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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新时代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与服务研究背景，阐述国外研究进展、国内研究动态和趋势，
分析研究现状，提出相关建议，为提高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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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科技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新时代老年人

群相较于以往具有更高的健康信息意识、更强的获

取健康信息服务的需求，了解其信息需求对于制定

卫生管理政策和加强医疗健康保障十分重要。老年

人群通常面临慢性病引发的生理不适和健康信息素

养不足带来的心理困扰。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

行为和服务研究有助于解决公众健康发展相关问

题。现阶段，众多机构和团体积极响应数字时代老

年群体的信息服务要求，尝试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

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如数字医疗信息科普、互联网

医疗社区在线咨询服务、图书馆健康直播课堂等，

在实践中探索满足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服务需求。

本文拟对国内外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与相关服务

现状进行回顾，并勾勒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和服

务研究的基本概况。

２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２１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进展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从健康信息

需求、动机、搜索和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

进行探讨，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对其健康需求进行

大量数据调研，并就需求背后的动机进行深度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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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关注老年人群利用健康信息的心理和社会背

景，具有人文关怀特点。ＣａｗｔｈｒａＬ［５］将老年群体作

为独立信息主体，发现其在搜索健康信息时更加关

注信息载体。老年人群的信息需求倾向不同于其他

年龄群体，ＰａｌｓｄｏｔｔｉｒＡ［６］研究显示与其他低龄人群

相比老年人群的健康关注程度更高，对老年性或慢

性疾病信息，尤其是医药、保健以及营养、饮食等

信息最为关注。ＬｅＴ等［７］发现通过传统信息获取渠

道向专业医疗机构进行信息咨询仍是老年人群认为

最可靠的健康信息源。大部分研究则关注影响老年

人群使用网络健康信息的关键因素，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Ｋ等［８］研究发现健康信息的呈现形式会很大程度影

响老年人群健康信息利用。对网站健康信息的信赖

程度评价和健康信息的有效性以及计算机等辅助工

具也会影响老年人群的网络健康信息行为［９］。Ｋｉｍ

Ｈ等［１０］对特定情境下老年群体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进行研究，包括检索策略选择、检索式构造和

检索结果评价等。

２２　健康信息服务研究进展

２２１　概述　国外公共图书馆早在１９５７年就开展

健康信息服务的相关探索，直到２０世纪末美国公

共图书馆相关研究与实践开始不断增多，图书馆健

康信息服务日渐成熟。目前国外对图书馆开展健康

信息服务的研究已经从理论论证阶段走向探讨服务

效率的提升阶段，对于如何利用图书馆优势开展服

务进行多方面研究。

２２２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作用　ＰｏｄａｉｒＳ

等［１１］就公共图书馆在社区健康教育服务中的作用

进行研究。ＬｙｎｎＹ等［１２］对公共图书馆的健康信息

服务进行评价，提出公共图书馆在提供可靠健康

信息服务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美国健康医学图书

馆协会的健康信息素养工作组指出，依托图书馆

识别评价、整理和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信息，对患

者预后的改善、健康信息服务的安全性和满意度

提升价值巨大［１３］。ＡｌｐｉＫＭ等［１４］研究指出，不同

类型图书馆都有责任鉴别和满足用户多种多样的

健康信息需求，但健康信息的输出服务尚不能满

足需求。ＤｅｅｒｉｎｇＭＪ等［１５］针对消费者健康信息需

求类型与信息获取渠道进行研究，为图书馆健康

知识服务提出建议。很多用户认为公共图书馆健

康信息服务可以填补医疗机构和政府在公共健康

宣传方面的不足，可以从中获得关于疾病诊疗、

养生保健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信息［１６］。这些研究

基本达成了图书馆具有为老年人群开展社会化健

康信息服务功能的共识，肯定了图书馆为帮助老

年人群提升健康信息素养进行社会教育和信息导

航的价值定位。

２２３　图书馆服务要素　健康信息资源、具有一

定专业知识背景的馆员等可视为图书馆服务要素，

有研究者针对公共图书馆利用上述要素的有机配合

满足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需求开展研究，如 Ｔｕ－

ＫｅｅｆｎｅｒＦ等［１７］指出，图书馆员的健康素养低下和

知识体系匮乏会阻碍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发展。

３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和趋势

３１　老龄人口健康信息行为和服务研究现状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发

布，提出要将公众健康问题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促进健康信息共享，持续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国民健康

信息服务，实现健康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共享，提

升健康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１８］。由于健康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关注，用户健康信息行为和服务研究也

