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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微信公众平台为研究对象，应用 “５Ｗ”信息传播模型与健康传播生态模式，
分析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阅读量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包括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推文质量、

深化平台服务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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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的飞速发展，大

众通过网络搜寻所需信息的频率升高，其中健康信

息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之一［１］。２０１８年４月国务院

印发的 《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提出要建立网络科普平台，利用互联网提供健

康科普知识精准教育，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

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和健康素养［２］。在相关政策推

动下，通过互联网提供健康科普的方式与平台增

加，社交媒体成为大众获取健康信息受欢迎程度最

高和最便捷的网络渠道之一。在众多社交媒体中微

信受众规模较大［３］，其交互性、及时性、便捷性以

及用户黏性较强，适应用户碎片化阅读习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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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医疗机构提供健康信息推送服务的选择［４］。目

前国内关于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相关研究方向主

要包括平台运营策略、用户需求与行为、平台建

设、健康信息等。关于医院微信公众平台运营方

面，大多数学者利用调查法、描述性统计与 ｔ检验

等统计学方法针对其开通、认证等基本情况以及功

能设置、信息发布等运营现状进行分析［５－６］。部分

学者根据运营情况，针对微信健康信息传播进行相

关研究［７－８］，但其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域

限制，且大多数回归方法未考虑相似医院的聚集性

问题。对此本研究通过搜集全国范围内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的相关数据，利用多水平回归

分析医院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现状并梳理其健康信息

阅读量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健康

信息推送服务提供参考。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院质量监测系

统中获取医院名单，以医院类型、医院等级以及医

院所属地域为限制条件，查找并获得４６８家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通过微信平台搜索，选取可以获取有

效数据的３４３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微信公众号为研

究对象。

２２　数据采集方法

本研究从已确定为研究对象的医院官网上搜集

医院的所属地域、床位数、年门诊量等数据，从第

３方平台 “清博大数据”上获取医院微信公众平台

是否认证、平台类型、阅读量、在看数等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以了解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开通率、平台

类型、健康信息推送频率等运营现状。通过微信平

台搜索对应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获取健康信息

内容类型、信息形式以及推送时间等数据 （数据获

取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５日），为分析健康信息阅读

量影响因素提供支撑。一些医院同时开通了订阅号

与服务号，选取主流量的平台进行数据采集和

分析。

２３　模型框架构建

２３１　模型构建理论基础　拉斯韦尔于１９４８年提

出 “５Ｗ”信息传播模型，主要包括 “谁” （传播

者）、“说什么” （传播内容）、 “通过什么渠道”

（传播媒介）、“对谁” （接收者）和 “取得什么效

果”（传播效果）５个传播过程因素。该理论将大

众传播学分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

众分析、效果分析５个研究领域［９］。另外在研究社

交媒体的健康信息传播领域中，健康传播的生态模

式是最常用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健康信息、传

播主体和传播环境构成一次完整、具体情境下的健

康信息传播行为［１０］。本研究基于以上两个理论构建

模型，通过受众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和媒介

分析，即健康信息传播主体、健康信息本身、健康

信息传播环境来探索影响健康信息阅读量的因素。

２３２　分析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及 Ｍｐｌｕｓ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医院微信公众平台阅

读量 （千次）为因变量 Ｙ，医院所属地域 （Ｗ１）、

年门诊量 （Ｗ２）、医院床位数 （Ｗ３）、微信公众平

台在看数 （Ｘ１）、微信公众平台推文类型 （Ｘ２）、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形式 （Ｘ３）、微信公众平台推文

数量 （Ｘ４）、微信公众平台类型 （Ｘ５）、微信公众

平台是否认证 （Ｘ６）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推文时间

（Ｘ７）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水平回归

分析。

２３３　变量分类及赋值　经检验，各项变量方

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均 ＜

１０，因此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见表１。

其中医院所属地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对经济区域划

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４个地区；通
过文献调研将微信公众平台推文类型分为新闻动

