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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健康意识越来

越强烈，从传统看病就医到关注自身疾病预防、保

健、心理及饮食健康。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 “建设健

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统一权威的健康信息

平台”［１］，以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和健康素

养。当前健康咨询平台存在信息冗余、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等问题，用户很难从中筛选出符合自身要求

的信息。将健康信息进行整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使其产生良好体验感，是未来信息服务的主

要目标［２］。国外健康信息服务研究起步较早，１９５９
年美国学者发表相关领域的论文；１９７８年 Ｇａｒｔｅｎ
ｆｅｌｄ开启该方向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２００２年Ｉｎ
ｆｏｗａｙ宣布注资数亿美元推广全国个人健康电子档
案系统和卫生信息平台［３］。我国关于个性化信息服

务研究是从２０００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始的，
早期健康信息服务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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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医生”是国内最早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移动客

户端［４］。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是探究健康

信息服务及服务平台建设，而从个性化角度探讨健

康信息服务的很少。本文通过调查国内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
排行前１０的健康信息平台、“站长之家”全球排行
榜中排名前６位的美国及英国健康类ＡＰＰ个性化服
务情况，对比分析国内外健康服务类 ＡＰＰ个性化服
务差别。通过发放问卷对使用健康信息类 ＡＰＰ的用
户进行分析，了解其使用频率、个性化服务满意

度、对健康信息平台信任度。针对不同年龄段、不

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健康信息服务策

略。使健康信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提高用户健康

意识和减少疾病发病率、就医费用，助推 “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５］。

２　理论基础

２１　健康信息移动客户端定义及分类

２１１　定义　即与传统医疗相结合，利用现代手
机客户端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咨询服务、医疗咨

询、就诊服务等的交流平台。此类平台能够为用户

提供有效、丰富的健康信息，帮助用户了解自身健

康情况，提高生活质量。

２１２　分类　为了研究便利，本文将按照移动客
户端是否有第３方人工介入［６］将其分为两类。一是

非第３方人工介入类，用户通过客户端直接获取健
康信息。如ＡＰＰ提供的睡眠监测，帮助用户了解自
身睡眠质量，同时配备有助于睡眠的音乐；为女性

提供的孕期育儿 ＡＰＰ，帮助孕妇监测个人状态，解
决孕妇外出问诊不方便等问题，通过育儿类 ＡＰＰ了
解孩子在成长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为新手妈妈提供

便利。二是第３方人工介入类，除健康信息外还提
供在线咨询服务。按照受欢迎程度，最热门的 ＡＰＰ
是 “平安好医生”，其主要服务是看病问诊，通过

与医疗机构合作，在线问诊。ＡＰＰ对用户症状进行
分析，给出初步诊断。用户不需要进一步就诊的通

过线上咨询方式对症状进行诊疗；问题比较严重的

推荐到相关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２２　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定义及特征

２２１　定义　以 “健康信息找用户，服务配需

求”方式进行服务［７］，收集用户行为和信息获取数

据，预测用户需求，整合所需资源。通过主动推送

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优质服务。

２２２　特征　一是根据用户需求，针对性地为有
特定需求的用户提供服务；二是精准信息处理和知

识推荐，根据用户录入的特征信息和搜索记录，通

过文本挖掘、聚类等方式来分析用户所需健康信息

资源，将资源筛选、重组，为用户提供精准、具有

内部关联的信息知识链；三是交互沟通，建立与用

户实时沟通平台，及时了解反馈信息，提高用户满

意度。

３　基于移动客户终端的个性化健康信息服
务调查研究

３１　国内外健康信息类ＡＰＰ个性化服务对比

３１１　概述　通过３６０手机助手以 “健康”为关

键词检索移动客户端，发现国内有５００多个相关移
动客户端。本文选取国内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排名前１０的健
康信息平台、 “站长之家”全球排行榜中排名前６
位的美国及英国健康类ＡＰＰ进行对比分析，见表１，
了解国内外健康服务类ＡＰＰ个性化服务情况。可以
看出国内健康信息服务类ＡＰＰ在逐步完善个性化服
务，以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国外在线咨询略显不

足，而国内ＡＰＰ大部分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说明此
类ＡＰＰ能够与医院建立紧密联系，充分利用医疗资
源，解决看病难问题。如 “春雨医生”设立妇科、

