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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可视化工具分析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外部特征，包括发文量趋势、国家、机构、作者分
布情况，详细阐述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热点与前沿，提出展望，以期为提升国内健康信息服务能

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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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公众健康意识

日益提升。“互联网 ＋”时代网络作为主要信息传

播媒介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１］。网

络健康信息行为是指个体通过互联网对健康信息进

行查询、获取、评价及利用的一系列信息行为。目

前国内学者针对用户网络健康信息行为领域的综述

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某一类型健康

信息行为的研究进展［２］；基于某一具体维度健康信

息行为的研究综述；针对特定用户、情境健康信息

行为的系统综述［３］。但目前针对国内外用户网络健

康信息行为研究热点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特别是

系统分析研究主题时序演化特征的研究文献较少。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总结国内外健康信

息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以期为信息行为模式优化

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为中文文献来源，“健
康信息行为”ｏｒ“健康信息 ａｎｄ信息行为”为检索
式进行高级检索，国外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为文献来源，“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为检索式进行
高级检索，时间跨度均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分别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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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２７８篇和３５４篇文献，通过浏览标题和摘要进
行筛选精炼后分别得到２０２篇和３２３篇文献。采用
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对以上文献进行统计处理，并

对形成的知识图谱进行主题分析。

３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外部特征

３１　文献年度分布

文献数量衍变可以作为衡量学术领域科学知识规

模的重要指标。为掌握国内外用户网络健康信息行为

文献量年度分布及其时序演变规律，分别对检索到的

国内外文献进行年度分布统计，分布拟合趋势线：

ｙ＝０３５９１５χ２１４８６，Ｒ２＝０９２９４和 ｙ＝９１３６４χ０７２８２５，
Ｒ２＝０８３４０３，拟合优度 （Ｒ２）均＞０６，拟合优度
良好，相关研究文献呈增长趋势。

３２　国家／地区、机构分析

３２１　国家／地区分布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英
国、中国、加拿大和韩国对用户在线健康信息行为

研究给予较多关注。美国在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领域

发文量达１１８篇，起步较早，英国、中国、加拿大
和韩国等发文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从 “健康人类２０１０”和美国皮尤互联
网项目可知，美国普通公众通过互联网接受健康信

息服务已成为主流，领先于其他各国，学术影响力

强。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公众健康问题，以中、

英文论文发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健康信息行

为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３２２　研究机构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
学、南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发文量位居前

列，平均发文量在９篇以上。国外机构平均发文量

均在１０篇以下，主要分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西北大学等。国外核心机

构发文量远低于国内，存在明显不均衡性，长尾现

象突出，表明近年来国内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热度高

于国外。国内高校信息管理院系、管理学院、卫生

学院以及图书馆是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机

构，得益于高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科研人员较强的

科研能力。

３３　作者分析

绘制国内外作者共现网络图谱。国内发文作者

主要分为５个聚类，分别以曹锦丹、李桂玲、唐美
玲、李敏和黄成为中心形成５个研究团体，其中李
桂玲与其他３个团队有合作论文发表，但５个团体
作者相互合作发表较少，合作关系较弱。国外作者

主要形成３个聚类，以Ｈｉｒｖｏｎｅｎ和Ｋｏｒｐｅｌａｉｎｅｎ为主
的第１团体，以Ｅｎｗａｌｄ为主的第２团体和以 Ｊａｍｓａ
为主的第 ３团体。总体来看国外作者合作群体偏
少，个别高产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与

演变方向。国外核心作者的引领合作作用未充分发

挥，学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待加强。

４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热点与趋势

４１　研究热点

４１１　概述　文献关键词是对论文主题内容的高
度概括，可揭示论文核心。对论文关键词的词频和

共词分析，对于分析某一领域研究热点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本文结合关键词聚类及高频关键词共现图