态、健康科普、医院人文、医疗服务、医院活动

和通知公告［１１］；微信公众平台推文形式有文字、

图片和视频等［１２］，以上述３类形式较为常见的组

合进行分类并赋值。另外为了降低医院微信公众

平台健康信息阅读量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在看数的

变化情况，分别对其取对数、中心化处理后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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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说明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维度 变量 　　　变量说明 统计量

医院水平变量　　 控制分析 医院所属地域　　　　　 东部 Ｒ１＝１，其他情况为０ １５１
中部 Ｒ２＝１，其他情况为０ ５４
西部 Ｒ３＝１，其他情况为０ ７１
东北地区 Ｒｉ＝１，２，３＝０ ３７

年门诊量　　　　　　 万次 ２８６９７±１１３９４
医院床位数　　　　　 千张 １９６±０９９

健康信息水平变量 受众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在看数　 次 １４９３９±４０７３６
内容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类型 新闻动态 Ｔ１＝１，其他情况为０ １０７１

健康科普 Ｔ２＝１，其他情况为０ ２６３
医院人文 Ｔ３＝１，其他情况为０ ４６３
医疗服务 Ｔ４＝１，其他情况为０ １５３
医院活动 Ｔ５＝１，其他情况为０ ８２
通知公告 Ｔｉ＝１，２，３，４，５＝０ ３５７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形式 文字 Ｆ１＝１，其他情况为０ ２５０
图片 Ｆ２＝１，其他情况为０ ７３
视频 Ｆ３＝１，其他情况为０ １２
文字、图片 Ｆ４＝１，其他情况为０ １６９７
文字、视频 Ｆ５＝１，其他情况为０ ６４
文字、图片、视频 Ｆｉ＝１，２，３，４，５＝０ ２９３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数量 篇 ３６９±２４７
媒介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类型　　 服务号 １ ２２７

订阅号 ０ １１６
微信公众平台是否认证 是 １ ３３１

否 ０ １２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时间 星期一 Ｓ１＝１，其他情况为０ ３４５

星期二 Ｓ２＝１，其他情况为０ ３５７
星期三 Ｓ３＝１，其他情况为０ ３０９
星期四 Ｓ４＝１，其他情况为０ ２８９
星期五 Ｓ５＝１，其他情况为０ ４９５
星期六 Ｓ６＝１，其他情况为０ ３２４
星期日 Ｓｉ＝１，２，３，４，５，６＝０ ２７０

２３４　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可能影响健康信息
阅读量的医院水平和健康信息水平的１０个因素进
行单因素分析，Ｋ－Ｗ检验结果 Ｐ值均 ＜００５，其
均可能对健康信息阅读量造成影响。

２３５　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健康信息阅读量
的影响因素，以微信公众平台阅读量为水平１，以
医院为水平２，建立以下模型：

水平１模型；ｌｇＹｉｊ＝β０ｊ＋β１ｊｘｉｊ
水平２模型：β０ｊ＝γ００＋γ０１ｗｊ＋μ０ｊ
β１ｊ＝γ１０＋γ１１ｗｊ＋μ１ｊ
综合模型：ｌｇＹｉｊ＝γ００＋γ０１ｗｊ＋γ１０ｘｉｊ＋γ１１ｗｊｘｉｊ＋

μ０ｊ＋ｘｉｊμ１ｊ

式中，ｉ为第ｉ个个体，即水平１；ｊ为第 ｊ个个
体，即水平２；Ｙｉｊ为结局变量；β为水平１的回归系
数；ｘ为水平１的解释变量；γ为水平２的回归系
数；ｗ为水平２的解释变量；μ为水平２的残差项。

建立两水平的空模型，计算组内相关系数 （Ｉｎ
ｔｒａｃｌａ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ＣＣ）为０２８９（Ｐ＜
０００１），即微信公众平台阅读量在医院中存在聚集
性，需采用多水平模型，见表２。在此基础上逐步
纳入健康信息水平和医院水平的变量进行模型拟