儿科 （小儿科、新生儿科）、皮肤性病科 （皮肤科、

性病科）、内科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消化内科）等１７个１级科室、４９个２级科室。
用户可根据自身病情和相关医生信息选择适合的医

生进行一对一咨询。医生根据问诊记录及时、耐心

地回复用户提问［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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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外健康信息类ＡＰＰ个性化服务情况

序号 国家 个性化服务ＡＰＰ
功能

在线咨询 兴趣选择 健康信息推送 经验分享 私人医生 个人健康档案 健康测评

１ 中国 平安好医生 √ － √ √ √ √ √

春雨医生 √ － √ － √ √ √

好大夫在线 √ － √ － √ √ －

丁香医生 √ － － － √ √ √

３９健康 √ － √ √ － － √

妙健康 √ － － √ － √ √

过日子 － √ － √ － － √

薄荷健康 － － － √ － √ √

女性私人医生 √ √ － － － √ √

男性私人医生 √ √ － － － √ √

２ 美国 Ｗｅｂｍｄ － √ √ √ √ － √

Ｍａｙｏｃｌｉｎｉｃ － － － － √ √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ａｙ － √ － － √ √ √

３ 英国 ＮＨＳ － √ √ － √ － －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 √ √ √ －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 √ － √ － －

３１２　兴趣选择及推送　大部分国内ＡＰＰ能够分
类讲解公众感兴趣的综合性健康信息并及时推送。

如 “丁香医生”对饮食运动、美容、母婴等进行分

类介绍。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对

疫情进行分析、实时通报，对有关肺炎疾病知识进

行科普、及时辟谣，受到好评。但是国内提供个性

化选择的健康信息服务专门平台较少，在调查的１０
个ＡＰＰ中只有 “女性私人医生”分为美容、妇科、

不孕不育等，满足女性需求； “男性私人医生”则

分为男科、前列腺、早泄等，满足男性需求； “过

日子”具有中医特色，分别对失眠、掉头发、痛经

等话题给出调养妙方。国外该版块分类比较细致

（美国专科性健康 ＡＰＰ所占比例为６６％［９］）、合理

归类，例如有针对身体部位、心理疾病、人群、健

康和保健等的专门平台，探讨如何防止和控制此类

疾病，展示最新研究信息。

３１３　建立个人信息档案及健康测评　大部分
ＡＰＰ需要用户填写 “健康管理”个人信息。例如

“薄荷健康”需用户每天填写步数、深度睡眠时

间、监测生命体征 （包括血压、体重、体温、血

糖、饮水情况等），方便登录后查询使用。同时可

根据收集的健康数据进行健康测评，了解自身健

康情况。

３１４　私人医生　国外已非常普及，而我国只
有 “平安好医生”、“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

和 “丁香医生”提供私人医生服务。这些 ＡＰＰ能
够根据个人信息档案与相关专业医生建立联系，

将健康信息进行筛选、整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

３２　国内用户使用情况问卷设计及发放

３２１　问卷设计　参考国内外基于移动客户端的
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发展现状［１０］，根据个性化健康

信息服务定义及特征进行设计。问卷包含两部分，

第１部分有 ４题，包括用户基本信息 （年龄、性

别、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对用户进行分类，了

解其不同需求；第２部分有６题，分别根据健康信
息类 ＡＰＰ使用频率、个性化服务满意度 （应用界

面、个性化内容、健康信息检索及推送）、对信息

平台的信任度进行调查，将建议和意见写在相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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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栏中。

３２２　问卷发放　采取线上发放问卷方式，同时
利用 “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录入和发放，通过微

信、微博转发，吸引更多用户参与问卷调查。问卷

填写人覆盖各个年龄层次、全国各个地区，调查范

围比较广泛。预计回收问卷３００份，实际回收５１０
份，有效问卷５１０份。其中有３９０份问卷都用过这
１０种ＡＰＰ。将３９０份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
探究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

准备。

３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用户基本信息 （表２）　可以看出女性比
例偏大，这与女性日常生活中更多地照顾家人有关。

与男性相比，她们想从健康类ＡＰＰ上获得更多健康
相关信息。从年龄层次上看，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越

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年长者虽然有很强的健康意

识，但对移动终端的使用却不广泛。从收入水平和文

化程度来看，收入越高、文化层次越高，越关注自身

健康，下载健康信息类ＡＰＰ的用户越多。

表２　用户基本信息调查情况

序号 基本信息 人数 百分比 （％）

１ 性别　　 男 １６０ ４１００

女 ２３０ ５９００

２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１０ ２５６

１８－３５岁 １０５ ２６９２

３５－５５岁 １８４ ４７１８

５６岁以上 ９１ ２３３３

３ 收入　　 ３０００元以下 ９５ ２４３６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１１０ ２８２０

