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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河南省２４家三级甲等医院为研究对象，从医院基本信息、就医服务、健康教育和病历信息开
放程度等方面调查微信公众平台建设应用情况并进行分析，阐述目前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利用微信

平台促进医院文化建设、增强医患互动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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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推动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让百姓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大多数三甲医院开通了微信公

众平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诊疗流程、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使就医诊疗服务更省心、结算支付

服务更便利、检查检验服务更简便、健康教育更普

及［１］。为了解河南省三级甲等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建

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本文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思考

及建议，以期对医院通过微信进行信息服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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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以河南省２４家三级甲等医院微信公众平台为
研究对象，以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为取样时间，通过
微信公众号搜索功能和访问医院官方网站两种方式

查找并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对其建设和应用情

况进行调研分析。样本选取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审批通过的三级甲等医

院；二是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并实际投入使用。

２２　方法

根据 《关于深入开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
民惠民活动的通知》 （国卫规划发 ［２０１８］２２号）
提出的推行 “互联网 ＋医疗健康”活动具体措施，
结合国内相关文献和河南省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功能

设置情况，确定从医院基本信息、就医服务、健康

教育、向患者开放病历信息情况４方面进行调研。
具体方法为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调研功能设

置和使用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医院基本信息服务

大多数医院设置项目，有助于患者在就医前了

解医院基本情况，主要服务提供情况［２］，见表 １。
大多数医院在平台上发布了医院基本信息，但其中

的新闻动态类信息发布比例较低。

表１　医院基本信息服务提供情况

信息服务内容 医院数量 （家） 百分比 （％）

医院简介 １９ ７９１７

专家简介 １５ ６２５０

联系我们 １４ ５８３３

来院路线 １３ ５４１７

科室介绍 １１ ４５８３

科室分布 ９ ３７５０

新闻动态 ７ ２９１７

３２　就医服务 （表２）

功能完善的微信平台有助于实现就医全流程闭

环服务。数据表明大多数医院在微信平台上提供预

约挂号、检查检验报告查询和在线支付功能，其中

４家医院支持医保在线支付，其他医院医保患者仍
需窗口排队缴费，仅１家医院提供诊后随访服务。
由此可见大多数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就医服务基本功

能完善，但为实现就医全流程闭环服务，就医反

馈、诊后随访等方面仍需加强。

表２　微信公众平台就医服务提供情况

就医服务内容 医院数量 （家） 百分比 （％）

预约挂号　　　　 ２１ ８７５０

检查检验报告查询 １９ ７９１７

在线支付　　　　 １７ ７０８３

就诊指南　　　　 １０ ４１６７

就医反馈　　　　 １０ ４１６７

智能导诊　　　　 ８ ３３３３

医保在线支付　　 ４ １６６７

在线候诊　　　　 ２ ８３３

取药提醒　　　　 １ ４１７

诊后随访　　　　 １ ４１７

３３　健康教育 （表３）

健康讲堂通常以录制视频或在线直播方式就某

一健康话题开展专题讲座。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各科室专家针对大众关心的疾病防治进行视频直

播，直播过程中观众可在互动区留言和点赞。截至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共发起２４个话题，拥有粉丝８２５
万，访问量共计１０６０７万，达到了较好的健康教育
效果。

表３　健康教育开展情况

健康教育方式 医院数量 （家） 百分比 （％）

健康科普文章 ２０ ８３３３

健康讲堂　　 ６ ２５００

健康科普专栏 ４ １６６７

在线咨询　　 ２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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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向患者开放病历信息

患者获取病历信息对于提高自我健康管理能

力、促进医疗之间协作、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降

低医疗错误，进而节约医疗成本具有重要价值［３］。

患者病历信息通常碎片化分布于医院端信息系统

中，微信平台为病历信息向普通患者开放开辟新渠

道，见表４。调研医院中仅有１家提供处方和诊断
历史查询功能，其他医院相关病历信息均无法通过

微信平台获取。

表４　向患者开放病历信息情况

内容 医院数量 （家） 百分比 （％）

诊断历史　　 １ ４１７

处方　　　　 １ ４１７

医疗费用查询 １４ ５８３３

检查检验报告 １９ ７９１７

４　讨论

４１　存在的问题

４１１　新闻动态类信息发布比例较低　大多数医
院基本信息发布及时、完善，但新闻动态类信息发

布比例较低，仅有２９１７％的医院通过微信平台推
送此类信息。患者就医前多关注医院科室介绍、专

家简介等信息，对于新闻动态类信息需求不高，导

致多数医院忽视该类信息发布。医院新闻、医疗动

态、临床纪实、医学教育、改革措施、服务举措、

特色科室和先进人物事迹等新闻动态类信息有助于

促进医院文化建设，树立医院品牌形象，应引起

重视。

４１２　就医反馈、在线咨询环节薄弱，医患互动
亟待增强　满意度调查、就医评价、留言等就医反
馈有助于了解患者就医体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通过在线咨询服务增强医患互动，对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有积极推动作用［４］。统计显示大多数医院提供

