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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网络调研统计分析北京市属１８所三甲医院基于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等新媒体进行健康
教育的相关数据，对其中３所代表性医院相关工作负责人进行访谈，分析总结医院基于新媒体开展健康教
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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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指出

要建立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促进

与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健康科学知识宣传

力度，积极建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视类健康栏目，

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１］。２０２１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印发 《“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将全面落实健康中国、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鼓励融合媒体平台建设和产品

创新，不断增强网络平台聚合能力，充分发挥新媒

体平台优势，不断拓展新媒体覆盖面和影响力，向

公众精准有效传播健康知识［２］。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新媒体受到公众广泛关

注。由于所载信息便于公众获取，传播速度快、范

围广，受众接受程度高，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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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明显。利用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公立医院在

医学知识资源的科学性、权威性、丰富性等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但是以往研究仅对北京市属医院抖音

号进行调研［３］，未涉及微博、微信公众号，而后两

者在健康传播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本研究拟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 （以下

简称 “两微一抖”）及官方网站对市属医院健康教

育概况进行调研，并对各医院医务人员个人粉丝数

超过所在医院粉丝数的代表性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公立医院在健康教育方面具备的优势和目前健

康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对其中各项数据前３位的三

甲医院宣教工作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其利用新媒

体开展健康教育的策略和方针政策等。结合调研数

据及访谈内容，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改进新媒体健康

教育策略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２　研究方法及内容

２１　研究方法

调研１８所北京市属三甲医院官方 “两微一抖”

页面，调研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５日。对其中３

所代表性医院的访谈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１８日，

访谈内容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

者、传播效果等方面。

２２　研究内容

２２１　微信公众号调研分项指标　包括公众号简

介或菜单中是否有医院网址、医院简介、联系方式

等信息，是否每日推送文章，是否有健康教育专栏

或 （子）菜单，是否有微信视频号。

２２２　微博调研分项指标　包括粉丝数量、转评

赞数量、发布微博总数、视频累计播放量、获点赞

数最多的微博视频点赞数量，主题和视频是否有合

辑、是否按内容分类、与抖音作品是否相同，是否

每日更新，微博获点赞数最多的点赞数量及主题，

是否存在医务人员个人粉丝数高于其所在医院官方

微博粉丝数的情况，如果存在，其热门微博主题是

什么、是否有直播回看。

２２３　抖音调研分项指标　包括官方号粉丝数

量、是否存在医务人员个人粉丝数高于其所在医院

官方抖音粉丝数的情况、抖音作品数量、获赞次

数、抖音号简介里是否有医院网址、获赞数最多的

视频点赞数量及主题、是否有视频合辑、是否按内

容分类、是否有直播回看。

３　数据调研

３１　总体情况

１８所医院均开通了微信、微博官方账号，两所

医院无抖音官方号，其中１所有快手号。绝大部分

医院都利用 “两微一抖”开展相应健康教育及传播

工作。１８所医院微博粉丝数合计７６８８万，转评赞

合计９４２万次，发布微博合计９５８８３条，微博视

频累计播放量３４２５１万次。１６所医院抖音官方账

号粉丝数合计３５９７万，发布视频４１８３条，获赞

１１９４７万次。从调研情况看，各医院情况存在很

大差异。

３２　微信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设有专门的科普

号 “首都儿科研究所科普号”，其余医院仅开通微

信服务号或订阅号。有４所医院每日更新公众号文

章，其余医院均为不定期更新。１０所医院在公众号

中设置健康教育或科普专栏。有６所医院有微信视

频号，但视频数量有限，远不及抖音和微博视频

数量。

３３　微博

３３１　基本数据　１８所医院中有５所每个工作日

更新微博。粉丝数超过１００万的仅有首都儿科研究

所附属儿童医院及北京儿童医院的官方微博，另有

８所医院粉丝数超过２０万。有３所医院转评赞数量

在１０万次以上。微博总数最多的医院发布１０８３８

条，最少的医院发布２０００多条。１４所医院有微博

视频合辑，大部分医院仅对部分微博视频按内容进

行分类。微博热门内容５０条以上的有１０所医院。７

所医院有微博直播回看。

３３２　微博视频累计播放量　北京友谊医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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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累计播放量最高，达１２４９５万次，其中播放

量最高的３个视频主题分别是 “吃鱼不慎卡鱼刺，

喝醋吞馒头管用吗”（５３９万次）、 “胃癌有哪些症

状”（１１９万次）、 “肺纤维化的症状及诊断”（９３８

万次）。其次为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微

博视频累计播放量累计达５８６３万，其中播放量最

高的视频主题是 “江西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小瞡逸

到首儿所治疗” （３３８万次）。其余医院微博视频

累计播放量均不高。

３３３　微博视频被点赞次数及主题　排名前３位

的分别是北京地坛医院的 “给病人打一针就完事

了，麻醉医生告诉你没那么简单”（１５６万次）、北

京妇产医院的 “上书房结核二三事，宫廷小动画”

