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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应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模
型的路径和方法，分析结果，提出建议，包括提升信息及服务质量、完善用户奖励机制、加强隐私保护力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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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 “健康中国” “互联网 ＋医疗健

康”等政策的有效落实，我国互联网医疗体系不断

完善，在线健康社区如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发

展迅速。有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年我国移动医疗用户规

模已达６６１亿人，市场规模高达５４４７亿元［１－３］。

与此同时在线健康社区的快速发展及其用户规模的

快速扩张使得用户信息行为研究得到广泛关注［４］。

其中隐私披露行为是指用户主动向社区中注册医务

人员或其他用户披露自身职业、既往病史以及治疗

经历等隐私信息的行为［５］。用户披露个人隐私能够

获取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就诊经验以及来自他人的

同情与支持，有时还能为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用户

提供参考，但同样伴随着隐私泄露风险［６－８］。如何

完善社区建设以促进用户隐私披露行为是目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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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柳薇和吴丁娟构建的模型证明感知风险和感

知收益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９］。王瑜超构建的模

型证实信任、互惠规范等影响因素的作用［１０］。Ｂａｎ

ｓａｌＧ、ＺａｈｅｄｉＦ和 ＧｅｆｅｎＤ构建的模型则指出个人

性格、信任以及隐私关注对用户隐私披露行为的影

响［１１］。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学者主

要基于隐私计算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从用户感

知风险和感知收益方面入手开展研究。尽管部分学

者考虑了信任因素，但缺少对平台、环境等因素的

关注。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以全年龄

段用户为研究对象，并未针对某个特定年龄段用户

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以量化研究为主，质

性研究相对较少。以扎根理论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方

法能够有效应用于现有理论体系难以解释的新现

象。鉴于此本研究聚焦在线健康社区的中青年用

户，利用扎根理论开展研究，以期为在线健康社区

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扎根理论　由哥伦比亚大学 ＡｎｓｅｌｍＳｔｒａｕｓｓ

和ＢａｒｎｅｙＧｌａｓｅｒ提出的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

的定性研究方法［１２］。该方法通过系统搜集原始资

料，提炼出能够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与范畴，

不断修正和完善形成相应的社会理论［１２］。本研究选

择基于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方法，对所得访谈数据

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共３次编

码，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后构建研究模型。

２１２　半结构化访谈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

集数据，通过在线语音或电话方式与研究对象进行一

对一访谈。访谈提纲如下：受访者基本信息，主要包

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学历以及在线健康社区使用经

验。隐私披露行为相关问题：您在使用在线健康社区

获取服务时是否愿意披露个人隐私？（倾向愿意时）

哪些因素使您愿意披露个人隐私？您的主要理由是什

么？（倾向不愿意时）导致您不愿意披露个人隐私

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您的主要理由是什么？您对于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隐私保护有什么期望？

２２　样本选取

有数据显示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第１季度我国

移动医疗用户年龄分布中，３１～４０岁的中青年用户

占比６３３％、６１７％［１３－１４］。可见中青年用户规模

较大，对医疗健康服务具有较强需求且具有一定经

济能力，能够支撑其持续付费使用。本研究选择中

青年用户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

选择目标用户，最终选取２１位用户作为访谈对象。
性别：男性１１人、女性１０人；年龄：３１～３５岁１１

人、３５～４０岁１０人；学历：专科及以下９人、本

科８人、硕士及以上４人；使用经验：１～２年１１

人、２年以上１０人；使用平台：春雨医生９人、微

医８人、好大夫在线４人。

２３　数据采集与处理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组建研究小组，５位成员均具

备图书情报学、医学信息学或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

背景。访谈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 －６月７日。每

次访谈流程如下：告知受访者访谈目的及相关流

程；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３０～６０分钟，访谈过程进

行文字记录和录音；访谈结束后转录录音并结合文

字记录形成访谈数据；将２１份访谈数据分别编号

Ｔ０１～Ｔ２１，随机选取 ２／３访谈数据 （１７份样本）

用于资料编码，剩余１／３访谈数据 （４份样本）用

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３　基于扎根理论的模型构建

３１　开放式编码

范畴是指具备相同性质的结构性概念［１２］。开放

式编码是指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标签化和范畴化，

最终得到范畴［１２］。首先研究小组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

－２０日进行开放式编码，对１７份原始访谈数据进
行分解与比较，逐词逐句阅读剔除无关内容后，共

获得１５７条语句。其次，对所得语句进行初始概念

化，对出现分歧的概念讨论至达成共识，形成 ２５

个初始概念。最后经过比较、去重以及合并，得到

１４个范畴，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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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开放式编码过程

