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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使用医疗新媒体改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效果，以期为新媒体
在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应用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法分析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使用医疗新媒
体的应用现状，从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评估新媒体与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结合产生的效果。结果／结论 研究
发现新媒体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具有普适性和多元化特点；科普文章、科普直播和互联网医院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需及时加强对高学历患者的心理疏导。新媒体是获取辅助生殖医疗信息、提高诊疗效率和

加强科普服务的重要途径，可有效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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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１年５月发布的 《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特邀

重大报告》［１］指出，我国不孕率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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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８％，辅助生殖技术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周期数已超过 １００万次。
在辅助生殖技术持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

新的问题和挑战。据统计［２］，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各机构各类ＡＲＴ服务量下降４０％～
５０％，精子库各类业务量下降５０％ ～７０％。新媒体
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络等渠道对数字技

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等加以利用，为公众提供

信息和服务的新型媒体形态［３］。医疗新媒体作为其

中的新生力量，影响着医疗体系与公众关系。本研

究旨在探讨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使用医疗新媒体改善

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效果，以期为新媒体在辅助生

殖技术服务领域应用提供参考。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以２０２１年８—１２月
在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接受

辅助生殖助孕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采

用自愿、匿名原则。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知情同意。

２２　方法

设计问卷并利用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制作二

维码。患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问卷填写。问

卷由生殖专业工作人员进行审核。问卷题目类型包

括单选题和多选题。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 （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挂号方式 （在线预约、电

话预约、现场预约）、获取科室信息和生殖知识的

具体途径 （微信公众号、学科网站等）、医患沟通

方式 （诊室、互联网医院等）、通过新媒体获取相

关信息的满意度及忠诚度等。按照４级量表评分原
则，满意度有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

意”“不满意”４种，分别记为４、３、２、１。忠诚
度有 “总是如此”“经常如此”“有时如此”“从未

如此”４种，分别记为４、３、２、１。

２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统计学分析。量表题的信
度分析利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检验，效度分析利用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ｓ球性检验和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
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构成比 （ｎ，％）表示，采用
卡方检验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
（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多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基本信息

３１１　患者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收集８７３份问卷，
有效问卷８７３份，问卷应答率１００％。大专及以上
学历患者６３７例 （７２９７％），具有良好的语言理解
和表达能力，见表１。

表１　患者基本特征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８１ ９２８

女 ７９２ ９０７２

　年龄 （岁） ≤２９ ２９４ ３３６８

３０～３５ ４１０ ４６９６

３６～４０ １５１ １７３０

≥４１ １８ ２０６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２３６ ２７０３

大专 ２８６ ３２７６

本科 ２８７ ３２８８

研究生 ６４ ７３３

３１２　使用新媒体就诊情况　绝大多数患者使用
过在线预约挂号，患者获取科室信息和生殖知识的

主要途径均为微信公众号，医患沟通主要方式为互

联网医院在线咨询，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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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患者就诊时新媒体使用情况

项目 人数 （％）

挂号方式　　　　　 在线预约 ７９８（９１４１）

电话预约 ８　（０９２）

现场预约 １０８（１２３７）

获取科室信息的途径 微信公众号 ８０３（９１９８）

微博、网页 １９７（２２５７）

电视新闻资讯 ８９（１０１９）

亲朋好友介绍 ２１２（２４２８）

获取生殖知识的途径 微信公众号 ６７０（７６７５）

学科网站 ２２４（２５６６）

微博、短视频平台 ３９６（４５３６）

百度 ３８９（４４５６）

其他 １３０（１４８９）

医患沟通的方式　　 互联网医院 ６３９（７３１９）

微信公众号 ３９８（４５５９）

电话 ３２４（３７１１）

诊室 ４８２（５５２１）

新媒体宣传的效果　 更方便 ７４１（８４８８）

更快捷 ５０９（５８３０）

更可靠 ３５９（４１１２）

更经济 ２５８（２９５５）

３２　不同组间患者新媒体使用情况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

患者分别在挂号方式、信息获取途径、医患沟通方

式及使用新媒体效果评价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表明医疗新媒体在辅助生殖技术
服务中得到普遍认可，对辅助生殖助孕患者具有普

遍适用性，见表３。
患者使用新媒体的满意度维度和忠诚度维度各

包含５个条目。其中，满意度包括患者对挂号便利
性、科普文章、微视频的看法以及在科普直播或互

联网医院进行线上咨询后的评价。忠诚度包括患者

阅读科普文章、观看科普直播、观看微视频的频率

以及在科普直播或互联网医院进行线上互动的情

况。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分别为０７４３和０８４２，ＫＭＯ值
为０８１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性检验的 χ２值为１８９８６６７
（Ｐ＜０００１），表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患
者使用新媒体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得分，男性高于女

性，年龄大者高于年龄低者。但不同性别、年龄患

者间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不同文化
程度间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得分按照从高中

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的顺序递减，见表４。

表３　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患者新媒体使用情况比较

项目
挂号方式 获取科室信息的途径 获取生殖知识的途径 医患沟通的方式 新媒体宣传的效果

χ２ Ｐ χ２ Ｐ χ２ Ｐ χ２ Ｐ χ２ Ｐ
性别　　 ２１０５５ ００６３ ９４３１ ００９３ ６０７０ ０５３２ １４１１ ０９２３ ２１６０ ０５４０
年龄　　 １８６９４ ００７１ １６１６２ ０３７１ ２９９４７ ００９３ ５０３０ ０９５７ ３７３５ ０９８８
文化程度 １１７０４ ０２３０ ２２５７８ ００９４ ２６５２５ ０１８７ ５４３６ ０９４２ ７２０６ ０６１６