６０００－９０００元 １４０ ３５９０

９０００元以上 ４５ １１５４

４ 文化程度 初中 ４２ １０７７

高中 ６１ １５６４

本科 １９３ ４９４９

研究生 ９１ ２３３３

３３２　使用频率 （表 ３）　可以看出选择 “偶

尔”使用的占大多数。应增强用户健康观念，多关

注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健康问

题。同时应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注意营养均衡、

饮食规律，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采取办法缓解。

表３　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使用频率

序号 频率 人数 百分比 （％）

１ 总是，总是从手机 Ａｐｐ上获取健

康信息及进行疾病咨询

９１ ２３３３

２ 经常，在家人和自己身体不舒服

时，会通过 Ａｐｐ搜寻相关信息进

行初步诊断

７２ １８４６

３ 偶尔，只有当身体不舒服，并且

不能及时就医时，才会搜索 Ａｐｐ，

缓解病痛

１８２ ４６６７

４ 从来没有 ４５ １１５４

３３３　满意度 （表４）　对于个性化界面满意度
表示 “一般”的占４５９％，表明用户对界面满意度
不是很高。如有的用户表示在使用 “平安好医生”

界面时感到模块排列杂乱，不方便锁定所需信息内

容。对于个性化服务内容满意度，半数以上的用户

认为健康信息服务类ＡＰＰ提供信息有效，能够帮助
其解决一定健康问题。在建议栏中有用户填写 “此

类ＡＰＰ对个人病史和生活习惯进行统计，却很少与
用户互动，将需求进行细分，制定出个性化的健康

信息服务内容，反馈机制不健全”。对于健康信息

检索和推送，均有５０％以上的用户表示健康信息服
务类ＡＰＰ能够满足需求。其服务包括设置历史检
索、将用户关注的热门健康信息进行日常推送等，

方便使用。用户在建议栏中提出检索栏中的检索词

过于专业，能否使用常用词语、俗称进行检索，降

低用户查找信息难度，如通过老年痴呆查找阿兹海

默症的信息。在信息推送方面，用户需要个性化服

务方式，根据需求将匹配的健康信息及时、准确地

推送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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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满意度

序号 满意度
个性化界面 个性化内容 健康信息检索 健康信息推送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１ 满意　 ９１ ２３３３ １０１ ２５９０ ９７ ２４８７ ８４ ２１５４
２ 一般　 １７９ ４５９０ １８２ ４６６７ １９１ ４８９７ ２０２ ５１７９
３ 不满意 ５０ １２８２ ６５ １６６７ ４０ １０２６ ５３ １３５９
４ 不知道 ７０ １７９５ ４５ １１５４ ６２ １５９０ ５１ １３０８

３３４　信任度　９２７％的用户表示完全信任，
７５４２％的用户基本信任，１５３１％的用户表示不信
任。可以看出大部分用户对于健康信息类 ＡＰＰ比较
信任，认为其提供的信息基本准确。有用户在建议

栏中提出个别内容可理解性差、存在信息过时等问

题；还有用户提出与医院相比，不能完全信任健康

信息类ＡＰＰ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对能否完全保护
用户隐私提出质疑。

４　基于移动客户端的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４１　用户构成

在用户构成方面，健康信息服务类ＡＰＰ存在用
户年龄层次差距大的问题。青少年和年长者使用此类

ＡＰＰ不够广泛。首先，需要转变用户传统信息获取意
识，不仅通过读书、看报获取健康信息，而是更多地

利用新型健康信息服务 ＡＰＰ提高健康水平。其次，
转变用户行为模式，当出现小的健康问题时可以通过

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类ＡＰＰ进行在线问诊，获取改
善意见；在ＡＰＰ上通过在线预约功能进行问诊预约，
节省时间。为进一步吸引用户，对于年轻人可以增