范畴 初始概念 代表性原始语句

个人特质Ｂ１ 个人习惯Ａ１ ａ１没有说个人信息的习惯

个人心态Ａ２ ａ２一般不去思考透漏信息会不会有影响

个人经历Ｂ２ 隐私泄露经历Ａ３ ａ３之前手机号泄露导致经常收到垃圾短信

隐私素养Ｂ３ 隐私意识Ａ４ ａ４不太在乎个人信息是否会泄露

隐私知识Ａ５ ａ５不太了解信息泄露会发生什么问题

病情情况Ｂ４ 慢性病Ａ６ ａ６把之前慢性咽炎的就诊经历都告诉医生了

职业病Ａ７ ａ７怀疑这个病可能和工作环境有关

病情危急Ａ８ ａ８当时发烧比较难受，距离医院远，顾不上考虑

病情轻微Ａ９ ａ９找医生只是咨询减肥、感冒等小问题

认知偏差Ｂ５ 价值偏差Ａ１０ ａ１０感觉个人信息没有太大价值

乐观偏差Ａ１１ ａ１１感觉隐私泄露这种事情不容易发生在自己身上

个人预期Ｂ６ 期望价值Ａ１２ ａ１２感觉跟医生说得仔细一些，治疗效果会更好

信任情况Ｂ７ 平台信任Ａ１３ ａ１３觉得 “春雨医生”这个平台挺安全

用户信任Ａ１４ ａ１４一般普通用户不会盗取个人隐私

卫生技术人员信任Ａ１５ ａ１５医生服务态度都很好，应该没问题

信息支持Ｂ８ 医疗健康信息Ａ１６ ａ１６将个人情况说清楚以后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指导

服务支持Ｂ９ 个性化服务Ａ１７ ａ１７医生了解具体情况能制定个人治疗计划

情感支持Ｂ１０ 同情Ａ１８ ａ１８其他网友都对我的经历表示同情

心理快感Ａ１９ ａ１９治疗经验能帮助到别人真是太好了

虚拟奖励Ｂ１１ 积分奖励Ａ２０ ａ２０开了这个帖子获得不少积分

优惠券Ａ２１ ａ２１分享就诊经历获得平台的一些优惠券

保护机制Ｂ１２ 用户隐私保护条例Ａ２２ ａ２２看到平台有隐私保护条例会比较放心

监管环境Ｂ１３ 维权途径Ａ２３ ａ２３不知道如果隐私泄露，需要找哪个部门维权

隐私保护政策Ａ２４ ａ２４不太清楚当前平台隐私保护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

群体环境Ｂ１４ 他人影响Ａ２５ ａ２５身边朋友都没注意这些隐私问题

３２　主轴编码 （表２）

表２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个人因素Ｃ１ 个人特质Ｂ１
个人经历Ｂ２
隐私素养Ｂ３
病情情况Ｂ４
认知偏差Ｂ５
个人预期Ｂ６
信任情况Ｂ７

平台因素Ｃ２ 信息支持Ｂ８
服务支持Ｂ９
情感支持Ｂ１０
虚拟奖励Ｂ１１
保护机制Ｂ１２

环境因素Ｃ３ 监管环境Ｂ１３
群体环境Ｂ１４

主轴编码是根据所得范畴内在逻辑进行更精细

化、具体化的梳理归纳，最终聚焦形成主范畴［１２］。

研究小组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对所得１４个范畴，通
过不断梳理、分析以及对比范畴之间内在联系，最

终得到３个主范畴。

３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分析所得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

系结构，从中挖掘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核心范畴，

从而形成 “故事线”并厘清逻辑关系，最终构建理

论框架［１２］。研究小组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对３个主
范畴进行选择性编码，得到 “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

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这一核心

范畴，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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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３４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当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中

引入新的资料或数据后，不再产生新的属性或范

畴时，可认定其达到 “理论饱和状态”［１２］。研究

小组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利用剩余的１／３访谈数据
（４份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将４份样本访
谈数据进行开放性编码后，所得初始概念及范畴

均已包含在表 １内，尚未发现新的范畴和概念。
可见本次扎根理论研究所得模型通过理论饱和度

检验。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个人因素与隐私披露行为

个人因素Ｃ１主要包括个人特质 Ｂ１、个人经历
Ｂ２、隐私素养Ｂ３、病情Ｂ４、认知偏差Ｂ５、个人预
期Ｂ６以及信任情况 Ｂ７７个因素。结合图１、访谈
资料可知个人因素均能对隐私披露行为产生直接影