逐步成为图书情报机构新的服务和研究领域，其中

老龄人口健康信息行为和服务尤其受到关注。

３２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３２１　概述　通过调研老年人群对健康养生、健

康养老、医学健康教育、医疗健康信息、药学、卫

生信息和图书馆社会健康信息服务等的需求，分析

其搜寻、获取、接受和认知健康信息的行为过程，

探讨影响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的因素，分析其健

康信息行为以及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的特点、方法，

系统地展示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及信息服务研

究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为相关研究和实践的深

·０６·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３



入开展奠定基础。

３２２　信息需求研究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是

指其为满足健康信息需求而查询和使用健康信息的

行为。刘咏梅等［１９］认为老年群体进行健康信息搜寻

的动机主要体现在应对健康危害形势、参与医疗决

策、改变现有不良健康行为或预防保健、满足情感

需求４个方面。有研究者［２０］从疾病治疗、药物、营

养、养生保健、心理健康、情感和精神支持、经济

因素等方面考察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钱宇星等［２１］

阐述在线社区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需求。

３２３　信息行为特征研究　相较于健康信息素养

对能力的强调，健康信息行为更加重视行为活动本

身。高冰洁等［２２］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对老年人在线健

康信息行为过程进行分类，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

老年人产生健康信息需求的动因主要是自我认知、

身体情况及环境的改变。在医学研究领域，部分文

献关注高血压［２３］、糖尿病［２４］等特殊疾病患者群体

的健康信息行为。还有研究分析特定情境下中老年

人的健康信息行为，如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

中老年人虚假健康信息应对行为的研究。

３２４　信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健康信息行为涉

及查询、获取、交流、传播、吸收、加工和评价、

利用的全过程，其实现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况书

梅［２５］调研重庆地区日常生活信息查询行为的人际网

络依赖情况，发现４１～６５岁中老年人群相比于１８
～４０岁青年对医疗健康、形体减肥方面主题的关注

需求大大增强，且５６～６５岁人群健康方面的信息

需求对人际网络的依赖较为集中。根据李月琳等［２６］

研究，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受到以下因素影

响：构建有效的查询语句、区分不同搜索工具的差

异、基于经验的搜索、健康信息质量的评价能力、

友好的搜索界面等。

３２５　信息服务研究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服务是

指为老年人群提供健康信息资源，满足其健康信息

需求，为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老年群体获取和

辨识信息的能力低下，而对健康信息的需求较高，

因此为老年群体提供高效的健康信息服务意义重

大［２７］。戴艳清［２８］对社区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健康

信息服务的意义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对服务方式提

出建议。苏慧红［２９］提出图书馆可以为老年读者提供

讲座、健康信息素养培训、协同健康信息推荐等健

康信息服务。黄雪颜等［３０］以慢性病群体健康信息需

求和服务为基础，论述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平台应

用于高血压、抑郁症等慢性病防治中的可能性。有

学者［３１－３２］分别以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群为对象，就

不同地区的老年人群利用健康信息及影响因素展开

研究。彭骏［３３］调查研究５０～５９岁老年人的健康信

息行为特征，利用 “三角测量法”结合量化和质性

研究提出分析用户信息行为模式的方法与过程并初

步开展对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和主体的研究。

４　研究述评

４１　研究目的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对公众健康信息素

养水平和健康信息服务效率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

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和人口结构的解构，数字时代

“红利”正成为困扰部分人群的 “数字鸿沟”，这一

问题在老龄化群体表现较为突出。老年人群健康信

息行为和服务研究的目的是为公共行政部门和信息

服务机构在以下领域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融入开放

的数字信息环境和个人健康信息行为、提高社会公

众的健康水平、为老年人群提供相应健康信息服务

支持。

４２　研究现状及局限

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研究目的是提高社会人群

的健康水平，在研究过程中以特定人群的健康信息

需求为导向。现有关于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的理论

研究还停留在解释性及解释预测性层面，偏重于对

老年群体态度和行为的分析，理论研究较少。这类

理论研究主要通过提供一定方法和技术辅助研究和

设计，对老年人网络信息产品和健康信息服务的开

发和设计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如何将这类理论研究

应用于老年群体网络健康信息行为有待进一步

探索。

此外，现有健康信息行为与服务研究较多关注

健康信息的需求和获取等方面，有关老年人网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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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查询行为的研究较多，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

老年人群网络健康信息使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对

于各影响因素背后的理论根源和影响权重探讨不

多；此外对健康信息的理解、运用和传播等阶段的

研究涉及较少，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服务理论构建

较少。针对当前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采用单一理论或

者模型的研究现状，未来可以在理论的阐述和模型

的搭建方面展开多视角探究。

４３　展望

分析对比国内外研究可知，国外相关研究起步

较早，在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调研、行为理论模

式分析和相关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方面的相关研究比

较充分，并且肯定了图书馆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重

要价值。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

对提升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效能展开研究，使图书

馆健康信息服务与初老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相匹

配，探讨与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机构等协同合作模

式相关问题，为服务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５　对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后续研究的建议

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

突出。正确认知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中的影响因

素，健全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对于老年人群具有重要

作用。在影响因素研究中应以信息行为基础框架，

结合健康信息模型以及认知心理学、信任理论等理

论构建影响因素模型。通过模型调查了解老年人群

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以及识别与利用信息的特点，

同时了解健康信息资源集中的机构如图书馆等的服

务现状，进行老年人群健康信息行为特点与服务现

状对比分析。

总结相应研究成果后，政府有关部门、图书馆

及医疗机构等应从信息角度思考构建老年人群安康

生活的实现策略，提前干预改善晚年生活质量。这

将有利于优化健康信息资源布局，发挥各机构自身

特色，多方位合作，构建更加灵活的信息服务体

系。对健康信息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老年人群健

康信息能力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为全

面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做出贡献。

６　结语

调研新时代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了解其

健康信息行为，从而更好地为老年人群提供健康信

息服务，是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需要，更是老龄

化社会不容忽视的议题。通过对老年人群疾病防控

过程中健康信息识别与利用等行为的研究，同时深

入调查国内健康信息服务机构服务现状，探索各机

构合作模式，从用户行为角度为图书馆更好地进行

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建议，为老年人群正确高效利用

现有健康信息资源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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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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