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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收集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武汉市民对高血压健康网络信息关注度数据，分析其关注
趋势、终端使用特点、人群结构、性别比例和信息需求等。建议疾控机构开展精准健康教育，更多关注移

动终端用户，在时间、人群和信息组织方式上提供精准健康信息服务，以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提高人群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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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老龄化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武汉市高血压的人群患病率与

死亡率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人群健康的危害日趋

严重，同时所造成的疾病负担也不断攀升，高血压

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１］。为了解网络环

境下武汉市民对高血压健康信息的关注度，本文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武汉市民以 “高血压”为关键词的网

络搜索行为进行数据分析，了解近５年来市民对高
血压关注的变化趋势、网络用户使用终端特点、关

注人群特征等，为疾控机构开展精准高血压健康教

育提供科学依据［２］。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分析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武汉市民以百度网页和百度
新闻为基础对 “高血压”关键词的搜索行为［３］，根

据百度指数提供的数据，武汉市民对高血压的搜索次

数分别为 ２０１４年 １１９５６５次、２０１５年 １２１２３２次、
２０１６年１１９４７４次、２０１７年１２６５１０次、２０１８年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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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次。研究对象覆盖武汉市城市和农村区域。

２２　方法

本分析研究内容包括关注趋势、终端使用特

点、人群结构、性别比例和信息需求等［４］。主要采

用用户关键词统计及频次分析、数据挖掘及聚类分

析、相关词搜索需求、关键词与相关词的相关度等

分析方法。关注趋势是互联网用户对关键词搜索关

注程度及持续变化情况，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

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

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分为

ＰＣ搜索和移动搜索［５］。城市分布是关注该关键词

的用户来自哪些地域，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对关键

词的人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给出用户所属的城市

及排名。人群特征即关注该关键词的用户的性别、

年龄分布。根据百度用户搜索数据，采用数据挖掘

方法，对关键词的人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给出用

户所属的年龄及性别的分布及排名。信息需求是通

过用户在搜索该词前后的搜索行为变化中表现出来

的相关检索词需求。综合计算关键词与相关词的相

关程度，以及相关词自身的搜索需求大小得出。

３　结果

３１　时间分布特征

３１１　年度关注趋势　对 “高血压”关键词的月

关注度 （包括ＰＣ和移动端）按年进行统计，以次计
量 ２０１４年的月均关注度为 ９９６３７５，２０１５年 １０
１０２６７，２０１６年９９５６１７，２０１７年１０５４２５，２０１８年
１０４２７５８。结果发现，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武汉市民对高
血压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１。

图１　 “高血压”年度关注趋势

３１２　月度关注趋势　对 “高血压”关键词的周

关注度 （包括 ＰＣ和移动端）按月进行统计，发现
市民对高血压的网络关注度在３～５月和１１月份相
对比较高，而其他各月则相对较低，见图２。

图２　 “高血压”月度关注趋势

３１３　网络用户使用终端特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武
汉市民对关键词 “高血压”的月关注度，按用户使

用终端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移动端 （如手机、平板

等）的月平均关注度为７５８０１，电脑端的月平均关
注度为２６１８４，使用移动终端的搜索次数远远大于
电脑端，两种终端在使用上均有上升趋势，见图３。

图３　网络用户使用终端特点

３２　关注人群特征

３２１　年龄结构　在本研究对象中，对高血压关
键词的关注度，年龄≤１９岁的占３％，２０～２９岁占
１５％，３０～３９岁占４４％，４０～４９岁占３１％，≥５０
岁占７％，３０～３９岁年龄段对高血压的关注明显高
于其他年龄人群，见图４。
３２２　性别比例　关注高血压网络信息的人群
中，男性占６４％，女性占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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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年龄结构

３２３　信息需求　市民对高血压的网络信息需求
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本文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４
月１日为例展示市民对高血压健康信息的关注重
点，发现市民对 “高血压的治疗与饮食”最为关

注，其次是 “饮食”、 “治疗”、 “高血压治疗方

法”、“高血压是怎么引起的”、“症状”、“高血压

药”等。

４　讨论

４１　概述

２００７年百度指数正式上线，于２０１３年发行２０
版本，引起全网关注，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旅游、