合，以 －２ＬＬ、ＡＩＣ、ＢＩＣ为模型拟合度的评价指
标，值越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表２　空模型

变量 β Ｓｘ－ β／Ｓｘ－ Ｐ －２ＬＬ ＡＩＣ ＢＩＣ

ｌｇＹ ０２８９ ００２３ １２５２５ ＜０００１ ２１４１４４ ２１４７４４ ２１６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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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基本情况

３１１　开通情况　能搜集到数据的全国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有４６８家，其中３８８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平
台，开通率为８２９１％；从医院所属地域来看，东
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开通率分别为８７７７％ （１６５／１８８）、８７３９％ （９７／
１１１）、７５２３％ （８２／１０９）、７３３３％ （４４／６０），东
部地区开通率最高。对能够获取有效数据的３４３家
医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订阅号占３３８２％，服务
号占６６１８％，即微信公众平台主流量以服务号为
主。其中９６５０％的医院微信公众号平台均经过官
方认证。

３１２　健康信息推送情况　三甲综合医院微信公
众平台推送的健康信息中推送内容占比前３位的依
次为新闻动态、医院人文以及通知公告，见图 １。
健康信息形式主要分为文字、图片、视频以及文字

与其他两种形式的不同组合。其中采用文字与图片

相结合的推文最多，占７１００％；其次为文字、图
片与视频３者皆有的形式 （１２２２％）和纯文字的
推文形式 （１０４６％）。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推文
次数前 ３位的分别为星期五 （２０７１％）、星期二
（１４９４％）、星期一 （１４４４％），但由于订阅号与
服务号规定的推送次数不一，因此将两者分开分

析，见图２。订阅号每天均可发送推文，所以发文
次数较多的是微信公众平台管理人员工作的时间；

而服务号因为每月发文次数有限，所以周末或邻近

周末的发文次数较多。

３２　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阅读量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概述　在空模型基础上纳入医院水平和健
康信息水平的变量，模型拟合指标均优于空模型，

见表３。分析影响因素可知，健康信息水平的微信
公众平台在看数 （Ｐ＜０００１）、公众平台推文类型
（Ｐ＜０００１）、推文数量 （Ｐ＜０００１）、公众平台类

图１　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内容类型

图２　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推送时间

型（Ｐ＜０００１）以及平台是否认证（Ｐ＝００３５）

都对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阅读

量有影响；医院水平的年门诊量 （Ｐ＜０００１）对其
也有影响。其中微信公众平台在看数、推文数量、

公众平台类型、平台是否认证以及医院年门诊量对

健康信息阅读量为正向影响，公众平台推文类型为

负向影响，影响程度较大的变量为微信公众平台类

型以及公众平台是否认证。由此可见，医院水平的

控制分析，健康信息水平的受众分析、内容分析以

及媒介分析对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阅读量均存在

影响，见表４。

表３　模型拟合度

模型 －２ＬＬ ＡＩＣ ＢＩＣ

空模型　　　　　 ２１４１４４ ２１４７４４ ２１６４７８

纳入医院水平　　 １８２４７８８ １８４０７８８ １８８６２９９

纳入健康信息水平 ８４０９３４ ８９６９３４ １０５６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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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健康信息阅读量影响因素的两水平回归分析

效应类型 变量 具体内容 β Ｓｘ－ β／Ｓｘ－ Ｐ

固定效应 截距 － ３７３２ ０１２０ ３１１８８ ＜０００１

在看数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７４６６ ＜０００１

推文类型 （通知公告为参考） 新闻动态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９ －１０４０１ ＜０００１

