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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针对老年人数字健康技术应用现状展开横断面调查，调查社区老年居民应用数字健康
技术面临的障碍及其影响因素。方法／过程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蚌埠市６３９名老年人展开调查，通过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的影响因素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结论 客观环境可通过设备
障碍、社交支持、隐私保护间接影响老年人数字健康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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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老龄化和数字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两大趋

势［１］。积极老龄化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

首要政策和重要战略计划［２］，而数字健康技术的

普及使用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手段［３］。民政部等９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将居家适老化改造与信息

化、智能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相结合，推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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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护条件，增强居家生活设

施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养老服务

质量［４］。然而研究［５］表明，与年轻人相比，６０岁

以上人群新技术使用较少、使用频率较低。同样

移动医疗的实际使用在老年人群中所占比例较

低［６］。老年人不使用数字健康技术的主要原因包

括互联网访问受限、成本高和缺乏相关知识［７］。

多项研究表明，基于数字健康技术的健康干预在

高血压患者状况改善［８］、老年人居家健康管理［９］、

提高艾滋病患者用药依从性［１０］等方面均表现出良

好效果。因此，本研究对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

术应用现状进行横断面调查，分析其面临的障碍

和影响因素，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在数字健康技术

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老年人在健康管理、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的能力，推进国家适老

化改造进程。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在安徽省蚌埠市延安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李楼乡卫生院获取研究样本。

纳入标准：年龄≥６０岁且在本地区居住时间≥１年

的老年人［１１－１２］；具备基本数字健康相关设备的使

用经验。排除标准：中途退出调查。

２２　数字健康技术

世界卫生组织将数字健康技术定义为将信息

技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健康领域，以促进人体健

康状况维持或持续改善，包括移动健康领域和基

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的一系列软件和硬

件技术［１３］。本研究中的数字健康技术限定为老

年人在居家环境中所接触到的与健康相关的各类

数字技术，包括健康类 Ａｐｐ（健康管理 Ａｐｐ、在

线诊疗服务 Ａｐｐ等）、健康相关网络新媒体 （健

康类微信公众号、健康类微博等）和健康管理设

备 （智能手环、体脂秤、电子血压仪／血糖仪等）

３类。

２３　调查内容

采用自编问卷完成调查。问卷包括以下３部分内

容。一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退

休前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二是数字健康

技术使用情况，包括网络访问方式、数字健康设备使

用年限、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居家健康管理

设备使用情况。三是老年人在居家环境下使用数字健

康技术的障碍因素，包括数字健康设备障碍、老年用

户自身障碍、居家客观环境影响、数据保护与隐私安

全、数字健康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社交互动中数

字健康技术的应用与交流。问卷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为０８６５，问卷信度较好［１２］。

２４　调查方法

５位调查员经培训后组成团队，征得两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人员同意后，在两家机构对参加

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取得被调查者

的知情同意后采用面对面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员询

问调查样本后逐一填写电子问卷相关问题并提交。

共调查６３９名老年人，回收有效问卷５７８份，有效

回收率为９０４５％。

２５　统计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

构建老年人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影响因素模型，

分析不同因素对老年人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的影

响路径和影响机制。应用ＡＭＯＳ２４０统计软件设定

结构方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拟合评价和修正，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不同特征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使用情况

去除无效问卷后得到５７８例样本，见表１。在

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和日均使用时长方面，不同

性别老年人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不同年

龄段、不同学历和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老年人差异

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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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特征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使用情况

人口学因素 选项 数量 ［人 （％）］ 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 （ＳＤ±ｘ－） 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 （ＳＤ±ｘ－）

性别 男 ３１４（５４４） ３０８±１１６ ２１２±１０３

女 ２６４（４５６） ２８９±１２１ ２１６±１０５

Ｆ ４００１ ０４６０

Ｐ ０１６８ ０６８２

年龄段 ６０～６４岁 １２８（２２１） ３３３±０９６ ２３６±１０８

６５～６９岁 １９２（３３２） ３１８±１１２ ２３５±１０４

７０～７４岁 １２３（２１３） ２８６±１２５ ２０７±０９７

７５～８０岁 ８７（１５１） ２５７±１３２ １８９７±１０２

８０岁以上 ４８（８３） ２４０±１１０ １７±０７５

Ｆ １００９２ ６４６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０（２６） ２１９７±１２１ １８２±１０１

