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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农村老年人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替代搜寻行为，分析行为过程中的主体行为特
征，探究替代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方法／过程 对农村老年人最常选择的替代搜寻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访
谈结果进行编码。结果／结论 通过三级编码梳理出３７个初始概念、１５个子范畴和６个主范畴，构建替代搜
寻者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理论模型。替代搜寻者进行替代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行为动机、信

息能力、信息意识、环境特征、代际支持，替代搜寻行为可划分为信息检索、筛选、处理、传递过程，行

为过程中替代搜寻者表现出坚定性、情感驱动性、辅助性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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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带来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变革，越

来越多的公众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现代通信设备

获取在线健康信息［１］。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经

历慢性病等疾病，且随着青年劳动力大规模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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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家庭规模小型化，农村老年人对健康信息需

求更大。但由于其缺乏利用在线健康信息的意识或

技能、身心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子女无法常伴身边等

问题，常在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时遭遇困难［２－３］。对

于不能独立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而言，能够使

用互联网的家人或朋友在搜索、筛选和传播在线健

康信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４］。这种由其他互联网用

户代替信息需求者搜寻以满足其健康需求的行为被

称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５］。在线健康信息

替代搜寻行为可定义为对互联网利用有限的健康信

息需求者以人际关系作为信息来源，后者通过互联

网平台对其进行健康信息支持的行为，其中人际关

系中的人员往往为非医学专业人员［６－７］。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已成为较普遍的现

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８］报告指出，在进行在线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美国用户中，约５０％近期进行了
替代搜寻行为。有效利用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

能够加强向老年人传播健康信息，缩小数字鸿沟，

产生重要的公共卫生影响［９］。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行为一般通过非专业医学人员代理实现间接互联

网使用行为，涉及被替代搜寻者、替代搜寻者以及

在线健康信息资源３个主体，是健康信息不断传递
与反馈的复杂过程，与自我搜寻相比存在更多的可

能性，也更可能遭遇困难与挑战［１０］。本研究通过半

结构化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替代搜寻者行为影响

因素，探讨其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过程中的

行为特征。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方法选取

扎根理论是构建理论的通用方法，具有缜密标

准的研究步骤，以及脉络梳理、层层提炼的方法论

优势，非常适用于本研究［１１］。本研究对帮助农村老

年人搜寻在线健康信息的替代搜寻者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再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编码处理，分析替

代搜寻者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特征和影响

因素。

２２　数据收集

我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６０周岁以上
即被确定为老年人。考虑老年人使用方言的习惯和研

究团队对地方方言的掌握情况，被替代搜寻者为河南

省６０周岁以上居住在农村的具有农村户口的老年人。
ＲｅｉｆｅｇｅｒｓｔｅＤ等［１２］指出代理者更有可能是家庭成员而

非朋友或同事。ＤｏｌｎｉｃˇａｒＶ等［１３］指出代理互联网使用

一般和代际团结联系在一起。因此本研究中的替代

搜寻者为其指定的最常选择的家庭成员。通过便利

抽样选取农村老年人，再由其指定最常选择的替代

搜寻者，访谈替代搜寻者，访谈方式为面对面或微

信电话，访谈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２３年２月，
共收集２３份访谈数据，约４６万字。通过查阅在线
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相关研究，结合他人访谈提

纲，设计尽可能情景化的问题，见表１。

表１　访谈提纲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替代搜寻者 您平时是否会使用手机或者电脑上网浏览、搜寻信息？频率如何？您能够顺利通过互联网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吗？您认为您

能够判断信息的真假吗？

您认为在线健康信息是否有用？是否经常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

您会不会帮家里的老年人在网上搜寻健康方面的信息？主要是哪些方面信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会替谁搜寻？

您一般如何获取被替代搜寻者所需的健康信息？这一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如果有是怎样解决的？