将近１０年研究热点归纳如下，见表１。

表１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热点与关键词

研究热点 关键词

不同群体的网络健

康信息行为特征研

究

老年人、大学生、中学生、青少年、医生、患者、孕妇、消费者、农民工、城乡居民、网络用户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ｗｏｍｅ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ａｄｕｌｔ、ｈｉｖ／ａｉｄ、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ｇｅｎｄｅｒ、ｏｌｄｅｒａ

ｄｕｌｔ、ｄｏｃｔ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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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

类型研究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健康信息选择行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健康信息服务、健康传播、信任传递、健康信息披

露、信息规避、利用行为、共享行为、影响因素、信息行为、跨理论模型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ｒｕｓｔ、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网络健康信息素养

教育研究

电子健康素养、健康教育、健康素养、信息素养、健康意识、健康自我管理、健康焦虑、体育素养、健康信息素

养、自我效能、数字素养、健康促进、健康理念、感知风险

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ｃａ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ｎｏｒ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

不同情境下网络健

康信息行为研究

媒介使用、移动健康、社区、情境、互联网、新媒体、在线健康社区、网络、社交媒体、微博、微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ｈｙｐｅｒｍｅｄｉ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ｗｅｂｆｏｒｕｍ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ｗｅｂ、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４１２　不同群体研究　不同群体对于健康信息
的需求有其差异性，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具有明显

特征差异，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老年人、城乡

居民、患者以及互联网医疗参与者。（１）不同疾
病患者健康信息需求及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尤其受

到关注。有研究报告显示，中风、心脏病、癌症

和阿尔茨海默症等将是２１世纪中国人口的主要死
因；而心脏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中风是

美国人口的主要死因。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年

龄大是与不寻求健康信息最密切相关的因素，而

女性更喜欢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４］。（２）对青少
年、大学生、孕妇、城乡居民、老年人及其他社

会特殊群体的关注。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行为受

到个人、环境、内容和技术４个层面因素的共同影
响［５］。秘鲁城市和农村居民寻求健康信息行为的水

平存在差异特征［６］。（３）国外研究还包括不同种族
之间在线健康信息行为差异。与本土出生的拉丁裔

美国人相比，非本土出生的拉丁裔美国人在网上寻

求健康信息行为几率较低。此外数字移民和数字原

住民之间在健康信息行为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

差异［７］。

４１３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类型　网络健康信息行
为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动态变化反映了该行

为的不同类型。包括健康信息搜寻、选择、获取、

使用、传播、披露、规避等行为，这些行为受多重

多维因素影响。健康领域内用户信息行为影响因素

主要有网络熟悉程度、信息可信度、感知有用性、

感知风险以及自我效能等，国外更注重研究多类群

体行为特征差异以及不同维度变量与行为相关

性［８］。随着研究深入，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影

响因素变量逐渐增多，所借鉴理论逐渐辐射不同学

科，学科交叉现象日益明显。

４１４　网络健康信息素养教育　大健康时代与
“互联网 ＋”、信息时代的叠加使得健康信息素
养重要性日趋凸显。健康信息素养和教育作为

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

持续关注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发现，

健康信息素养较高的用户倾向于积极评估其健

康信息行为［９］。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限制，公

众难以具备较为完备的健康信息、知识获取、

评价技能，因此需要探索提高健康信息素养教

育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用户健康素养，促

进公众健康行为。

４１５　不同情境下的网络健康信息行为　Ｂａｔｅ
ｓｏｎＧ在其元传播理论中表明情境是所有沟通交流
行为所必需的，有情境才有意义，情景修正了意

义［１０］。以复杂情境、在线社区或社交媒体为载体

进行探索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例如有

研究探讨不同情境下网络健康信息检索过程中情

感、认知和信息处理的差异，发现老年人在改变

或预防不良健康行为情境下健康信息行为最主

动［１１］。在线健康社区、社交网站等是用户获取、

分享健康信息的开放平台。在线健康社区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用户健康信息自我披露行为［１２］。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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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侧重探索互联网、健康管理系统以及图书馆