响。一方面，认知偏差 Ｂ５、信任情况 Ｂ７等因素具
有积极影响，例如Ｔ１４用户表示 “感觉信息也没有

太大价值”，对于自身隐私价值存在认知偏差，认

为自身隐私价值较低而不值得保护，因此愿意在使

用平台时披露个人隐私。另一方面，个人经历 Ｂ２
具有消极影响，例如Ｔ１１用户表示 “曾经有过隐私

泄露经历，所以不太愿意在使用服务时披露隐私”。

可见具有相关个人经历，尤其是具有隐私泄露经历

的用户会更注意保护隐私。此外个人特质Ｂ１、隐私
素养Ｂ３、病情 Ｂ４以及个人预期 Ｂ６等因素对于隐
私披露行为的影响需要视情况而定。例如 Ｔ７用户

表示 “当时发烧比较难受，距离医院远，顾不上考

虑”，而Ｔ９用户则表示 “找医生只是咨询减肥、感

冒等小问题，所以不太在乎隐私”，可见无论是病

情严重还是轻微都可能披露个人隐私，因此用户病

情对其隐私披露行为的影响需要结合实际问题具体

分析。

４２　平台因素与隐私披露行为

平台因素Ｃ２主要包括信息支持 Ｂ８、服务支持

Ｂ９、情感支持 Ｂ１０、虚拟奖励 Ｂ１１以及保护机制

Ｂ１２５个因素。结合图１、访谈资料可知平台因素会

对隐私披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一方

面，信息支持 Ｂ８、服务支持 Ｂ９、情感支持 Ｂ１０、

虚拟奖励Ｂ１１４个因素具有直接积极影响，例如 Ｔ４

用户表示 “在 ‘好大夫在线’上分享糖尿病治疗经

验，不但可以获取积分奖励，而且还能帮助到其他

患者，真是让人开心”。Ｔ９用户则表示 “将个人情

况告诉医生后，医生为自己制定了减肥计划”。可

见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信息、服务、奖励等收益，能

够提升用户披露隐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因

素对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同时具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如保护机制Ｂ１２。Ｔ２用户表示 “看到平台有隐

私保护条例会比较放心，更愿意说明个人情况”。

可见平台保护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 Ｔ５用户表示

“平台隐私保护条例篇幅都很长，没有看这种长篇

大论的习惯”。其中 “平台隐私保护条例篇幅都很

长”属于平台因素，而 “没有看长篇大论的习惯”

属于个人因素。可见平台因素通过个人因素中介作

用来影响隐私披露行为。

４３　环境因素与隐私披露行为

环境因素Ｃ３主要包括监管环境Ｂ１３、群体环境

Ｂ１４两个因素。结合图１、访谈资料可知环境因素

对隐私披露行为同样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例

如Ｔ１３用户表示 “曾经因为隐私泄露收到骚扰信息

和电话，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维权，下次要注意保

护个人信息”。可见监管环境 Ｂ１３会对用户隐私披

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当用户经历隐私泄露时会寻

求平台或政府监管帮助，如果缺乏有效维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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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对用户今后隐私披露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另一

方面，环境因素能通过个人因素间接影响用户隐私

披露行为，例如 Ｔ５用户表示 “身边朋友都没注意

这些隐私问题，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其

中 “身边朋友都没注意这些隐私问题”是用户自身

所处群体环境，属于环境因素，而 “别人怎么做，

自己也怎么做”是个人习惯，则属于个人因素。可

见环境因素同样能够借助个人因素的中介作用影响

隐私披露行为。

５　启示

５１　提升信息及服务质量

研究显示平台给予用户的信息支持、服务支

持对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平台

管理者应当提升平台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以及用

户感知收益［１５］。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

资源建设。加强与医院、医学院以及医学研究所

等机构合作，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各类医

疗健康信息准确性、全面性以及时效性。二是拓

展服务内容。定期开展用户服务需求调研，结合

用户实际需求，对现有服务和计划开展的服务做

出调整和规划，例如为部分患有敏感疾病的用户

提供个性化服务。

５２　完善用户奖励机制

研究显示平台为用户提供虚拟奖励能促进用户

隐私披露行为，平台管理者应当进一步完善用户奖

励机制。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丰富奖励内

容。给予留言、评论以及发帖等主动分享经验的用

户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如一定数额消费代

金券、给予活跃度高的用户 “优秀用户认证”等。

二是提升奖励实用价值。平台在设计代金券、优惠

券等物质奖励时应充分考虑奖励使用门槛，避免设

置过高门槛导致奖励华而不实。只有让用户真正获

益，才能有效提升用户披露隐私的积极性。

５３　加强隐私保护力度

研究显示，平台隐私保护以及针对平台的监

管环境均对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平

台管理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加强隐私保护力度，

为用户营造良好的使用环境。具体可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健全隐私保护条例。结合 《数据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健全和规范隐私保护条例，明确平台、