您会如何处理替他人搜寻的在线健康信息呢？怎样回答被替代的对象的问题？

据您所知，您替代的对象是否会自己上网搜寻健康信息？您为什么会帮助他们上网搜寻健康信息？

在替代别人搜寻健康信息后，您认为搜索的信息有没有帮助到老年人呢？以后是否还愿意进行替代搜寻行为，为什么？

　　大部分被访者用方言交流，人工整理文字，通
过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对其中１８份访谈记录编码，其余５

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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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扎根分析

３１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对原始访谈文本进行标签化

和范畴化，最终得到范畴［１４］。对１８份访谈数据进
行开放性编码，共分析 ５０９条相关语句，由研究
小组阅读后剔除无关内容。之后概念化原始访谈

文本，整理相似概念，讨论分歧概念直至达成一

致。最终获得农村老年人在线健康替代搜寻行为

相关概念３７个，经过合并归纳后得到 １４个初始
范畴，见表２。

表２　开放性编码

初始范畴 原始概念

心理动机 对他人关怀、子女孝心、自我价值实

现、双方获益

外在动机 他人要求、时空限制

信息搜索能力 获取所需信息

信息判断能力 判断真伪性、判断有用性

信息利用能力 筛选有用信息、信息利用

在线健康信息获取现状 浏览获得、主动查找

信息质量 在线健康信息有用性、在线健康信息

真伪性

隐私安全 信息泄漏

信息茧房 个性化推荐、无法回避

代际关系 居住距离、联系频率、联系方式、了

解情况、日常帮助行为

信息检索 检索词、检索平台、限定词

信息筛选 真假判断、有用性判断、选择信息

信息处理 学习理解、存储加工

信息传递 解释说明、沟通方式、中介人员、沟

通过程、内容反馈、方式反馈

３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指重新按照逻辑顺序梳理基本范畴，

挖掘提炼主范畴与初始范畴间的各种联系［１５］。对

１４个初始范畴不断比较梳理发现其内在关系，形成
６个主范畴：行为动机、信息能力、信息意识、环
境特征、代际支持、替代搜寻行为，见表３。

表３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基本范畴内涵

行为动机 心理动机 出于对他人的关怀等心理

行动

外在动机 外在条件推动与限制行动

信息能力 信息搜索能力 从信息源查找信息的能力

信息判断能力 判断信息质量的能力

信息利用能力 利用信息中可用部分的能力

信息意识 在线健康信息获取现状 对在线健康信息的关注度

环境特征 信息质量 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与

有用性等

隐私安全 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注重程度

信息茧房 个体被所接触的信息包围

代际支持 代际关系 二者联系的密切程度

替代搜寻行为 信息检索 从互联网平台获取信息

信息筛选 从获取的信息中筛选有用

部分

信息处理 对筛选后的信息进行加工

内化

信息传递 将信息分享给他人

３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发现各概念间深层次的关系并阐

明 “故事线”，从而形成理论框架［１６］。梳理６个主
范畴间的关系，并通过原始语句和初始概念举例说

明，分析其内在关系，得到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行为”这一核心范畴，见表４；形成的理论模型，
见图１。

表４　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 原始资料 关系结构提炼

→行为动机 替代搜寻 老人高血压好几年了，现在不吃药了，但做子女的

肯定得留心

→子女孝心 替代搜寻

→信息能力 替代搜寻 老人问我了肯定会查， →但要先自己看看对不对 判断真伪性 替代搜寻

→ →信息意识 替代搜寻 平常刷视频看到高血压相关的内容就给老人也看看 浏览获得 替代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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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典型关系 原始资料 关系结构提炼