健康科普 －０２２３ ００２７ －８１２３ ＜０００１

医院人文 －０３２２ ００２０ －１６４５３ ＜０００１

医疗服务 －０２６６ ００２７ －９８８８ ＜０００１

医院活动 －０３５９ ００３５ －１０３１８ ＜０００１

推文形式 （文字、图片、视频为参考） 文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６２１ ０５３５

图片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１３２６ ０１８５

视频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９ －１３４２ ０１８０

文字、图片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２６１ ０７９４

文字、视频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３ －１８５２ ００６４

推文数量 －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６５９０ ＜０００１

平台类型 － ０３１４ ００３８ ８２４６ ＜０００１

平台是否认证 － ０２０１ ００９５ ２１１０ ００３５

推文时间 （星期日为参考） 星期一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１２３１ ０２１８

星期二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２９３ ０７６９

星期三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８７１ ０３８４

星期四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９ ０８８１

星期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１４３５ ０１５１

星期六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３８２ ０７０２

医院所属地域 （东北地区为参考） 东部地区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９８５ ０３２５

中部地区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６４５ ０５１９

西部地区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５ ０５１９ ０６０４

年门诊量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６８５１ ＜０００１

医院床位数 －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１５６８ ０１１７

随机效应 健康信息水平残差 －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１２０７８ ＜０００１

医院水平残差 －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４２３１ ＜０００１

　　注：因变量为阅读量 （千次）。

３２２　受众分析　由结果可知，医院的年门诊量
对其微信公众平台的健康信息阅读量存在正向影

响。究其原因，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会选择关注就医

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从而阅读其推送的健康信

息。而年门诊量反映了医疗服务质量与医疗技术水

平这两个影响患者选择就医的因素［１３］。与微信健康

信息相关的在看数对健康信息阅读量产生正向影

响，可能是因为在看数越多代表分享推荐该文章的

次数越多，会吸引更多的人看到。

３２３　内容分析　推文类型中新闻动态、健康科

普、医院人文、医疗服务以及医院活动相较于通知

公告对健康信息阅读量存在负向影响，其中影响程

度最大的是医院活动和医院人文，可能是因为用户

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的目的主要是获取健康资讯、

了解医护情况，关注较多的是与就医过程相关的内

容，所以相较于通知公告患者不太愿意关注医院活

动、人文类的信息［７］。

３２４　媒介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类型与平台认证
均对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的健康信息阅读量存在正向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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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控制分析　在控制变量中，推送数量对阅

读量也有正向影响，一方面数量越多阅读量也会随

之增多，另一方面推送数量增加能够与用户构建更

为亲密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增加其阅读量［１４］。

３２６　分析结果　受众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

析和媒介分析４个维度均影响人们阅读医院微信公

众平台推送的健康信息，这也能够进一步反映健康

信息传播主体、健康信息本身、健康信息传播环境

在健康信息完整传播中缺一不可。

４　讨论

４１　概述

在 “互联网＋”的浪潮下，医院微信公众平台

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通过对全国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阅读量影响因素分析可以

看到，医院本身情况以及与医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

健康信息相关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分析、内容

分析和媒介分析均影响患者阅读医院微信公众平台

推送的健康信息。在分析结果的过程中，发现医院

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健康信息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微

信公众平台用户吸引力不足，医院仍需不断提升自

身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用户，从而增加阅读量；

推文质量不高，不能吸引公众对其进行转发、推

荐；推文内容针对性不强，未能以公众健康需求为

导向；健康信息推送数量不定，无法与公众建立信

任关系。针对以上问题，提出４点对策建议。

４２　用户吸引力不足，需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院的年门诊量对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的健康信