卫生等行业的大数据分析。在卫生行业应用较早，

包括流感、手足口、艾滋病、食品安全、登革热、

高血压等疾病的疫情分析、预测等方面。本研究对

武汉市民以 “高血压”为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行为进

行数据分析，从移动终端用户、网络关注时间、关

注信息等方面探讨更合理的健康教育方式，供疾控

机构参考。

４２　关注移动终端用户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 （２０１８第１
季度）》显示，２０１８年第１季度中国网民移动端的
科普搜索指数为 １６１７亿，ＰＣ端科普搜索指数为
４７９亿，移动端科普搜索指数是 ＰＣ端的３３８倍。
数据显示，网民的搜索更倾向于移动端［６］。上述搜

索行为报告数据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

结果显示使用移动终端用户数是 ＰＣ终端用户数的
２９倍。这意味着疾控机构应该将高血压健康信息

传播重心转移到移动终端上来，可多利用微信、网

页及手机 ＡＰＰ等方式将高血压健康信息搬到互联
网。在知识搬迁过程中需要注意两方面：一是加强

高血压健康知识文字渲染，提高关注度；二是文字

编排更适合移动终端用户查看。

４３　开展精准时间教育

根据 “高血压”月度关注趋势，市民对高血压

的网络关注度集中在３－５月和１１月份，恰是武汉
气温较低时［７］。有医学分析表明患者血压与气温呈

负相关，气温下降时，人体自身的外周血管收缩，

血流阻力增加，易引发血压升高［８］。并且气候温较

低时，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高，致残

率、致死率高，因此高血压患者或家人、朋友往往

更加关注。既然如此，疾控机构更应该在市民集中

关注前进行高血压健康信息的专题推送，从预防疾

病的角度实施干预。１１月的网络集中关注与每年
１０月８日的 “全国高血压日”在时间上接近，建议

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高血压知识专题宣

传，提高人群高血压知晓率。另外建议在３月再集
中进行一次线上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以应对

３～５月份市民对高血压知识的集中网络关注。

４４　开展精准人群教育

根据高血压网络关注人群特征，３０～５０岁人群
占总关注人群的７５％，而高血压的患病人群主要集
中在５５岁以上，随年龄增加而增加，６５岁以上人
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３５６８％。由此可见年轻人更
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或者比老年人更关

注健康信息，以帮助自身或家人提高健康素养。因

此，疾控机构可以针对３０～５０岁人群重点开展健
康教育，在高血压健康教育活动场地上可以选择３０
～５０岁人群密集的工作场所，促使其或其家人开展
有益健康的行为，从而减少高血压的患病率，减轻

社会负担［９］。

４５　开展精准信息教育

市民通过网站搜索健康信息时实际上是在使用

常用的语言来说明他们希望从网站得到什么［１０］。通

过百度指数的信息需求指标挖掘市民搜索日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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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洞悉用户搜索心理和行为，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善

用户体验，提升健康宣传价值。因此在发布高血压健

康知识时，首先应该考虑用户的关注点，在信息中将

这些关注点突出显示，便于用户搜索。比如通过百度

指数发现近期市民对 “高血压的治疗与饮食”、“高

血压的治疗方法”、“高血压是怎么引起的”、“症状”

等信息较为关注，那么疾控机构在发布高血压相关健

康信息时，应该精准推送市民关注的信息，从而提升

用户体验，真正实现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

５　结语

本研究结果为有关部门开展高血压健康教育从

开展形式、场地和时间上提供借鉴。建议相关部门

及机构采取措施，联合多部门，预防及控制居民高

血压，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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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ｘＤａｔａ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Ｄｅｎｇｕｅ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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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２０１７，１１（３）：ｅ００５３５４．

９　严毅，刘胜林，程鹏，等．基于网络用户搜索行为的医疗

器械关键词分析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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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３８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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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洁明了，界面元素不多，易于医护人员的操

作与掌握。

４　结语

患者全息视图系统体现 “数据从临床中来，应

用到临床中去”的利用原则，医护人员可灵活快捷

获取患者所有就诊信息，各种电子病历数据的前后

因果关系一目了然，不仅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患者病

情发展状况，还可直观地了解患者对各种诊疗措施

的临床效果，同时通过翻阅患者的历史病历数据，

为下一阶段的诊疗工作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该系

统以临床数据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诊疗

事件为纽带，以异构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与云计算技

术为手段，使得医疗过程更快捷安全，医生与患者

沟通更顺畅有效。系统在临床的应用将突破既往多

信息系统间数据契合与应用的瓶颈，为医护人员提

供一个集中展示患者全部就诊信息的门户，助力医

院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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