→ →环境特征 信息能力 替代搜寻 网上说的有真有假， →

→

肯定要看看对不对再对老人说 在线健康信息真伪性 信息判断能力

替代搜寻

→ →环境特征 信息意识 替代搜寻 看到高血压相关内容会点赞，就会持续推相关内容，

有时间就会看

→

→

个性化推荐 在线健康信息关注度

替代搜寻

→ →代际支持 行为动机 替代搜寻 平常都在外面工作， → →老人生病也只能在网上查 居住距离 外在动机 替代搜寻

图１　替代搜寻者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型

３４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指判断资料能否产生新的概念

范畴，并直至再无新范畴产生为止的过程［１７］。使用

预留的５份访谈资料检验理论饱和度，开放性编码

后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即模型通过理论饱和度

检验。

４　研究发现

替代搜寻行为的前因可概括为５个方面：行为

动机、信息能力、信息意识、环境特征、代际支

持，行为动机、信息能力、信息意识是替代搜寻行

为的直接影响因素，环境特征通过信息能力、信息

意识起调节作用，代际支持通过行为动机起调节作

用。替代搜寻者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可分

为信息检索、信息筛选、信息处理、信息传递４个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替代搜寻者表现出坚定性、

情感驱动性和辅助性。

４１　替代搜寻者行为特征

４１１　坚定性　替代搜寻者在帮助农村老年人获

取在线健康信息时，该行为作为基于代际关系的替代

搜寻行为，往往具有更强的责任感，行为过程中更加

坚定，并努力满足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受访者指

出，在亲代向自己传达求助或自我出于关心向其分享

健康信息时，自己往往会对获取老年人所需信息抱有

更坚定的信念，会通过多平台查询、参考平台认证等

方式确认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例如 “都问我了肯

定会去查” “自己不太查这些，查的话就是帮老人

查，给老人查的话当然会看得更仔细一点”。替代搜

寻者须尽力理解老年人真正的健康信息需求，然后从

网络海量健康信息中选择老年人所需信息，并以其更

易理解的形式传达与分享，最后获得老年人对在线

健康信息真实性、有用性的反馈，进而决定是否要

展开新一轮搜寻，直至解决老年人疑惑。

４１２　情感驱动性　由于农村老年人作为被替代

搜寻者的特殊性，替代搜寻者往往与其并不同住，

通过替代搜寻行为实现个人对亲代的关怀。受访者

指出农村老年人并不经常主动要求自己帮忙搜寻在

线健康信息，但受访者希望表达自己对其的关心；

自己生活中浏览信息时会注意与老年人相关的部

分，或担心其健康状况而主动搜寻。例如 “做子女

的还是得照顾家里老人，不管有用没用，这都是关

心的一种方式，都安心一些” “自己注意点，帮老

人看看生活、吃药方面该注意的，也是为了老人的

身体”。在农村老年人这一研究情境下，替代搜寻

行为依附于老年人和替代搜寻者的日常联系，是长

期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体现。

４１３　辅助性　替代搜寻者向老年人传递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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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后，最终仍由老年人判断健康信息的真假与有用