息阅读量存在正向影响。医院作为微信公众平台健

康信息传播主体的典型代表，其年门诊量整体体现

了医院规模、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院声誉等方

面［１５］，较为直接地反映了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

技术水平，这些又是患者选择就医的重要影响因

素［１３］。患者因对医院的选择而关注相应微信公众平

台，从而阅读其推送的健康信息。大规模医院微信

公众平台受众更广，其推送的健康信息的受众也更

广，因此医院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加强自身实

力，从而提升医院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提供更高质

量的医疗健康信息服务，才会有更多的用户选择就

诊、关注其微信公众平台、阅读其推送的健康信

息，以满足其健康需求、提高其健康素养。

４３　健康信息认可度不高，需提高推文质量，扩
大传播范围

　　对微信公众平台中的文章进行点赞，该文章会

出现在微信好友的 “在看”中，可实现将该文章分

享、推荐给他人的效果。在看数越多则代表分享推

荐该文章的次数越多，反映公众对文章内容思想的

认可态度［１６－１７］。但各医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健

康信息在看数较低且波动很大，说明公众对于健康

信息的认可度不高，或者其只对少部分健康信息认

可。医院作为健康信息传播者需加强其推送的文章

质量，如转载不同领域的优质文章［１７］、对发布的内

容细致挑选并结合自身医院的品牌需求以提供公众

需要的健康知识［６］，以满足公众健康需求。同时以

高质量的健康信息推文为优势，提高公众点赞、转

发次数，扩大健康信息传播范围。

４４　部分医院仅设置微信订阅号，需重点发展服
务号，及时进行平台认证

　　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用户对包括预约挂号、结

算、查询检查报告等的服务功能，以及健康科普、

就诊指南等信息内容的需求较高［１１］。研究结果表明

仍有３３８２％的医院微信公众平台为订阅号，其功

能局限于推送健康信息，而服务号相较于订阅号额

外具备预约挂号、微官网、查询报告单等实用功

能［１８］，能够同时满足用户对服务功能以及信息内容

的需求，有助于吸引更多用户。医院微信公众平台

建设重点应从订阅号逐渐转向服务号，在充实其信

息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服务功能，以提供更好的

服务。此外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认证会提升微信公

众平台的影响力［１９］，健康信息传播主体的影响力越

大其可能越具有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用户

接受健康信息，因此医院在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后要

及时进行官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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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推文内容针对性不强，需以公众健康需求为
导向，制定合理的健康信息推送策略

４５１　推文内容以公众的健康信息需求为导向　

大部分医院推送的健康信息内容都是以医院本身活

动运营或文化宣传为导向，而不是以公众的健康信

息需求为导向［２０］。相较于医院活动、医院人文类信

息患者更乐于关注与其就医关系更为密切的通知公

告。要想更精准地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医院

需要利用其已有的大量数据对就诊人群进行划分，

同时借助微信平台的大数据算法，挖掘并关注不同

类型就诊人群感兴趣的内容。例如医院将用户按疾

病类型进行划分，某用户是 Ｉ型糖尿病患者，且通

过微信平台大数据算法发现该用户对饮食方面感兴

趣，即可为该用户针对性地推送与 Ｉ型糖尿病饮食

相关的健康信息。尽可能实现有针对性的医学健康

信息推送，以满足公众个性化的健康需求［２１］。

４５２　确定合适的推送数量　推送数量增加能够

与用户构建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增加其阅

读量［２２］，但一味增加数量是不可取的。医院需进一

步探索健康信息推送数量与阅读量的关系，确定合

适的推送数量以和公众建立牢固亲密的关系，进一

步提升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能力。同时医院需利用

大数据分析手段探索公众阅读习惯，适时调整消息

发送时间［２３］，恰当的推送时间与合适的推文数量相

结合能够增强信息传递的可及性，医院应在此基础

上形成固定而有效的健康信息推送策略。

５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出

现，公众获取健康信息服务的方式产生较大变化，

其中微信公众平台成为各大医疗机构的最佳选择。

本研究以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为切入

点，探索其运营现状及健康信息阅读量的影响因

素，以期为各医院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健康信息服

务、进一步提高用户健康素养提供参考。但由于部

分数据获取存在限制，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

性，今后将继续完善模型，进一步获取数据，进行

更科学、更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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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龙土红，苗永青，邹志辉，等广州市三甲医院微信公