表４　使用新媒体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比较

项目 满意度 ｔ／Ｆ Ｐ 忠诚度 ｔ／Ｆ Ｐ
性别　　 男 ３１０±０９２ ０３６０ ０４９３ ２４８±０７４ ０９５１ ０３４２

女 ２９９±０８３ ２３６±０７４
　年龄 （岁） ≤２９ ２９６±０９０ １２８１ ０２８１ ２３２±０７５ ０６６０ ０５７７

３０～３５ ２９７±０８６ ２３６±０７５
３６～４０ ３１３±０６５ ２４５±０６８
≥４１ ３４０±０６５ ２６０±０８１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３１９±０７２ ５６８０ ０００１ ２５２±０７３ ４２３４ ０００６

大专 ３００±０８７ ２３６±０７７
本科 ２９６±０８４ ２３３±０７３
研究生 ２４５±０９０ １９６±０５４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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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同新媒体形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患者阅读科普文章分别
与观看科普直播 （ｒ＝０６０２，Ｐ＜０００１）、使用互
联网医院 （ｒ＝０３４，Ｐ＜０００１）呈正相关；观看
科普直播与使用互联网医院 （ｒ＝０３７８，Ｐ＜
０００１）呈正相关，即阅读科普文章越多，越提升
科普直播观看量和使用互联网医院意愿；同时，观

看科普直播的次数越多患者越愿意使用互联网医院

进行线上咨询。表明不同新媒体形式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患者倾向于通过多个新媒体平台了解辅助

生殖技术相关信息，见表５。

表５　不同新媒体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科普文章 科普直播 互联网医院

科普文章　 １

科普直播　 ０６０２ １

互联网医院 ０３４ ０３７８ １

　　注：表示在置信度 （双尾）为００１时，Ｐ＜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新媒体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４１１　性别与年龄　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调查方
式，对不孕不育患者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研。结

果显示，参与调查的患者以女性居多，占９０８８％。
年龄在３５岁及以下的患者达到８０６６％，大专及以
上学历占比７２９３％。多项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
不孕女性会承受更多心理困扰［４－５］。我国生育观念

深受社会和文化背景影响，不孕不育究其原因可能

存在男女双方因素，但在未确诊前，人们习惯性将

不孕原因归结于女方，使女性承受更大心理压力，

比男性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６］。杜超等［７］研究结果

显示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中女性知觉压力大于男性。

本研究中女性患者使用新媒体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得

分低于男性，可能与此有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方面得分均有所提高。可能的原因是高龄女性伴

随着自然流产率升高，活产率降低［８］。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Ｍ
Ｄ［９］报告的美国ＡＲＴ数据显示，３５岁以下女性每周
期活产率为４０１％，而４２岁以上女性每周期活产

率为４５％。流产率在 ３５岁左右开始上升，从约
１０％上升到４４岁的峰值约６５％。一般而言，体外

受精的成功率可维持到３０岁左右，在３０～３５岁间

略有下降，３７岁以后下降更甚，到４４岁时，妊娠

率接近０％。这些不利因素促使患者生育需求更加
迫切，且年龄较大的患者一般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更稳定，因此在面对辅助生殖治疗结局的不确定性

时，具有更强承受风险能力［７］。随着年龄增长患者

更有能力适应不孕状态［１０］。

４１２　文化程度　在使用新媒体满意度和忠诚度

方面，患者学历越高得分越低。原因可能是高学历

不孕症女性会通过互联网咨询、查阅书籍及阅读文

献等多方面获取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知识，更易获取

治疗的不良反应相关信息，却无法及时得到专业指

导，因而心理负担加重［１２］，在使用新媒体就诊过程

中更容易出现满意度和忠诚度过低的情况。对此，

在做好新媒体平台与辅助生殖技术结合运营的同

时，应及时加强针对此类患者的心理疏导，帮助其

消除负面情绪。

４２　新媒体与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结合的普适性和
多元化

　　互联网医疗是医疗发展的一种趋势［１２］。互联网

医疗提供了一种面对面预约服务的替代模式。在临

床安全和适当的情况下，将这种模式集成到现有服

务中，可增加患者选择，将医疗保健服务与患者的

期望和需求相结合可提高患者整体满意度［１３］。多项

研究证实，线上复诊［１４］和远程医疗［１５－１６］可有效节

约患者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诊疗效率，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获得良

好的就医资源，及时得到诊治，避免延误病情［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患者多选择在互联网医院

进行在线预约挂号。大多数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

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医患沟通，了解ＡＲＴ相关

知识。大部分患者认为运用新媒体使其诊疗更方

便、更快捷。同时，采用图文、音频、直播等多种

新媒体形式推出科普知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相辅相成，可实现信息传播的多元化［１８］，更好地促

进新媒体与辅助生殖技术相结合，有效地提升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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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质量水平，促进医患关系

和谐。

５　结语

本研究基于辅助生殖助孕患者对医疗新媒体的

使用情况，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方式，分析新媒体与

辅助生殖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效果及影响因素，提出

将新媒体运用到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中具有重要价

值。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为单中心研究，参与

调查的患者大部分来自西北地区，以女性居多；研

究生学历患者样本较少；问卷设计的多选题主要依

靠患者主观感受或体验，缺乏客观指标。未来还需

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从多个维度更客观、更全

面地对患者使用新媒体的情况进行分析，更好地促

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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