性，决定是否采纳该信息并做出行为改变，其提供

信息具有参考作用。受访者指出，在亲代主动询问

的情况下，其更有可能参考自己提供的信息并行

动，而自己主动分享的健康信息更多地起到提醒作

用，亲代往往存在 “久病成良医”的情况，较依赖

生活经验。例如 “有时候自己看的信息也不知道有

没有假的，老人看到感觉不对也会说，两人就会讨

论一下”“主要还是老年人自己去看病，有时候会

再去查查看看，作为参考”。替代搜寻者普遍不与

老年人同住，因此并不能通过环境改变等方式使老

年人健康行为发生改变，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最终

仍由老年人进行判断决策。

４２　替代搜寻者行为影响因素

４２１　行为动机　行为动机直接影响替代搜寻者

的替代搜寻行为，包括心理动机和外在动机，前者

指替代搜寻者对他人关怀、作为子女的孝心、自我

价值实现、双方均能获益的行为动机，后者指其受

到他人要求、时空限制等由外部环境和外部力量而

激发的行为动机。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作为家庭

成员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信息是应尽义务和关怀体

现，且这一过程能获得自我成就感；也有受访者表

示在替代搜寻行为中自己也在获取和利用健康信

息，是互惠互利行为。在心理动机驱使下，替代搜

寻者通过替代搜寻向老年人传递在线健康信息。由

于农村老年人作为被替代搜寻者的特殊性，本次访

谈中的替代搜寻者大部分是老年人子女，少部分是

其他家庭成员如儿媳、孙女等，其往往在外务工，

并不与老年人同住，通过移动设备定期联系，因此

其在老年人请求帮助时会由于无法返回等原因，借

助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并提供给老年人。在外在动

机驱使下，其选择替代搜寻行为帮助老年人。

４２２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指替代搜寻者搜寻、

判断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直接影响替代搜寻行为。

当替代搜寻者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信息能力以获

取、判断和利用互联网信息时，其更可能帮助老年

人获取所需健康信息。本次接受访谈的２３位替代

搜寻者均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且能正常使用智能

手机，其中两位能使用计算机，均具有在互联网搜

寻信息的经验。绝大部分受访者指出，在花费一定

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基本能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

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常为对信息真假的

判断，也有两位受访者表示并不考虑真假问题。在

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

己虽然并不是专业医疗保健人员，但与老年人相

比，更能从良莠不齐的互联网海量信息中获取、识

别、解读及利用真正有用的信息，并且更相信和依

赖互联网获取信息，其更可能在日常浏览时偶遇健

康信息，并能更好地通过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

４２３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指替代搜寻者自我对

在线健康信息的关注度，包括主动查找和浏览获得

两种获取情况，直接影响替代搜寻行为。替代搜寻

者除了应老年人要求帮助查找在线健康信息外，自

我生活中也会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既有可能是主动

搜寻，也有可能是日常上网时浏览。替代搜寻者对

在线健康信息的关注度越高，就越容易获取、判断

和解释在线健康信息，更有可能进行替代搜寻行

为，尤其是替代搜寻者主动分享给老年人的情况。

受访者指出，当其越容易接触在线健康信息时，越

容易主动搜索相关健康信息，或日常浏览时注意到

可能对老年人有用的健康信息，之后再分享；而老

年人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其越关注在线健康信息，

就越有可能在有明确的问题和目的的前提下获得与

之对应的在线健康信息。

４２４　环境特征　环境特征通过信息能力、信息

意识间接影响替代搜寻行为，包括在线健康信息质

量、隐私安全、信息茧房。在线健康信息质量指其

有用性、真伪性。受访者表示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的

参差不齐影响其获取、判断和选择所需健康信息，

进而影响其替代搜寻行为。在隐私安全方面，部分

受访者指出担心身体相关信息被泄漏带来不利影

响，这既会阻碍其进行替代搜寻行为，也会给其替

代搜寻增添负担。信息茧房指个体会主动选择所接

触的信息，并自我构建出一种如茧壳般的信息世

界［１８］。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软件平台个性化推荐使

其在日常浏览时即可获取所需健康信息，无须再自

我搜寻，从而更便捷地获取信息以支持老年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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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受访者表示信息茧房令自己不断获取相关健康

信息，反而使自己和老年人越发感到焦虑。

４２５　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指代际关系，即二者

联系的紧密程度，包括居住距离、联系频率、联系

方式、对需求方自我搜寻情况的了解及日常是否有

其他帮助行为等，通过行为动机间接影响替代搜寻

行为。替代搜寻者与老年人联系越紧密，越有可能

出于关心等原因 （心理动机）进行替代搜寻，也越

有可能回应老年人求助 （外在动机）进行替代搜

寻。替代搜寻者普遍通过移动设备定期与农村老年

人联系，联系频率从每周２～３次、每周１次到每月

１次不等，绝大部分为每周１次，在日常联系时多

会提及健康状态和运动饮食等方面问题。大部分受

访者对老年人是否进行自我搜寻、通过自我搜寻满

足个人需求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平常有帮助购物等

关怀行为。其对老年人个人状况认知越清楚，越有

可能为其提供在线健康信息。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替代搜寻者进行访

谈，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相关资料。研

究结果表明替代搜寻者进行替代搜寻行为的影响因

素包括行为动机、信息能力、信息意识、环境特

征、代际支持，将替代搜寻行为划分为信息检索、

筛选、处理、传递过程，行为过程中替代搜寻者具

有坚定性、情感驱动性和辅助性。基于研究结果，

本研究提出３个层面的建议。在个人层面，家庭成

员可通过更频繁深入的联系沟通、提高自主意识以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这一过程中也应

