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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客观数据，应用信息采纳模型分析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本长
度、回答者可信度正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信息及时性负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

评价，外部激励正向调节信息质量与在线健康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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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 “互联网＋医疗”的迅速发展，多元化移

动健康服务类平台和健康信息传播媒介不断涌现，

丰富了健康信息供给。在线健康社区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ＨＣ）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健
康领域的应用［１］，也是患者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

道。在线健康社区将传统健康知识普及与现代信息

技术结合，有助缓解健康资源地域分布不均匀状

况，同时吸引越来越多用户利用健康社区分享健康

知识，生成大量健康信息。在线健康社区中的健康

信息类型众多、质量参差不齐且传播更新速度快，

劣质无效信息对社区用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研究

在线健康社区信息质量和信息有用性评价，识别高

质量健康信息和过滤低质量健康信息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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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信息质量评价研究大多聚焦电商平台 （如

淘宝）、社交化问答网站 （如知乎）和开放式创新

社区 （如小米ＭＩＵＩ社区）等。国内在线健康社区
有关信息质量研究较少，而且针对在线健康信息质

量评价，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定性和问卷调查研究方

法，较少采用客观数据。有学者提出应扩大研究范

围，针对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生成信息进行评

价［２］。信息质量具备相对性，不同用户对同一信息

的感知有用性不同，根据用户适用性需求进行质量

管理十分必要［３］。本文基于客观用户生成信息研究

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影响因素，以期帮助

用户在复杂信息环境中识别高质量、高效用健康信

息，同时为优化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服务、向用户推

送优质健康信息提供参考。

２　理论基础

２１　信息采纳模型

Ｓｕｓｓｍａｎ和Ｓｉｅｇａｌ整合理性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技术接受理论 （Ｔｈｅ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ＡＭ）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
型 （Ｔｈ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ｌ，ＥＬＭ）构建了
信息采纳模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ＡＭ），
应用于组织中信息转移和知识采纳相关研究［４］。在

对信息不同精细加工水平下，信息对接收者的影响路

径不同，高精细加工水平代表了影响的中心路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ｕｔｅ），而低水平则导致边缘路径 （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ａｌＲｏｕｔｅ）［５］。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精细化加工包括
关注、仔细检查和评估其内容，以及思考与信息相

关的问题等。在中心路径下信息接收者会对信息内

容进行仔细斟酌。在边缘路径下信息接收者会受信

息来源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可信度等影响，见图１。

图１　信息采纳模型

２２　模型构成

信息质量是对信息内容本身的衡量，指信息接

收者所感知的信息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６］。在

线社区用户对信息的感知质量越高，该信息对用户

的适用性越强，有用性评价也越高。信息源可信度

是信息接收者认为信息来源的可信程度而并不反映

信息本身，一般由感知的专业性与可靠性两个部分

组成［７］。在线社区中信息发布者昵称通常与信息一

起显示，这也使得在众多信息中用户受边缘路径启

发成为可能［８］。在适度精细化水平上，信息对接收

者的影响过程涉及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的复杂混

合，即信息有用性评价受到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信

度综合影响。

２３　模型应用

目前信息采纳模型已得到多项研究支持，例如在

线评论中的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信度会影响评论信息

的有用性评价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９］。同时在线

健康社区信息采纳意愿研究中信息采纳模型得到了实

证研究［１０］。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以网络平台为媒介，

进行健康信息有关分享和交流，信息接收者通过信息

质量和信息源可信度感知对健康信息进行判断，同时

结合自身适用性需求对健康信息进行有用性评价，进

而决定是否采纳。因此本文选择信息采纳模型作为

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研究的理论基础。

３　研究模型与假设

３１　研究模型

根据信息采纳模型从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信度

出发，引入外部激励作为信息质量与信息有用性评

价之间的调节变量，构建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

用性评价相关指标，见图２。

图２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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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信息质量与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２１　文本长度　即在线健康社区信息的句子长

度，文本句子越长所包含信息可能越多，有利于用

户从多方面感知信息质量。文本长度会加深或改变

用户原有感知，提高用户认知度、抵消不确定

性［１１］，从而提高用户对于信息的感知有用性。此外

文本长度表现了信息传播者对于信息传递的重视程

度，重视程度越高的信息传播者提供的信息往往更

加有效［１２］。相关研究表明文本篇幅越长所涉及信息

内容越全面、详细，浏览该信息的用户也会获得更

多有用信息，有用性评价更高［１３］。在线健康社区中

文本长度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信息特征，用户对于

信息质量的判断一定程度依赖于信息文本长度。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Ｈ１ａ：文本长度正向影响