注册医务人员等各方责任，告知用户，以此提升

保护效果。二是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定期对注册

医务人员开展医德医风培训，提升其职业道德素

养。三是加强市场监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

定期抽查、模拟网络攻防战等方式加强对平台信

息安全监管，同时明确各部门职责，为用户提供

有效维权途径。

５４　提升用户隐私素养

用户隐私素养对其隐私披露行为具有一定影

响。当平台具备良好的隐私保护措施且处于有效监

管环境下，用户良好的隐私素养将会减少隐私泄露

事件发生，从而促使其他用户更倾向于披露个人隐

私［１５］。平台管理者和政府应多措并举提升用户隐私

素养。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报纸、新闻等传统媒体或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新媒体宣传隐私保护知识。二是开展专项培训。为

用户提供隐私素养相关培训，如在新用户注册时进

行简单培训和测验，内容包括隐私保护知识和平台

隐私保护条例，增强用户对隐私保护知识的了解和

平台安全性的认可。

６　结语

本研究聚焦国内主流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

户，综合运用半结构访谈法与扎根理论方法，构

建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在深度解析模型

基础上提出改进用户隐私披露行为的建议，为国

内在线健康社区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不足之处在

于本研究调查范围有待扩展，仅调查了春雨医生、

微医以及好大夫在线 ３个国内平台中青年用户，

缺少对国内其他平台以及国外平台的调查。在下

一步研究中将会拓宽调查范围从而获得更准确的

结果。

·４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参考文献

１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１５］．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８６６４５ｈｔｍ．

２　人民网健康中国战略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４－１５］．

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８／０８２３／ｃ４１３７００－

３０２４６２９１ｈｔｍｌ．

３　艾媒咨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白皮书》

［Ｒ］．广州：艾媒大健康产业研究中心，２０２１：１５－２０．

４　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ｕＳ，ＤｅｎｇＺ，ｅｔ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Ｕｓｅｒ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７（７５）：７９７－８１０．

５　张坤，王文韬，李晶，等电子健康网站用户信息披露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

（１６）：８２－９１．

６　ＺｈｕＰ，ＳｈｅｎＪ，Ｘｕ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Ｓｈａｒ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ｕｄ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２２

（４）：ｅ１６５４６．

７　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ｕＳ，ＣｈｅｎＸ，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５５（４）：４８２－４９３．

８　ＺｈｏｕＪ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８，

３０（３）：２８６－２９５．

９　柳薇，吴丁娟在线医疗平台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

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２（６）：１６－２３．

１０　王瑜超在线医疗社区用户健康隐私信息披露意愿的影

响因素研究 ［Ｊ］．信息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１８，８（１）：

９３－１０３，１１３．

１１　ＢａｎｓａｌＧ，ＺａｈｅｄｉＦ，Ｇｅｆｅ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Ｊ］．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４９（２）：１３８－１５０．

１２　ＣｈａｒｍａｚＫ边国英译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

南 ［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　比达网２０２０年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研究报告 ［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ｇｄａｔａ－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１０３／１１７０ｈｔｍｌ．

１４　比达网２０２１年第１季度中国移动医疗产品市场监测报

告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ｇｄａ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１０４／１１７８ｈｔｍｌ．

１５　朱侯，刘嘉颖共享时代用户在线披露个人信息的隐私

计算模式研究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９（２）：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７６－８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版权声明

　　 （１）作者所投稿件无 “抄袭”、“剽窃”、“一稿两投或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于署名无异议，不涉及保密与知

识产权的侵权等问题，文责自负。对于因上述问题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完全由全体署名作者负责，无需编辑部承担连带

责任。（２）来稿刊用后，该稿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出版在内的出版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翻译权及信息网络传播

权已经转让给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除以纸载体形式出版外，本刊有权以光盘、网络期刊等其他方式刊登文稿，本

刊已加入万方数据 “数字化期刊群”、重庆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清华同方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邮阅读

网。（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行发放。作者如不同意文章入编，投稿时敬请说明。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５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