价。由调查结果得：ＤＱＳ
＝Ｈ４４８７％＋Ｔ１５３８％＋３９７４％。

表７　Ａｐｐ问诊服务质量评分

科室
春雨

医生

平安

好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微糖

就医

１６０

内科　 ０５７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９０ ０９７ ０９１ ０９０

外科　 ０５７ ０８３ ０９４ ０４２ ０３６ ０９４ ０９８ －　 ０４７

妇产科 ０５７ ０７３ ０９７ ０４５ －　　 ０８８ ０９８ －　　 ０６７

儿科　 ０５７ ０７７ ０９２ ０２９ －　　 ０６５ ０９５ －　　 ０７５

五官科 ０５８ ０９０ ０９７ ０４１ －　　 ０９８ ０９７ －　　 ０６９

口腔科 ０５３ －　　 ０９４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８３ ０９５ －　　 －　　

皮肤科 ０６０ ０９１ ０９３ ０３８ －　　 １００ ０９６ －　　 －　　

总评　 ０５７ ０７７ ０９４ ０３４ ００７ ０９６ ０９７ －　　 ０６７

注：空缺部分为该Ａｐｐ未设科室，丁香医生Ａｐｐ由于不具有问诊功能未纳入计算。

　　将以上评分用排名形式呈现为，见表８。在问
诊质量方面，微医在５个科室排名第１，总评第１，
与其并不突出的下载量和综合评分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本研究中微医是唯一由国家卫计委批准的全国

就医指导平台。另外，专注于服务糖尿病人群的医

疗Ａｐｐ微糖在内科单项上排名第２，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也是很好的选择。

表８　Ａｐｐ问诊服务排名

名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内科　 微医　　 微糖　　　 寻医问药　 就医１６０　 好大夫在线 平安好医生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外科　 微医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　 平安好医生 春雨医生　 就医１６０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　　　

妇产科 微医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　 平安好医生 就医１６０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　　　　 －　　　

儿科　 微医　　 好大夫在线 平安好医生 就医１６０　 寻医问药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　　　　 －　　　

五官科 寻医药　 好大夫在线 微医　　　 平安好医生 就医１６０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　　　　 －　　　

口腔科 微医　　 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　　　　 －　　　　 －　　　

皮肤科 寻医问药 微医　　　 好大夫在线 平安好医生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　　　　 －　　　　 －　　　

总评　 微医　　 寻医问药　 好大夫在线 平安好医生 就医１６０　 春雨医生　 快速问医生 安测健康　 －　　　

２２５　卸载行为分析　对于每个移动医疗 Ａｐｐ，
计算卸载医疗Ａｐｐ的人数占正在使用和曾使用过的

总人数的比例，可得出哪些 Ａｐｐ最容易被卸载。由
表９可知，使用者最倾向于卸载的 Ａｐｐ为微糖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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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医生。在卸载原因方面，４５８７％的使用者停止
使用 （即卸载）的原因是 “界面不方便使用”，而

３２１１％的使用者停止使用是因为医生所属医院知
名度低或Ａｐｐ不提供所属医院。微糖在医疗Ａｐｐ内
科中医院评分排名第１，春雨医生在１０个Ａｐｐ中医
院评分排名第１，故推测这二者被卸载的主要原因
是界面不方便使用。另外，在正在使用的人群和没

有使用经历的人群中，最受关注的功能是挂号、问

诊和查看健康资讯。而在曾使用过医疗 Ａｐｐ的人群
中，使用最多的功能是查看健康资讯。由此推测，

这一功能难以长期吸引用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仅

使用查看健康资讯功能的用户更有可能将医疗 Ａｐｐ
卸载。

表９　Ａｐｐ卸载比例 （％）

名称
春雨

医生

平安好

医生

好大夫

在线

快速问

医生

安测

健康

寻医

问药
微医 微糖

丁香

医生

就医

１６０

卸载比例 ４９０２ ３８０２ ４０８７ ３３３３ ２１４３ ４３８６ ３７５ ５０ ４１６７ ２７２７

３　结语

本研究主要针对移动医疗 Ａｐｐ的问诊功能，对
于问诊功能有需求的一般人群，推荐使用微医；而

对于有问诊需求的糖尿病患者，推荐微糖 Ａｐｐ；在
移动医疗Ａｐｐ的综合考量方面，推荐使用好大夫在
线。通过考察各移动医疗Ａｐｐ的知名度、应用市场
下载量、医生数量，计算下载倾向，发现其与人群

中移动医疗Ａｐｐ的下载比例呈现很高的相关性 （Ｒ
＝０９１８９，Ｐ＝１７１４１０－４）。移动医疗 Ａｐｐ的开
发者如果希望短期内提高下载量，推荐从宣传提高

知名度、增加注册医生方面入手；但是如果想要将

下载者发展为长期用户，建议重点发展挂号、问诊

功能，而非依赖健康资讯推送功能吸引新用户，主

要使用此功能的用户卸载医疗 Ａｐｐ的可能性最高。
同时开发者有必要采用简洁高效美观的界面设计，

在医生资料中标注清楚其所属医院、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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