注重情感关怀。在平台层面，替代搜寻者为老年人

搜寻健康信息的同时自己也能获取信息，平台既可

通过设置家庭账号等行为帮助搭建老年人与替代搜

寻者的沟通桥梁，又可通过算法优化更精准地推送

搜寻者所需健康信息，从而更好地服务多方。在社

会层面，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升家

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关怀心理和支持意愿，促使其帮

助年长家庭成员获取在线健康信息，间接实现对老

年人的健康信息服务。

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扎根理论，存在

一定局限。访谈过程中存在部分受访者表述不清

楚、回忆细节出现偏差等情况，且个人理解的主观

性和准确性都可能影响文本分析。未来研究将扩大

样本数量，结合生活观察深入探讨替代搜寻者的在

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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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施亦龙，许鑫在线健康信息搜寻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２４）：１２３－１３１．

２　ＭＥＤＬＯＣＫＳ，ＥＳＬＡＭＩＳ，ＡＳＫＡＲＩＭ，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ｓｗ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

ｓｕｒｖｅ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１７

（１）：ｅ１０．

３　ＦＯＸＧ，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Ｒ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Ｊ］．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２８（６）：９９５－１０１９．

４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ＪＡ，ＦＩＳＨＥＲＫＥ，ＴＵＲＮＥＲＡＧ，ｅｔａｌ

Ｌａ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ｈｏｗ

ｎ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ｓｅｅｋ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ｌ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９６（４）：３１０－３２３．

５　ＭＡＳＳＥＹＰＨＩＬＩＰＭＷｈｅｒｅｄ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ｓｗｈｏｄｏｎｏｔｕｓｅ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ｅ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１（１）：１１８－１２４．

６　ＲＥＩＦＥＧＥＲＳＴＥＤ，ＢＡＣＨＬＭ，ＢＡＵＭＡＮＮＥ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０３（７）：７－１４．

７　宋小康，赵宇翔，朱庆华互联网环境下国外健康信息

替代搜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４３（３）：１６９－１７６．

８　ＦＯＸ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０４－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２０１１／０５／１２／ｈｅａｌｔｈ－ｔｏｐｉｃｓ／．

９　张肖，王文韬，李晶，等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内容分析与研究展望 ［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

４２（５）：８４－９３．

（下转第２５页）
·９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参考文献

１　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９－０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ｚｙｗｊ／２０２２－１２／１９／ｃ＿１１２９
２２００１９ｈｔｍ．

２　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ｚｙｗｊ／２０２３－０３／１６／ｃ＿１１２９４３７３６８ｈｔｍ．

３　ＹＩＮＲＫ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Ｍ］．第５版周海
涛，史少杰，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　董瑞玉，冯占英，张晓梅，等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医学
图书馆服务定位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１）：
７５－７８．

５　孙小康精准医学大数据汇交与共享政策研究 ［Ｄ］．北
京：北京协和医学院，２０１８．

６　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Ａｂｏｕｔｕ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７－２６］．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ａｃｕｋ／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ａｂｏｕｔ－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ａｂｏｕｔ－ｕｓ．

７　ＮＣＢＩＡｂｏｕｔＮＣＢＩ［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８－０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ｈｏｍｅ／ａｂｏｕｔ．

８　ＫＯＺＬＯＶＭＮＩＨｉｓｓｕｅｓ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ｈａｒｅ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２２，６０２（２）：５５８－５５９．