与健康信息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消费者健康

网站设计应支持不同健康信息搜索行为，以实现

更好的知识获取、更多的页面阅读以及更丰富的

查询重构［１３］。

４２　研究趋势

４２１　研究对象细分拓展　近１０年来，国内外
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不断延伸到各类社会群体，

尤其是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研究群体在深度上

不断细化，在广度上不断拓展。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
研究对象更加多层次、多样化，见图 １。相较国
外，国内研究在广度上略显不足，研究对象多是

患者、老年人属性特征较为明显的群体。图书馆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服务中心，在提供健康

信息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图书馆用户健

康信息行为在国内较少被关注。国外研究倾向于

探讨不同群体在性别、地域、年龄、种族、文化

程度、母语、健康素养等多个维度上的特征差异。

而国内以往研究大多只对某单一群体的一种或两

种差异特征进行分析，缺乏多群体差异化特征比

较分析等类型的研究。

图１　关键词时序图谱

４２２　数据来源动态多样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网络、文献、实验调查和访谈等。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技术和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健康信息行为研

究不需要依赖提前收集存储的静态数据；实时更

新的三元融合 （人 －机 －数据）动态数据会促使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通过

“静态 －微观”视角来描述用户在线健康信息行为
给出的截面状态，也可以通过 “动态 －宏观”视
角来刻画用户在线健康信息行为给出的时间轨迹，

收集用户健康信息行为静态小数据并进一步集成

为动态大数据，有助于在最佳时间制定最佳干预

措施、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目前国内外在健康信

息行为研究上采用动态数据，尚处于探索阶段，

具有较强发展潜力。

４２３　隐私保护仍受重视　近年来中外网络健
康信息行为研究主题趋于相似，用户隐私问题倍

受关注。从中外文关键词演化来看 “感知风险”

“隐私”“信息披露”“ｒｉｓｋ”“ｔｒｕｓｔ”等更能体现
用户自身隐私忧患，反映出用户个人隐私、健康

信息信任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 “电子健

康档案”“社交媒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等关键词的出现，表现出鲜明的互联网
特征。

４２４　预测研究引人注目　在 “互联网 ＋大数
据”时代背景下，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具有预测预警

价值。优质的健康信息服务能够促进积极的健康信

息行为，有助于提升公众健康水平。分析影响健康

信息行为的某种变量其实就是从数据和现象中寻找

规律的过程［１４］。性别、年龄、母语、健康状况、健

康素养、互联网使用经验以及健康信息搜索频率等

会影响查询策略制定和有效性，对于健康信息检索

系统预测用户信息需求以帮助有效检索具有重要意

义，见图２。

图２　关键词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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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本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统计

分析软件，以中外文献为数据来源，分析发现有关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发文量逐年上升，研究热

度逐步升高。高校院系在国内研究中发挥了主体作

用，且形成了研究者小团体，学科交叉现象日益明

显。当前热点包括不同用户群体的行为特征、行为

类型、网络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情境等研究。呈现

出研究群体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延伸、研究数据在来

源上的静动结合，隐私保护受到关注。我国健康信

息行为领域研究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正沿着更加

符合我国国情的方向发展。未来有待探索之处：一

是技术创新，新技术在获取数据以及创新情境方面

具有重要推动力，会催生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的新特

征，对健康信息服务以及科研具有重大意义；二是

对象细分，针对健康知识类型细分的用户健康信息

行为研究和针对健康服务类型细分的用户健康信息

行为研究；三是多维度分析，如与个体相关的调节

变量，包括健康素养、健康意识、求医经验、消费

惯性等，与环境相关的调节变量，包括文化背景、

群体行为、网络外部性、经济发展水平等；四是场

景化服务，从空间维度研究用户在不同终端或设备

间的跨屏在线健康信息行为特征与体验脉络，描绘

立体而又生态化的跨屏在线健康信息行为表现

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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