在线健康信息社区有用性评价。

３２２　语言多样性　指文本信息中词汇的丰富程

度，其会影响信息接收者与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沟通

水平，语言中词汇丰富度越高的回答越能提高用户

对于信息质量的感知。特定语言可以增加信息辨识

度。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低会对可信度产生负面效

应［１４］。信息传播者发布的信息包含更多特定修辞和

富有情感的词汇会提高信息认可程度。在线健康社

区中用户可能对大量重复的文本信息产生视觉疲

劳，语言多样性高的信息会减轻用户视觉疲劳，从

而得到用户对于信息的有用评价。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Ｈ１ｂ：语言多样性正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

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２３　信息及时性　回答信息发布与提问的时间

间隔。回答信息发布时间越早关注到此信息的人越

多，越有可能获得更多人认同［１２］。有研究认为信息

的及时性是评价回复信息质量的关键维度，能够影

响提问者对回答信息有用性评价［１５］。在线问答社区

中的信息分享具一定时效性，信息会随着时间推移

而逐渐丧失实际价值，对信息接收者帮助程度降

低。此外在线健康社区中信息搜索行为存在额外时

间成本，可能导致用户对缺乏时效性的信息产生负

面评价；而及时的信息反馈能够降低用户信息搜索

成本。信息发布时间间隔越小信息有用性评价越

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Ｈ１ｃ：信息及时性负
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３　信息源可信度与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３１　回答者可信度　衡量回答者可信程度与回

答专业性的指标，回答者可信度可以从用户身份背

景和知识分享的专业性来判断。有研究表明信息源

可信度往往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是否采纳的基本判

断准则［１６］，影响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有用性的评价与

接受程度。信息源可信度同样适用于在线社区中回

答者可信度越高，信息接收者对其信息的接受程度

越高，越有可能给予信息积极评价［１７］。因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Ｈ２ａ：回答者可信度正向影响在线健

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３２　回答者声誉　在线健康社区中回答者声誉

代表用户的形象和地位［１８］，是衡量信息源可信程度

的关键指标。声誉作为一种信息机制能够为信息搜

索者提供信息质量的判断支持，高声誉用户发布的

信息更容易获得好评［１９］。此外用户发布信息的数

量、是否认证以及粉丝数量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用户

声誉。相关研究发现回答者声誉正向影响信息有用

性评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Ｈ２ｂ：回答者

声誉正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３４　外部激励对信息质量与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
用性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

　　外部激励是指个体受到的来自外界的补偿，包

括以货币为主要形式的物质经济激励和职位、权力

与声誉等非物质形态的激励［２０］。在问答社区中外部

激励有利于提高知识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知识供

给。在线问答社区用户可以提出问题，通过激励机

制吸引其他具备不同领域知识的用户进行回答［２１］。

在线健康社区中价格是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

社区管理者可以通过经济奖励等方法鼓励用户提高

健康信息质量［７］。在外部激励作用下在线健康社区

的信息分享者为了获取信息接收者更高的信息有用

性评价而提高信息质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外部激励正向调节文本长度与在线健康信息

有用性评价之间的关系；Ｈ３ｂ：外部激励正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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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多样性与在线健康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的关

系；Ｈ３ｃ：外部激励正向调节信息及时性与在线健
康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的关系。

４　实证研究

４１　数据采集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国内某知名心理健康平台。

该平台创立于 ２０１１年，是一家提供专业心理咨
询、问答社区、心理资讯等服务项目的综合性心

理健康平台，目前已拥有超过２０００万注册用户。
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共抓取该平台问
答社区中 １１０４条问题下的 ５２５４条用户回答数
据，每条记录包括问题标题、提问时间、总阅读

量、问题赏金、回答数、回答文本、回答时间、

有用数、回答者粉丝数、回答者历史总获赞数和

历史总回答数等字段。由于涉及文本分析，去除

掉文本长度小于２０的问答记录，实际用于实证分
析的数据共５１８８条。

４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均为网站客观数据。其中信息有用

性评价使用该平台的有用数投票测量；文本长度是

回答文本中包含中英文和其他符号的总字符数。语

言多样性具体处理步骤如下：一是利用哈尔滨工业

大学停用词表去除停用词；二是通过Ｐｙｔｈｏｎ的ｊｉｅｂａ
分词包对回答文本进行分词；三是统计文本总分词

数以及文本分词中不同词的数量；四是计算语言多

样性，计算方法为：语言多样性 ＝不同词数／总分
词数。由于信息接收者越多，同一问题下的回答信

息有用性评价会随帖子曝光度差异而显著变化，且

同一问题下已有回答数量和用户对问题关注度会影

响用户对信息的有用性评价。因此本文引入阅读

量、回答数和收藏数作为控制变量，见表１。

表１　变量命名与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测量

因变量　 信息有用性评价 有用数

自变量　 文本长度　　　 回答文本总字数

语言多样性　　 不同词语数／回答的总词语数

信息及时性　　 回答时间与提问时间的差值

回答者可信度　 回答者历史总获赞数／

回答者总历史回答数

回答者声誉　　 回答者粉丝数

调节变量 外部激励　　　 问题赏金金额

控制变量 阅读量　　　　 问题总阅读数

回答量　　　　 问题已有回答数

收藏量　　　　 问题收藏数

４３　数据分析

４３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相关系数
及描述性统计，信息时效性均值为１０６，说明绝大
部分用户提问都能在１天左右的时间内得到回答，
而且由偏度可以看出数据偏正态分布，见表２。