（９２万次）、北京回龙观医院的 “进行心理治疗前

需要来访者做哪些准备”（７６万次）。

３４　抖音

３４１　粉丝数　１８所医院中只有首都儿科研究所

附属儿童医院抖音官方号粉丝数超过百万，达

１８５３万。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安

定医院及北京世纪坛医院３所医院不存在本院医生

粉丝数高于医院官方号粉丝数的情况。

３４２　发布媒体及内容分类　只有３所医院有视

频合辑并按内容分类，有两所医院有抖音直播回

看。大部分医院都有快手号，但粉丝数均远低于抖

音号。此外，北京友谊医院更倾向于通过快手发布

短视频和进行直播，其快手短视频粉丝数达 ５３４

万；其他医院均倾向于通过抖音发布短视频和进行

直播。

３４３　作品数量及点赞　北京世纪坛医院抖音官

方号发布作品６０３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院发布作品５４２个。前者获赞７１１４万次，后者获

赞２６６２万次，在１８所医院中排名前两位。抖音官

方号视频点赞数量最高的３个主题是：北京世纪坛

医院的 “看看医疗队员小姐姐包里装了什么”

（２５３５万次）、北京天坛医院的 “为生命接力，为

爱祈祷” （４３２万次）、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的 “８５岁奋战在一线的硬核奶奶陈育智”

（１５２万次）。

３５　结果分析

从 “两微一抖”官方账号调研的各项数据可看

出各医院在传播者制作作品数量 （数量、更新频

率）、质量 （是否进行分类、是否有内容合辑、是

否进行选题设计与策划）、用户数量 （粉丝数）、用

户反馈情况 （转发、点赞、评论）等方面都存在较

大差异。为了促进三甲医院更好地掌握基于新媒体

开展健康教育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本研究选择各项

数据表现较好的３所三甲医院，通过访谈探究其原
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４　专家访谈

信息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

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５个要素和环节构成。本研
究中传播渠道主要指 “两微一抖”新媒体平台，故

访谈中省略该环节。

４１　传播者

４１１　基本方针和传播策略　接受访谈的３所医
院开展健康教育的基本方针是遵循上级安排，守住

健康知识传播的原则底线，坚守科学的态度，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但并不 “唯流量”去迎合用户。多

平台分发，有利于提升传播效果，开展健康教育的

策略为 “遍地开花式”。

４１２　管理模式　各医院均由宣传中心团队运营
官方平台，不同人员分工负责不同新媒体平台账

号，根据平台特点差异化运营。规范发布内容，医

院鼓励医务人员投稿视频和科普作品，由宣传中心

进行后期剪辑制作及发布。公众号或官网发布的部

分文章文字图片来自媒体采访文字或新闻稿，其中

的科普稿则多来自于医院医护人员。部分科普稿以

漫画形式呈现，医生提供文字稿，由专业公司进行

漫画创作。规范发布流程，文字内容通过院内行政

办公系统上报，相关科室主任进行审核修改，最后

由医院领导把关。

４２　传播内容

４２１　内容选题　受访医院会针对不同人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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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细分和推送，选题围绕季节性疾病、 “世界健