９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ｉｏｐ
ｈａｒ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１０　汤森路透临床试验进展：生物标志物助推临床开发决

策 ［Ｊ］．药学进展，２０１４，３８（４）：８．
１１　吴思竹，李赞梅，崔佳伟，等基于全球研究数据注册

仓储Ｒｅ３ｄａｔａｏｒｇ的医学科学数据仓储建设 ［Ｊ］．中华
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８，２７（９）：２０－３１．

１２　ＴＲＹＫＡＫＡ，ＨＡＯＬ，ＳＴＵＲＣＫＥＡ，ｅｔａｌＮＣＢＩ’ｓ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ｏｆ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ｄｂＧａＰ［Ｊ］．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４２（Ｄ１）：Ｄ９７５－Ｄ９７９．

１３　ＧＩＳＡＩＤＡｂｏｕｔｕ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７－２０］．ｈｔ
ｔｐｓ：／／ｇｉｓａｉｄ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ｕ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４　ＳＨＵＹ，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ＪＧＩＳＡＩ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ｓｈａ
ｒｉｎｇａｌ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ｖｉｓｉｏ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ｔｙ［Ｊ］．Ｅｕｒ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２０１７，２２（１３）：３０４９４．

１５　王天一，田国祥，谢新雅，等如何利用 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申
请研究数据和生物样本 ［Ｊ］．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
志，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１４５０－１４５３．

１６　李新，杜昕，马长生 从生物样本库到开放数据库
［Ｊ］．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６）：３２７－３２９，３６７．

１７　付磊，李金斌，王戎，等国外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建设特点及启示 ［Ｊ］．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２０１７，４９（５）：８９－９４．

１８　ＫＨＡＲＥＳ，ＧＵＲＲＹＣ，ＦＲＥＩＴＡＳＬ，ｅｔａｌＧＩＳＡＩＤ’ｓｒｏｌｅ
ｉｎ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ＣｈｉｎａＣＤＣｗｅｅｋｌｙ２０２１，３
（４９）：１０４９－１０５１．

１９　ＥＬＢＥＳ，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ＭＥＲＲＥＴＴＧＤａｔ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ＧＩＳＡＩ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２０１７，１（１）：３３－４６．

２０　张旺，程慧平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策略机制及优化路径
研究 ［Ｊ］．情报杂志，２０２０，３９（５）：１５４－１６１．

（上接第１９页）
１０　ＣＨＩＹ，ＨＥＤ，ＪＥＮＧＷＬａ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ｅ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７１（１２）：１４８４－１４９９．

１１　吴肃然，李名荟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Ｊ］．社会学
研究，２０２０，３５（２）：７５－９８．

１２　ＲＥＩＦＥＧＥＲＳＴＥＤ，ＢＬＥＣＨＳ，ＤＥＣＨＡＮＴ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ｘｙｏｎｌ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５（２）：１２６－１３５．

１３　ＤＯＬＮＩＣˇＡＲＶ，ＧＲＯＳˇＥＬＪＤ，ＨＲＡＳＴＭ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ｐｒｏｘ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３５（２）：３０５－３１７．
１４　徐中阳，楼海萍在线健康社区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

素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３（４）：４０－４５．
１５　朱志鹏，杨华凤，金玉琴，等移动社交媒体用户健康

信息吸收规避模型构建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３，
４４（７）：３０－３７．

１６　万文智，宋小康，赵宇翔，等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索
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 ［Ｊ］．情报
资料工作，２０２０，４１（６）：８８－９４．

１７　王锦，韩毅用户体验视角下心理健康科普短视频的信
息效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Ｂ站大学生用户的扎
根探索 ［Ｊ］．情报科学，２０２３，４１（３）：７４－８０．

１８　顾晨昱，陈素白焦虑但难以逃离：网络疑病症视角下的
健康信息茧房研究 ［Ｊ］．现代情报，２０２３，４３（４）：５１－６３．

·５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