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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传播者、受众、传播效果、质量等方面分析自媒体健康传播的内容和质量，提出相关建议，包
括传播者加强对高需求健康知识的科普、平台加强对传播者身份认证和传播信息质量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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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信息传播是提高健康素养、培养健康行为

的重要手段。健康信息传播的发展离不开传播工具

和传播渠道的拓展［１］。近年来自媒体发展迅速，健

康传播不再拘泥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

开始依托新媒介实现新一轮发展［２］。自媒体平台在

传递健康观念、帮助公众养成健康态度、实施健康

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３－４］，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

研究。本文以今日头条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我国

自媒体平台健康信息传播的内容及质量，针对存在

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管理者制定行业监管和扶持

政策、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提供依据。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根据２０２１年中国居民１０大死因排名数据并综
合考虑影响公众健康的重大问题，选取５大类共１８
个关键词，在今日头条 Ａｐｐ的视频、小视频、微头
条、资讯４个板块［５］中进行检索，记录和分析每个

关键词在各板块中检索到的信息 （每次搜索上限为

１００条，个别关键词不足１００条；剔除相同作者），
一共收集到５５７２条信息。本次调查中，信息采集
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４月１日，内容发布时
间在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之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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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内容发布于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数据传播的公平
性基本可以保证，见表１。

表１　搜索用关键词

类别 关键词

慢性病　　　 恶性肿瘤防治、高血压防治、糖尿病防治、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传染病　　　 急性肺炎防治、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艾滋病

防治、布病防治

精神系统疾病 抑郁症防治、精神分裂症防治、焦虑症防治

意外伤害　　 交通事故防治、农药中毒防治、溺水防治、气管

异物防治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

　　注：体育锻炼未列入１０大死因，但是与慢性病防治密切相关，

因此选取作关键词之一。

２２　分析方法

２２１　数据分析　 （１）计算基本指标平均数。统
计各板块不同关键词搜索到信息的粉丝数量、评论

量、点赞量、浏览量等基本指标的总数，除以信息条

目数得到各关键词、各项指标的平均数。（２）计算
信息发布者身份认证率。各板块各关键词的信息发布

者认证率＝该关键词搜索到的传播者中身份已获认证
者数／该关键词搜索到的传播者总数 ×１００％；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对认证率进行卡方检验 （α取００５）。
２２２　内容分析　对搜索到的信息按１０％的比例
进行系统抽样，共抽取５４９条 （抽取到５５８条，其
中９条信息缺失）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分析由预防
医学专业的１名教师和１名研究生共同完成，分析
传播者所发布内容中是否存在常识性错误、广告推

销、封建迷信、晦涩难懂等问题。

３　结果

３１　一般情况

在５５７２条纳入分析的信息中，视频类信息
３０２６条 （其中视频 １５０９条、小视频 １５１７条），
文字类信息２５４６条 （其中资讯１２６３条、微头条
１２８３条）。

３２　传播者

由于收集对象是不同传播者发布的健康信息，

所以信息条目数量相当于传播者数量，可以反映信

息源情况。视频类信息占比５４３％，可见传播者更
重视视频类内容。５类关键词中，发布意外伤害和
慢性病相关信息的传播者数量相对较多，平均传播

者数量都在３００位以上。１８个关键词中传播者最多
的３个是：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恶性肿瘤防治、气
管异物防治，传播者最少的 ３个是：糖尿病防治、
体育锻炼、急性肺炎防治。

传播者身份认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内容质量，已

认证的传播者内容质量相对较高。４个板块中，传播
者总体认证率在６４％左右；其中资讯板块最高，达
７６％；微头条最低，仅５７％。５类关键词中，慢性病
传播者认证率最高，各板块均在７０％以上，其次是
传染病。１８个关键词中，认证率最高的是高血压防
治，综合４个板块达７７％；其次是恶性肿瘤防治。
可以看出，４个板块中资讯板块传播者所发布内容质
量相对较高，５类关键词中慢性病传播者所发布内
容相对更可靠，尤其是高血压和恶性肿瘤防治相关

