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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问卷调研医学院校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从健康信息需求、搜寻渠道、信息鉴别等方面
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其行为特征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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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信息主要指与营养、养生、疾病、身心健

康等相关的信息［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ＨＩＳＢ）指针对具体事件

或情境，用户在获取、澄清及确认与健康相关信息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口头或非口头行为［２］。基于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和慢性疾病 “年轻化”趋势，年轻人

对于就医、健身、养老、食品安全等健康信息需求

急剧增加，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信息素养较好的

大学生群体对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较常见［３］。国内

外学者就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研究，涉及健康信

息需求、动机、搜寻、利用、评价等。从研究对象

看，涉及不同年龄［２，４］、性别［５］、种族［６］、受教育

程度、城乡居民［７］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差异。例如

Ｙｕｎ和Ｐａｒｋ研究发现韩国女性搜寻健康信息较男性

积极［５］。Ｍａｎａｆｏ探讨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２］。

国内学者邓胜利、付少雄研究发现用户对健康关注

度与健康信息搜寻频次、时间成显著正相关［８］。李

颖等研究发现与农村青年相比城市青年健康信息检

索策略与搜寻平台更具多样性［７］。付少雄、胡媛发

现健康信息搜寻会在大学生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之

间产生交互影响［９］。Ｍｏｎｔａｇｎｉ等调查发现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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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获取的心理健康信息存在较强不信任感［１０］。国

内外对大学生群体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从两方面出

发：一是从性别、年龄、健康水平、城乡差异、受

教育水平、健康关注度等人口统计学角度对大学生

健康信息搜寻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二是从网络健康

媒介、客户端等健康信息搜寻工具角度对大学生健

康信息搜寻模式进行分析［９］。本文以山西医科大学

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 （包括管理学、法学、文

学、教育学等）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从群体差异特

征视角对其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予以考察，探究医学

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共性与差

异。

２　医学院校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调查

２１　研究设计

采用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相结合方式。通过线

上问卷星系统和线下现场填写，发放时间段为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１６－２１日，累计回收问卷４５２份，其中有

效问卷３８０份。

２２　问卷可靠性检验

为保证问卷样本可靠性，进行无回复偏差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ｉａｓ）检验。按照提交时间先后顺

序，将３８１份有效问卷平均分成 Ａ、Ｂ两组，按线

上与线下调研渠道分为 Ｃ、Ｄ两组，采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２中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Ｔｅｓｔ进行测试，结果

显示样本数据在Ａ与Ｂ、Ｃ与 Ｄ两个组别之间并不

存在显著差别 （Ｚ检验，ｐ＞１），说明样本中无回

复偏差，提交时间先后顺序未对问卷有效性产生影

响，且线上与线下收集问卷无显著差异。

２３　人口学信息统计

在回收样本中，男性、女性分别是 １０７人

（２８０８％）和２７４人 （７１９２％），医学类、非医学

类专 业 分 别 是 ２０３人 （５３２８％） 和 １７８人

（４６７２％），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用户最多，为２９５

人 （７７４３％），其次是健康状况非常好 （１０２４％）

和健康状况一般 （８９２％）。受访者对健康信息关

注程度相对较高，非常关注的调研对象占１０５％，

比较关注占５７２２％，一般关注占２９１３％。

３　调研结果

３１　健康信息需求 （图１）

图１　健康信息需求类别

　　对疾病信息的关注人数最多 （７３７５％），其次

是生活方式 （６１４２％），而关注度最低的为医疗方

面信息 （３０９７％）。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生活方式信

息，更在意容貌和体型。医学类和非医学类专业学

生群体对各类健康信息需求比例相差不大，可知专

业背景对健康信息需求影响不大。

３２　搜寻渠道

医学院校大学生搜寻健康信息渠道有４种：一

是直 接 向 医 学 专 业 老 师 或 医 务 人 员 询 问

（６２２０％）；二是通过亲戚家人、朋友、邻居获知

（６１４２％）；三是借助传统媒介如纸质资料、电视、

广播等 （５５９１％）；四是上网搜寻 （８１３６％）。医

学院校大学生首选渠道为向具备专业知识的医学专

业教师或医务人员询问，占比６１４２％，首选网络

的用户仅为２２５７％；与非医学专业学生相比，医

学专业学生对医学专业教师或医务人员依赖程度更

高，占比８１１％。

３３　行为特征

３３１　渠道　８１３６％的医学院校大学生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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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健康信息，５５５％表示网络为其获取健康信息