众平台运营现状调查 ［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９，３２

（２）：８３－８７．

７　郭田，尹艺霖，向菲医院微信公众号推文传播效果的

影响因素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９，２８

（２）：２７－３４．

８　陈巧玲，魏雨蒙，杨燕，等基于微信传播指数的成都

市医院微信公众号传播影响力评价 ［Ｊ］．医学与社会，

２０１９，３２（１１）：４０－４３，７７．

９　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Ｍ］．北京：中国

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　张敏，车雨霏，张艳社交媒体健康信息传播行为研究

系统综述 ［Ｊ］．图书馆，２０１９（５）：３３－４０，７９．

１１　张煊，王珏，何媛，等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用户需求与分

析 ［Ｊ］．医院管理论坛，２０１６，３３（１２）：２２－２４，１８．

１２　刘凤，黄永丽，任静，等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老年患

者主要照顾者心脏康复信息需求 ［Ｊ］．中国老年学杂

志，２０２０，４０（２４）：５３０６－５３１０．

１３　魏敏患者选择医院的影响因素分析 ［Ｄ］．合肥：安

徽医科大学，２０１４．

１４　孙为，唐诗杨广州市公立三甲医院微信公众号运营现

状分析 ［Ｊ］．现代医院，２０１５，１５（１２）：１４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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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张宇斐，申思，盖小荣，等北京市某大型综合医院门

诊量变化动态分析及预测 ［Ｊ］．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１８，

３５（４）：５９０－５９２．

１６　李静微信点赞背后的情绪与文化表达 ［Ｊ］．新媒体研

究，２０１６，２（１６）：１２－１３．

１７　钟若曦，马晓燕，梁宁，等公共卫生类微信公众号文

章发布情况与传播效果研究 ［Ｊ］．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１８，３４（９）：８００－８０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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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赵焱，孙越，潘沙沙，等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微

信公众平台建设及运营现状 ［Ｊ］．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２１，３７（１）：１７３－１７７．

２０　李瑾，雷健波医院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发展现状及建设

对策研究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９，１６

（３）：２９３－２９９．

２１　兰富强，沈丽宁，罗勇，等面向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信

息服务模式构建与策略分析 ［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２０１７，３４（８）：５６３－５６５，６２９．

２２　陈双双，侯胜超，邹立君基于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医

院微信公众号推文传播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

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９，２８（４）：６２－６７．

２３　李儒银，张晓星 微信用户健康信息关注行为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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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
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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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

划如下：

１“十四五”医学信息学研究领域的新使命、新格局、新方法；２医学信息学及其分支学科建设与创新发

展；３创新驱动的智能医学情报和数据智能研究；４医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临床应用及挑战；５智慧医疗、

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创新；６医用机器人系统研发、模型设计；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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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医学小数据与暗数据的价值评估与应用研究；９多源异构医疗健康数

据融合与治理技术；１０医学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框架及技术实现；１１基于数据的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理论

与方法；１２数据驱动的精准医学、精准用药研究与实践；１３开放医学数据安全管理与隐私保护；１４数据与知

识驱动的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１５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及其共享平台建设；１６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药卫

生信息化发展规划；１７数字健康、智慧健康业态分析；１８“互联网 ＋医疗健康”关键技术与新业态研究进

展；１９健康信息学理论、方法及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２０５Ｇ时代的个人健康管理理论及实践；２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风险预警、网络舆情分析及虚假信息治理；２２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及其相关标准建设与落

地；２３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综合运用及典型案例；２４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管理、

理念创新及智慧馆员培养；２５开放科学与机器智能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范式变革；２６全媒体医学数字资源中

心建设；２７“新医科”背景下医学信息学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２８“互联网 ＋”环境下医学信息学及其

相关专业本科、研究生、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改革与实践创新；２９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经验借鉴；３０医学

信息素养及数字素养教育。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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