内容。经统计学检验，４个板块间的传播者认证率
不同，且大部分关键词间的认证率也不同，见表２。

表２　４个板块不同内容传播者认证情况 ［ｎ（％）］

关键词 视频 小视频 资讯 微头条 合计 Ｘ２ Ｐ
慢性病 ３１０（７０４５） ３０２（７３３０） ２３２（７４６０） ３１１（７３７０） １１５５（７２８７） １５５１ ０５８２
传染病 ２７１（６５７８） ３３６（６８４３） ２５３（７９３１） １４９（４９６７） １００９（６６２９） ６２３６ ＜０００１
精神系统疾病 １２３（５２１２） １６２（５７６５） １５４（６８１４） ８６（６４６６） ５２５（５９９３） １４１９ ０００３
意外伤害 ２０６（６１３１） １４３（４５８３） ２６４（８０９８） １６４（４５５６） ７７７（５８２５） １１６７６ ＜０００１
体育锻炼 ３３（３８８２） ５（２３８１） ６０（７４０７） ２１（３０８８） １１９（４６６７） ８０５４ ＜０００１
合计 ９４３（６２４９） ９４８（６２４） ９６３（７６２５） ７３１（５６９８） ３５８５（６４３４） １１４７６ ＜０００１
Ｘ２ ７４８１ ２３９７６ ４４９８ １４５６４ ２３９９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Ｐ为同一个关键词在不同板块传播者身份认证率差异；Ｐ为不同关键词在同一个板块传播者身份认证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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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受众

粉丝是关注传播者的用户，粉丝数越多，传播

者越受关注，传播者发布的内容越容易被更多人看

到。粉丝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话题的受众情况，

而且这些受众相对稳定。在本次调查中，５类关键
词相比较，传染病信息的受众最多 （１９４１万），其
中科普急性肺炎防治、艾滋病防治和结核病防治的

博主拥有最多受众。４个板块中，视频 （１６２７万）
和小视频板块 （１４４１万）受众最多，最少的是微
头条 （１８３万）。

３４　传播效果

３４１　评价指标　针对自媒体健康传播的效果评
价，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借鉴其

他学者［５－６］的评价方法，将内容的浏览量、评论量、

点赞量作为间接指标。（１）浏览量考察信息的受关
注度。从５类关键词的平均浏览量来看，最受关注
的是传染病和精神系统疾病。１８个关键词平均浏览
量从大到小前４位分别是：急性肺炎防治、精神分

裂症防治、恶性肿瘤防治、抑郁症防治。（２）评论
量反映受众的兴趣度和参与度。４个板块中平均评
论量最多的是小视频板块，其次是视频。５类关键
词中精神系统疾病和传染病平均评论量最多。１８个
关键词中，平均评论量前４位分别是：急性肺炎防
治、精神分裂症防治、抑郁症防治、体育锻炼。

（３）点赞量考察用户对信息的认可度和青睐度，还
可以考察健康信息的有用性，以促进二次传播。在

４个板块中，平均点赞量最多的是小视频板块，达
到１５５１８，而资讯和微头条板块点赞量均不到１００。
从５类关键词来看，平均点赞量最高的是传染病和
精神系统疾病，１８个关键词中平均点赞量居前４位
的分别是：急性肺炎防治、精神分裂症防治、艾滋

病防治、抑郁症防治，见表３。
３４２　效果分析　从整体传播效果来看，受众对
小视频板块的健康信息更加关注和认可；５类中传
染病和精神系统疾病传播范围最广；１８个关键词
中，急性肺炎防治、精神分裂症防治以及抑郁症防