预约挂号、在线支付、检查检验报告查询等功能，

满足患者基本就医需要，优化就医流程，减少患者

等待时间。但就医反馈、在线咨询环节薄弱，医患

间缺少线上沟通渠道，医患互动亟待增强。

４１３　健康教育在个性化、专题化方面有较大发

展空间　微信公众平台具有开展健康教育内容广、

传播速度快、受教育人数多等特点，是非常有前景

的健康教育方式［５］。统计显示目前医院开展健康教

育以随机推送科普文章为主，部分医院开设健康讲

堂和健康科普专栏。从阅读量上来看，推送的健康

科普文章中故事叙述类和常见健康问题能获得较高

关注度，用户阅读转发分享形成裂变式传播，短时

间内就能获得巨大阅读量，达到健康教育和知识科

普的目的。但是目前健康信息以广播形式推送，用

户只能被动接收，难以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同时

从用户活跃度和留存度来看，专题式健康讲堂、专

栏等健康教育方式更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教育效

果优于碎片化随机推送。

４１４　病历信息向患者开放程度低　７９１７％的医

院可在微信平台中查看检查检验报告，而可查看诊

断历史和处方的仅有１家，病历信息向患者开放程

度低，大量病历信息仍以医院保存和纸质形式为

主。随着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提高，

越来越多的患者期待通过技术工具获得个人健康数

据，这一需求促进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医疗数据向个

人端转移［６］。开放病历信息不仅是尊重患者病情诊

治知情权的体现，也有助于提高患者自我健康管理

水平。

４２　思考与建议

４２１　利用微信平台促进医院文化建设，树立品

牌形象　医院文化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为医院

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强劲动力［７］。微信作为拥

有庞大活跃用户群的新媒体，正在成为医院文化宣

传的重要平台。医院微信公众平台通常以院徽作为

标识，具有较好文化辨识性。通过功能菜单和信息

推送来反映医院文化与发展动态信息，有助于促进

医院文化建设，树立品牌形象。

４２２　增强医患互动，提高患者依从性　良好的

医患互动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可提高患者

依从性。有研究显示，开展微信平台式的延伸护理

可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各维度评分及总分［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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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微信平台可以通过定期推送相关疾病的自我护

理、术后康复、经典案例分析和用药指导，提升患

者自我护理能力。同时开通在线互动功能，为患者

答疑解惑，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患者一旦获得足

够医学信息，情感上得到支持，治疗依从性将随之

提高［９］。

４２３　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　进一步了解用户信
息需求［１０］，通过微信平台开展在线健康咨询，与用

户实时交互，或者请用户回复相关订阅关键词，推

送符合需求的信息给特定用户，根据高发疾病、季

节变化、特殊人群的需要集中推送专题信息［１１］。此

外还可以依托医院优势资源建立健康信息资源库，

开展健康信息导航服务。

４２４　向患者开放更多病历信息　在保证个人医
疗数据隐私、系统安全的条件下，提高病历信息开

放程度。２０１４年美国启动 “蓝色按钮”计划，为患

者和普通使用者提供安全的在线健康记录［１２］。近年

来我国不断探索尝试向患者开放病历信息， 《深圳

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规定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向患
者公开全部病历，保障患者知情权。医疗数据向患

者端转移不仅能减少患者到院次数，提高自我健康

管理能力，而且为医院间转诊提供有效支持，可一

定程度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节约医疗成本。

５　结语

河南省三甲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基本功能完善，

在优化就医流程、缩短患者就医等待时间、改善就

医体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医院文化建设、

医患互动、健康教育、病历信息开放等方面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随着移动信息服务迅速发展，移动网

络、终端、支付等技术条件已具备，电子病历和医

院信息化基础建设已经完成，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发

展已具备充分条件，其将成为优化就医流程、加强

医患沟通、树立医院品牌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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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郭敏，周晓英，宋丹，等“互联网＋”时代的我国医

院微信信息服务研究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４）：

１９－２５．

３　朱烨琳，胡红林，王雨晗，等关于美国医疗服务提供

方向个人开放健康医疗信息的研究 ［Ｊ］．中国数字医

学，２０１６，１１（１２）：９－１２．

４　丁易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微信建设现状分析 ［Ｊ］．中

国卫生资源，２０１５，１８（５）：３１８－３２１．

５　宁余音，姜涛，李敏智，等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医院健

康教育状况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７，３３

（１２）：１１４５－１１４７．

６　韦力，梁悦，刘宇宏基于医疗数据发布中心的患者病历

获取服务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８，３８（１１）：４０－４１．

７　纪伟伟，王耀刚，王伟平，等新媒体在医院文化建设中

的应用探讨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５，３５（９）：７７－７８．

８　程莎莎医患互动微信平台对促进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

延伸护理服务的意义探讨 ［Ｊ］．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４７（４）：３７６－３７８．

９　梁颖莹，袁响林肿瘤医患沟通信息需求及临床决策现况

调查 ［Ｊ］．医学与哲学 （Ｂ），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８１－８３．

１０　赖秋华，潘华峰，陈楚杰，等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亚

健康自我管理模式探析 ［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２０１５，３２（８）：６２７－６２８．

１１　张睿，谷景亮，尚兆霞，等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健康

信息推送服务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５，２４

（５）：２８－３０，３４．

１２　张东秀９７万美国人参与 “蓝色按钮”计划 ［Ｊ］．家

庭医药·快乐养生，２０１４（９）：６４．

·４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９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