康日”等固定时间点展开，同时针对社会突发热点

和用户提问进行选题。总体而言，尽量保证选题贴

近用户需求。

４２２　内容制作　科普内容既要保障准确性、专

业性，也要做到通俗易懂。为保障准确性，初稿撰写

以主治医师为主，科室主任进行专业把关。主治医师

负责常见病的科普，罕见病、疑难病则由具有副主任

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医生负责，以专辑系列的形式展

示体系化的科普知识，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４３　受传者

４３１　互动反馈　医院与用户互动多采用专题性

互动，用户反馈主要来自平台的各种互动功能，如

用户留言、评论、私信等。

４３２　分类组织　针对不同人群健康教育分类方

式有两种，一种是按照患者年龄段，另一种是按照

疾病种类 （保健类、常见病类、罕见病类）。此外，

宣传中心还针对罕见病设置人文类投稿专栏，由患

者写就诊经历，医生写诊疗过程等。首都儿科研究

所附属儿童医院将专门为每位出门诊医生制作的官

方网站主页二维码印制成名片，所有健康教育内容

均在其主页进行展示发布，患者家属可以扫码关注

后进入医生主页查看相关疾病科普视频。

４４　传播效果

４４１　医媒联动　访谈医院均与电视台、报社、

医学期刊等其他专业媒体合作，传播效果显著。医

院实用性信息、科普信息及突破性治疗手段受专业

媒体关注。因此在报道中加入医院动态类及服务类

内容，可提升专业媒体对医院的关注度。由于媒体

受众基数大、范围广，从传播效果来看，医媒联合

效果远高于医院自媒体平台独立运营。

４４２　热点追踪　医院新媒体管理者应关注点击

量较高内容的评论，趁热度乘胜追击。如选择点击

量高的视频进行置顶，围绕评论趁热度对话题进行

挖掘扩展。

４４３　业绩评估　３所受访医院均表示目前缺乏相

应途径对公众受教育效果进行评估。尽管对宣传中心

的工作业绩而言这是非常好的考核亮点，但目前医院

尚未建立宣传工作评价系统。国内其他城市也没有较

好的评估方式。尽管缺乏评估方式，但３所医院普

遍表示医院领导对健康教育传播的重视程度及对宣

传工作的理解使宣传中心工作人员倍感欣慰。

５　对策与建议

５１　传播者：提高医院重视程度，加大新媒体宣
传力度

５１１　建立激励机制　宣传中心以服务医务工作

者为中心，制作高质量新媒体作品。医院通过物质

及精神鼓励，激励医院人员参与内容制作。充分了

解医生擅长的科普领域及能力特点，鼓励医生通过

撰写科普文章、出镜科普讲座等多种方式参与新媒

体内容制作，精准服务受众。根据对相关负责人的

访谈，建议将新媒体内容制作纳入医务人员考核指

标，部分医院在此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部分

医院还采取将来自多个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结集出版

为正式科普图书等激励政策。科普图书也可作为成

果之一，医务人员作为参编者，媒体、出版社等将

提供一定稿酬。

５１２　提升宣传力度　建议在医院官方网站突出

位置以二维码方式展示新媒体账号，以便公众浏览

官网时链接至新媒体。通过调研发现大部分医院都

在官网展示微信或微博图标、二维码，部分医院只

展示微博，但只有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及

北京中医医院展示抖音号，北京肿瘤医院还展示微

信小程序微课堂，其中包含 ３６个专题、数百个视

频，并按科室进行分类。各医院每年门诊量极高，

但是新媒体粉丝数却不高，因此需要加大宣传力

度，如在医院就诊室门口或门诊大厅张贴相关宣传

海报及二维码，便于患者在候诊时了解相关疾病常

识，也便于就诊时进行医患沟通。

５２　传播内容：加强新媒体内容数量及质量

５２１　内容制作精细化，审核流程规范化　从内

容制作到审核应该集思广益，加强团队合作，打造

新媒体品牌。与新媒体平台合作，组织直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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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播讲座内容细化为小知识点，再在视频平台以

合辑形式发布。设置直播回看有利于科普知识长期

有效传播。此外，通过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的同时

可以开展配套科普书籍的撰写和出版工作。

５２２　内容组织形式多样化　按照公众需求对
健康教育内容进行分类，如健康理念和基本知识、

疾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安全与应急、

健康政策等，方便公众按需获取。其中疾病防治

可按疾病分类，而不是单纯按照健康大讲堂、健

康常识等进行分类。新媒体内容适合做成合辑形

式，系统揭示某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等。各

新媒体平台应做到同频共振，共同促进资源有效

宣传。在保证每部作品高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在

多平台发布，扩大受众面。同时建议抖音增加可

按内容热点进行排序的功能，以促进热点内容的

广泛传播。

５３　受传者：了解用户需求，提高选题针对性，
促进医患沟通

５３１　开展用户调研，根据需求选题　通过新媒
体或官方网站在线调查功能，广泛调研了解用户需

求，围绕需求进行选题组稿［４－５］。结合热点问题进

行相关科普内容的选题和制作。各科室可以根据本

科室疾病谱分析结果，针对常见疾病或症状创作科

普短视频或文章。还可以根据季节特点，针对常见

病高发病进行科普，如春季 “过敏性鼻炎”。

５３２　以人为本，促进医患沟通　通过制作科普
访谈类节目，邀请专家访谈门诊真实情况，在开展

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对医院进行全方位宣传，关注护

工、护士等普通医务人员日常工作，用长远眼光看

待医患沟通，宣传正能量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医院精神和文化建设进行宣传。

５４　传播效果：多方合作，提高专家参与度，扩
大传播面

　　新媒体制作专家与医疗专家广泛合作，才能制

作出高质量的短视频，提升观看量，带来更多用

户。针对医生个人新媒体粉丝数超过医院官方粉丝

数的情况，访谈医院均认为相比医生 “网红”，更

希望打造医院 “网红”。建议与有较高新媒体影响

力的医生合作，听取其经验、思路及建议，结合特

色学科进行新媒体作品制作和科普宣传。此外，医

院可了解本院特色学科权威专家是否开通视频号，

并协助权威专家开通和运营个人视频号，发布相关

视频内容。

６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属公立三甲医院新媒体健

康教育现状进行调研，结合３所三甲医院新媒体负
责人访谈内容，初步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建议和对策。目前仅对部分医院进行调研，没有涉

及北京其他医院及京外医院，样本量仍有扩大空

间。基于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公立医院发展潜力

巨大，应把握这一契机，加大健康教育与科普投

入，为保障全民健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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