治最受关注。

表３　今日头条手机Ａｐｐ４个板块不同内容传播效果指标均值

关键词
视频 小视频 资讯 微头条 总体均值

评论量 点赞量 评论量 点赞量 评论量 点赞量 评论量 点赞量 浏览量 评论量 点赞量

慢性病　　　 ４５ ５７９ ５４ ３１９９ ７ ６７ ６ ３１ ４５３０９ ２９ １９１

传染病　　　 ２３ ２７１ ５５１ ３１０８６ ７ ５３ ３３ ２５ ６４４５３ １９２ １０１１８

精神系统疾病 ４５ ３４７ ６８２ １４９４１ １７ ８４ １３ １０３ ５７４６４ ２３７ ４９２３

意外伤害　　 ２６ ２０８ ２１８ ７２０３ ３ １８ １６ ４１ ３５３８９ ６４ １７５２

体育锻炼　　 ８８ ２２４ １８０４ ２４４３５ １３ ４８ ３ ３４ １８２４７ １８３ ２１１１

总体均值　　 ３９ ３５６ ３８９ １５５１８ ８ ５２ １５ ４０ ４９２８９ １２２ ８３５４

　　注：浏览量仅涉及视频和小视频。

３５　质量分析

对４４９条样本内容分析发现，健康信息大多由

医生、官方媒体或者医院发布，内容基本科学可

靠，但是也存在内容中含有软广告及常识性错误等

问题。内容涉及广告的视频有２条，小视频５条，

资讯７条，微头条８条；内容中有常识性错误的视

频１条，资讯１条，微头条２条。

广告推销内容包括未经科学验证的疾病防治方

法、产品推广以及医院、医生广告。该类广告常常

以科普健康信息的形式进行产品推广，前半部分讲

解疾病或者健康相关知识，中间或者末尾衔接产品

介绍，受众可能浏览完整篇文章或观看完整个视频

之后才发现是商业软文推广。此外，部分健康信息

存在常识性错误。普通受众健康信息甄别能力有

限，同时缺乏有效指引， “伪健康”信息很容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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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４　讨论

４１　恰当选择媒介形式有助于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比起资讯和微头条这类以文字信息为主的板

块，视频和小视频板块具有低门槛、趣味化、场

景化等特点，所发布健康信息容易获得更高粉丝

量、点赞量和评论量，因此在进行健康科普时需

要合理利用视频类媒介，将高质量健康信息与视

频视听元素有效结合，从而提升健康信息传播

效果［７］。

４２　急性肺炎防治、精神分裂症防治和抑郁症防
治是当前热点话题

　　在１８个关键词中，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恶性
肿瘤防治等慢性病信息数量最多，但是急性肺炎防

治、精神分裂症防治、抑郁症防治却获得最多浏览

量、评论量和点赞量。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抑郁症发病率为 ３１％，而中国发病率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８－９］。但是平台中关于以上３种疾病的信息
数量相对较少，需要加强相关科普信息传播，促进

受众加深了解。

４３　健康信息供需不平衡

信息数量多的关键词未获得应有关注，而大众

较关注的关键词信息数量却相对较少。２０２１年中国
居民１０大死因排名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心脑血
管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危害国民健康的最主要原

因，此类疾病相关健康信息应该提高普及度，平台

中相关关键词虽然信息数量多，却并未获得较高的

浏览量、点赞量和评论量。提示传播者在发布该类

信息时应适当改变策略，多采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此外，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极高 （约 １２８％），
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１０］。但是平台糖尿病防治相关

信息匮乏。同时，急性肺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是目前公众较关心的疾病，但是相关信息数量不能

有效满足受众需求，传播者还应增加这几方面的信

息供给。

４４　加强监管，提升信息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

４４１　重视健康信息传播者资质审查　当前社
会受众对信息的质量、可读性和普及度有了更高

要求［１１］。微头条、视频等板块中约 ４０％信息发
布者未经认证，来源不明的 “伪健康”信息会给

受众带来健康伤害，因此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

需要更加重视微头条、视频类板块健康信息传播

者的资质审查，制定与完善健康信息生产管理

标准。

４４２　加强广告监管　健康传播本身是公益性质
活动，但传播者有流量变现的需求。因此平台对广

告现象的监管要兼顾这两种需求。例如，要求信息

发布者在视频、文案或者评论区明确说明广告性

质，或在视频中添加 “广告”水印字幕，以此提醒

受众。不管是媒体平台还是传播者都需要平衡好健

康传播的公益性与商业性，才能推动健康传播的可

持续发展［１２－１３］。

５　结语

传播者通过今日头条手机 Ａｐｐ的视频、小视
频、资讯和微头条等板块向受众传播健康信息，但

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各板块身份认证不均衡、对信息

中隐含的广告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有关部门和平台

应该加强管理。在质量分析中，本文仅分析发布方

身份和是否有广告，未进一步分析发布信息的科学

性、通俗性等；有关传播者身份是否可靠仅采用身

份认证率进行分析。下一步研究可根据传播者的身

份认证信息进而分析其专业性，以及专业与非专业

传播者的传播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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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方法对医学对话临床发现阴阳性判别任

务的有效性。未来考虑与知识图谱技术相结合，

从图谱中引入问诊文本所含临床发现词的知识信

息并加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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