加新颖的服务模式，如互动类游戏，利用卡通人物

及声音、颜色等方式使用户了解健康信息资源；对

于老年人，可以通过其喜爱的电视节目等方式进行

植入，推广个性化健康信息类 ＡＰＰ。还可以通过医
院，利用海报、书籍、视频等形式对此类 ＡＰＰ进行
宣传，安排医护人员帮助用户了解使用方法［１１］。

４２　用户界面定制

根据用户在问卷中对应用界面提出的问题，设

计应清晰简洁、突出主要功能，不宜给用户造成信

息过度的使用感。同时为更好地提供个性化健康信

息服务，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应优化界面设计，改

进功能。中年人和年轻人更关注保健养生类、心理

健康类信息。根据此类用户需求，在顶部导航区进

行健康信息归类，形成主题模块；在核心功能区，

根据不同主题设计与其相对应的色彩、图案和布

局，吸引用户阅读；在下方菜单栏为用户推荐食

材、用药等调理方案，整体界面清晰整洁，方便用

户使用。对于老年人来说，需要有专门的检索通

道，帮助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１２］，应字体偏大、提

示语简单、使用非专业医学术语。

４３　个性化内容服务

健康信息移动客户端非第３方人工介入类是由
ＡＰＰ向用户发布健康类医学信息。根据用户个人档
案并通过提问方式了解用户需求后，从医学院校、

医疗卫生机构及同类专业医学信息网站查找、筛

选、整理此类信息，进行细致分类，与其他健康信

息平台对接，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相关内容。

如易患职业病人群，可根据用户职业，提供相应的

职业环境健康信息内容，包括职业可能存在的有毒

化学品、职业病风险评估和治疗、护理等内容的数

据库，推荐给用户。还有用户想要了解家用产品存

在的安全隐患，可建立家用产品数据库。通过介绍

家用产品化学成分比例、可能产生的有毒物质对健

康的影响，警告用户对产品谨慎选择，提供急救措

施、过期废品处理方法等。对于第 ３方人工介入
类，用户需了解疾病及医疗信息。首先需要收集用

户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病史记录等静态数据，

以及医学诊断指标、测量指标如血压、血脂、血糖

等动态数据。其次，针对不同疾病建立不同的用户

档案。结合各项健康指标、症状及特征评估用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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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情况，进行风险干预。帮助用户筛选可靠的筛查

和预防信息，收集与疾病相关的术语、用药、医疗

费用、饮食注意事项、护理信息等，为用户提供相

关权威私人专家信息及收费标准。在此过程中为用

户积累健康信息，建立疾病、药品等分类的个人健

康信息库，提供连续、全面的健康信息服务。

４４　个性化推送服务

信息推送是健康类信息 ＡＰＰ主要服务内容之
一，需要主动了解用户个人设置偏好，如荐读时间、

频率、资源类型等，进行定期推送。推送信息时要遵

循疾病特性，例如对于高血压患者，向其推送健康信

息时适宜选择中午时间段，此时是一天中血压相对

平缓的时期，利于用户阅读推送的信息。同时还需

要及时了解用户反馈、体验感受、动态数据变化

等，调整推送信息内容，使信息更符合用户所需。

４５　用户信任度

不准确的健康信息危害用户健康，严重的可能

危害用户生命。近几年频发的伪专家现象、通过网

站及ＡＰＰ销售假冒伪劣保健产品误导消费者，导致
用户不信任网站及ＡＰＰ上提供的健康信息。平台需
保证其提供健康信息的权威性，合作对象应为三甲

医院、国内知名医学学会的专家［１３］，能够在链接中

获取名医专家的医师资格认证、职业资格认证等相

关信息。应设立专业内容监管人员，对平台上的信

息进行方向和质量把关。形成评价体系，由专业委

员会对问诊医生回答准确性进行打分；根据用户反

馈信息对医生服务质量进行打分。此外国家应颁布

相关法律，规范平台健康信息服务行为，使人们放

心接受其服务。为增强用户信任度，做好用户隐私

保护。不同用户需要进行实名和居住地址认证；用

户与医生进行细分配置，由管理人员进行权限设

置，不同专业医生只能了解用户相应健康信息，不

能跨越职能范围了解个人信息。

５　结语

　　本文以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为理论基础，通过
网络调查下载排行，对比分析国内外健康服务类

ＡＰＰ个性化服务差别；国内发放问卷了解不同用户
使用情况。与国外相比，国内健康信息服务类 ＡＰＰ
个性化服务内容还需要完善；国内健康类 ＡＰＰ用户
使用频率较高、基本满意个性化服务、基本信任健

康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针对调查结果，提出改进

策略，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基于移动客户端的个性

化健康信息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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