表２　相关系数及描述性统计 （Ｎ＝５１８８）

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信息有用性评价 １ － － － － － － － － －

文本长度 ０５７５ １ － － － － － － － －

语言多样性 －０３４２ －０４９９ １ － － － － － － －

信息及时性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１ － － － － － －

回答者可信度 ０５６７ ０５９５ －０３２４ －００３３ １ － － － － －

回答者声誉 ０２４１ ０３６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６ ０４１４ １ － － － －

外部激励 ０３６７ ０２４２ －０１４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０６ ００３２ １ － － －

阅读量 ０３２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０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７１４ １ － －

回答量 ０３２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５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８０６ ０８５０ １ －

收藏量 ０２４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７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９ ０６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３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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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最小值 ０ ２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 ８ １ ０

最大值 ２５ ２８７１ １ ２７ １６３２７ ３６１５ １００ ４１９０ ７５ ８０

平均值 ２３２ ４１７７９ ０７９１ １０６ ２４１６ ５９４０３ ８５６ ３５６１９ ７６ ３１９

标准差 ２４９９ ３０９３８ ０１０２ ２５７６ １７６５ １０１７８９ １５７４５ ５１２９５４ １０５０２ ８５９６

偏度　 ２００１ １４３４ ００５８ ３９７７ １１４８ ２１５３ ３６０９ ４５３９ ４１７７ ６４３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４３２　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模型进行拟合，
本研究对偏正态分布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５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方差膨胀
因子 ＶＩＦ值均小于１０，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在可接受
范围内［１１］，见表３。回归模型 Ｍ１验证了控制变量
影响，阅读量、回答量和收藏量显著影响在线健康

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在信息质量方面，文本长度

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的直接影响在 Ｍ２
和Ｍ３中均显著为正，Ｈ１ａ通过假设检验；语言多
样性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的直接影响在

Ｍ２和Ｍ３中均显著为负，Ｈ１ｂ未通过假设检验，可
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健康信息的语言表述，在线健康

社区用户更加看重信息对自身的适用性［１２］，而且信

息可读性是影响信息质量的主要指标［１３］，多样化语

言可能会降低健康信息可读性，进而降低在线健康

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信息及时性对在线健康社区

信息有用性评价的影响在 Ｍ２和 Ｍ３中均显著为负，

Ｈ１ｃ通过假设检验。在信息源可信度方面，回答者
可信度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的直接影响

在Ｍ２和 Ｍ３中均显著为正，假设 Ｈ２ａ得到支持。
而回答者声誉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的正

向影响在Ｍ２和Ｍ３中均不显著，Ｈ２ｂ未得到支持，
但是回答者声誉在以往研究中均已得到验证，回答

者声誉越高用户感知健康信息源可靠性越高，可能

是本文选取的在线健康社区较为单一导致实证结果

不显著。回归模型 Ｍ３检验了外部激励对信息质量
与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

文本长度与外部激励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

Ｈ３ａ通过假设检验；语言多样性和外部激励的交乘
项系数为负且显著，Ｈ３ｂ通过假设检验；信息及时
性和外部激励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显著，Ｈ３ｃ通过
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外部激励对信息质量与在线健

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表３　模型回归结果 （Ｎ＝５１８８）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Ｂ（ｔ） ＶＩＦ Ｂ（ｔ） ＶＩＦ Ｂ（ｔ） ＶＩＦ

阅读量 ０２３２ （８９５３） ３９６４ ０１８４ （９２３８） ３９７９ ０１６９ （８７０９） ４００１

回答量 ０２７８ （９７２４） ４８１８ ０２１５ （９６８０） ４９４６ ０２０８ （８９７２） ５７２８

收藏量 －０１７９ （－７１２０） ３７１９ －０１３４ （－６９１９） ３７４９ －０１２４ （－６４４２） ３９２４

文本长度 － － 　０３２０ （２３０２７） １９３９ 　０２８４ （２０７７６） １９９６

语言多样性 － － －００６２ （－５３１７） １３５５ －００７１ （－６３０２） １３５８

信息及时性 － － －００７３ （－７０９９） １０６６ －００２７ （－２５８１）　 １１９１

回答者可信度 － － 　０３１９ （２４４５５） １７０１ 　０３０９ （２４４２１） １７１３

回答者声誉 － － －０００４（－０３５８）　　 １２８５ 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１２８８