最多的方式，但当有健康需求时首选医务人员的比

例 （６１４２％） 远 超 过 网 络 （２２５７％），且 有

４２７８％的学生表示无法判断网络信息是否可靠。

３３２　平台　获取网络健康信息使用频率最高的

平台为综合搜索引擎 （８５３％），其次是社交软件

（３５４３％）与问答社区 （２６５１％），使用率最低的

为特定疾病网站 （１２８６％）及公共门户网站健康

频道 （１２０７％）。医学院校不同专业学生在网络健

康搜寻平台选择上具有一致性。这与周晓英等的研

究结论相一致［３］。在最依赖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６９

份样本中，不同专业学生对除搜索引擎之外的网络

健康信息搜索平台选择差异较大，见图２。非医学

专业大学生无人使用公共门户网站健康频道，医学

专业学生有１１７６％会使用。医学专业大学生对在

线健康资讯网站、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软件、问答社

区、特定疾病网站、专业健康网站、医学搜索引擎

使用率均高于非医学专业，社交软件使用率则低于

非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相比，医学专业大学生

对搜索平台选择更具多样性。

图２　医学生与非医学专业学生网络搜索平台对比

３４　信息鉴别

医学院校大学生辨别健康信息真伪的方法主要

有４种。一是查阅专业资料。６２４％ （医学专业

１２４人、非医学专业１１３人）的受访者根据医学文

献、期刊等专业资料对健康信息真实性与可靠性做

出判断。二是依据个人经验。４８４２％ （医学专业

１０１人、非医学专业８３人）的受访者依据个人经验

辨别信息真伪。三是询问他人。４２６３％ （医学专

业８４人、非医学专业７８人）的受访者求助他人。

四是自我验证。２６３２％ （医学专业４４人、非医学

专业５６人）的受访者尝试亲身体验减肥方案或食

疗方法等验证健康信息。医学生更偏向于询问他

人，而非医学专业学生更偏向于自我验证，经交叉

分析发现女性中询问他人的比例 （４５２６％）高于

男性 （３５１９％），见图３。根据调查结果，表示鉴

别健康信息真伪和质量能力非常好的占 ２７６４％，

鉴别能力较好占３５７９％。医学专业大学生鉴别能

力的自我评价 （题项均分 ４２２）高于非医学专业

（题项均分３７８），有２７６３％的非医学专业大学生

和１５２６％的医学生表示鉴别能力非常差。

图３　医学生与非医学专业学生辨识健康信息的方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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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４１１　信息内容　健康信息是医学院校大学生群

体广泛关注的信息内容，其中对疾病信息关注比例

最高，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生活方式方面的健康信

息，医学类和非医学类专业学生群体之间关注健康

信息内容差异性不大。不同于非医学专业学生，医

学生首选通过医学专业教师或医务人员获取信息，

其次为网络渠道。

４１２　信息渠道　医学院校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

搜寻方式以综合搜索引擎为主［３］，此外更偏向专业

医学相关网站及ＡＰＰ搜寻，选择社交平台搜寻健康

信息的学生较少。非医学专业学生利用社交平台搜

寻的比例较高。

４１３　群体差别　从性别来看，女性以改善生活

方式和帮助家人或朋友为目的搜寻健康信息。从辨

别信息真伪方法来看，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未体

现出较大差异性，其中女性中询问他人的比例明显

高于男性，医学生鉴别健康信息能力高于非医学专

业学生。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医学院校大学生能够

利用更便捷的人际网络获取需要的健康信息，会选

择更加专业化的健康信息搜寻渠道。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改善信息供应　健康信息服务部门、医疗

机构等健康信息提供者需要重视年轻用户信息需求

和行为特征，健康服务网站、健康信息 ＡＰＰ等需要

进一步提升系统易用性。各级卫生、医疗部门应构

建贴近公众的健康信息服务通道，提供更加权威、

可靠的健康信息，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个性化

服务。

４２２　提升健康信息素养　医学院校应针对不同

学生专业背景与性别差异，有针对性地开设健康信

息素养课程，引导学生准确搜寻自身所需健康信

息，提升大学生群体整体健康素养水平。政府和有关

部门应制定健康信息评估机制，由权威机构对健康信

息服务内容和渠道进行评价，及时辨别谣言或错误健

康信息，同时高等院校应主动开设健康信息素养课

程，引导大学生群体合理鉴别和利用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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