文本长度外部激励 － － － － ０１０６ （１１０５３） １６２５

语言多样性外部激励 － － － － －００３２ （－２８４１）　 １５８６

信息及时性外部激励 － － － － －００６５ （－９５０５）　 １３４０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Ｍ１模型调整后Ｒ２为０１２２，Ｍ２模型调整后Ｒ２为０４８３，

Ｍ３模型调整后Ｒ２为０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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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５１　研究结果

本文基于信息采纳模型，引入外部激励作为调

节变量，综合分析了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

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本长度正向影响在线健康

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回答文本越长，评论信息量

越大，更容易加深或者改变信息接收者的印象，信

息获取者对该评论的有用性评价越高。信息及时性

负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由于信息

需求的时效性，用户往往希望降低信息获取的时间

成本。回答者可信度正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

用性评价，即用户在寻求健康信息时会考虑回答者

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外部激励正向调节信息质量与

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之间的关系，在线健

康社区的激励措施会促进用户提高回答信息的质

量，从而提高用户对该信息的评价。

５２　意义

本研究对完善在线健康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

义。在线健康社区可以参考文本长度、信息及时性等

信息质量指标建立信息有用性评估体系向用户推送高

质量健康信息；增加用户信息认证、专业认证与等级

评估体系，完善信息发布者的可信度评价体系，为用

户自我评估信息源可信度提供依据。在线健康社区也

应该完善用户激励体系，激发用户分享健康知识的意

愿，更快速地响应用户健康信息需求。对在线健康社

区用户来说，用户可以参考信息发布者的可信度评

价指标，结合健康信息内容对该信息的有用性进行

综合评估，从而迅速识别高效用的健康信息。

５３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选取单一在线健康社区进行研究，后续研

究可以增加不同类型的在线健康社区完善研究内

容。此外社会支持是在线健康社区的重要主题，用

户在在线健康社区中寻求健康信息时不仅希望答疑

解惑还需要情感支持［２２］，未来研究应该尝试利用情

感计算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有用性评价影响因素进

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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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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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张艳辉，李宗伟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产品类型的调节效应 ［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６，２８

（１０）：１２３－１３２．

１４　ＨｕｆｆａｋｅｒＤ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３６（４）：５９３－６１７．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ＫＺ，ＬｅｅＭＫ，ＺｈａｏＳＪ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Ｃ］．

ＳａｉｎｔＬｏｕｉ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ＩＳ，２０１０．

１６　马亚雪，曾兰馨，邓胜利社交问答网站信息可信度评

价指标分析 ［Ｊ］．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６）：１６－２３．

１７　李进华，张婷婷社会化问答知识分享用户感知有用性

影响因素研究———以知乎为例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８，

３８（４）：２０－２８．

１８　王国鑫，周军杰，张倩，等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健康知

识分享行为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１

（７）：２－８．

１９　沈宇飞，廖博，徐扬社会化问答社区中声誉系统对知

识分享活动的影响研究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８，３７

（１１）：１１５４－１１６３．

２０　谢荷锋，刘超“拥挤”视角下的知识分享奖励制度的激励

效应 ［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１，２９（１０）：１５４９－１５５６．

２１　姜雯，许鑫 在线问答社区信息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４，３０（６）：４１－５０．

２２　ＺｈｏｕＪ，ＷａｎｇＧ，Ｚｈｏｕ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Ｏｆｆ－ｔ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Ｊ］．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ｖｅＣａｒｅ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２０，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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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
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２１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展示学科研究与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２１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学信息学研究

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党领导下的医学信息事业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２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研
究及其方法、指标、工具创新研究；３医学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临床应用及挑战；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预警与网
络舆情分析；５真实世界数据研究方法、案例及其对医疗卫生决策的助推作用；６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信息学、基因
组学理论研究及实践；７公众健康信息素养培养及健康促进。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互联网＋医疗健康”关键支撑技术研究与应用；２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方案；３与传
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分析；４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及相关标准建设与落地；
５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与伦理建设。
三、医学信息技术

１智慧医疗健康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创新；２医用机器人系统研发、模型设计及典型案例；３精准医学与个性
化健康管理研究与应用；４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综合运用；５健康云平台功能、技术、系统
架构及基础设施构建；６５Ｇ医疗技术应用及实践；７临床医疗可视化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医学应用；８网络安全体系建设
与隐私保护。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理念创新与转型发展；２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管理及智慧馆员培养；３人工智
能技术及新型媒体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４开放科学与机器智能环境下学术信息服务范式变革；５全媒体时代医疗卫
生信息资源整合及共建共享。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改革与实践创新；２医工结合背
景下医学信息学专业设置及复合型人才培养；３医疗信息教育培训平台及在线课程研发与建设；４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科
普知识精准教育；５中外医学信息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比较研究。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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