初中 ２２９（３９６） ３１３±１１２ ２２２±０９９

高中／中专／中职 １３５（２３３） ３４６±０９１ ２３４±１０１

大学及以上 ６４（１１０） ３４１±０１２ ２５３±１１５

Ｆ ８９６５ ３２７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２０００元 １１７（２０２） ２６８±１３２ １８９±１１５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３１４（５４４） ３０１±１１８ ２１８±１００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元 ９４（１６３） ３１５±１１０ ２０７±０９２

＞６０００元 ５３（９） ３３０±０９９ ２４９±１１２

Ｆ ４６７３ ２７３４

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４

３２　数字健康设备使用情况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将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作为因变量，将年

龄、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作为自变量，结果发现

年龄与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呈负相关，即年龄越

大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越短；学历与数字健康设

备使用年限呈正相关，即学历越高数字健康设备使

用年限越长，见表２。将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
长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作

为自变量，结果发现年龄与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

时长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

时长越短；学历与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呈正

相关，即学历越高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越

长，见表３。

表２　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影响因素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β ｔ Ｐ

常量　　　　　 ５２２７ ０５２７ ９９１４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 －０２４１ －６３８０ ＜０００１

学历　　　　　 ０３９７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０ ７９５６ ＜０００１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５ ０６１４ ０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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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影响因素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β ｔ Ｐ

常量　　　　　 ３８３１ ０４８７ ７８６６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９２ －４８１７ ＜０００１
学历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８１ ４２５６ ＜０００１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１１６１ ０２４６

３３　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影响因素模
型构建

　　为进一步探讨各影响因素对数字健康技术的作
用路径和作用效应，将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影响

因素间有显著性和相关关系的独立影响因素纳入结

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
重点探讨设备障碍、社交支持、隐私保护对老年人

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的影响。以老年人在居家环

境中的数字健康技术使用障碍作为内生潜变量，将

整体数据纳入模型，构建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

应用障碍影响因素结构方程基准模型，并进行模型

拟合、评估和修正。

模型设置的外生潜变量为设备障碍、社会支持、

隐私保护。模型设置的内生潜变量为老年人在居家环

境中的数字健康技术使用障碍。指定观测变量与潜变

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１。通
过对预测的基准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用最大似

然法进行模型路径值估计，见表４。假设客观环境可
通过设备障碍、社会支持、隐私保护间接影响数字健

康技术应用，提出以下７个假设。Ｈ１：数字健康设
备障碍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产生显著影响。

Ｈ２：社会支持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产生显著影
响。Ｈ３：隐私保护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产生显
著影响。Ｈ４：客观环境因素对数字健康设备障碍产
生显著影响。Ｈ５：客观环境对隐私保护产生显著影
响。Ｈ６：客观环境对社会支持产生显著影响。Ｈ７：
客观环境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障碍产生显著影响。

图１　拟采用的模型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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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适配度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结果

绝对拟合指数 χ２ ３１３３６８

χ２／ｄｆ ２７７３

ＧＦＩ ０９２６

ＡＧＦＩ ０９００

ＥＭＲ ００４５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０

ＮＦＩ ０７７２

相对拟合指数 ＴＬＩ ０８０５

ＣＦＩ ０８３８

ＰＧＦＩ ０６８４

简约适配指数 ＰＮＦＩ ０６４１

ＰＣＦＩ ０６９６

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初始模型进行不断拟合，综合

考虑修正指数、路径系数、标准化残差，删除不显著

的变量及路径，最终得到拟合程度较好的修正模型。

修正后模型χ２／ｄｆ小于３，拟合指数 ＧＦＩ、ＴＬＩ、
ＣＦＩ均大于 ０８，ＲＭＳＥＡ小于 ００８，符合评价标
准，说明修正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见表５、图２。

表５　修正后的适配度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结果

绝对拟合指数 χ２ ２８４３５７

χ２／ｄｆ ２５１６

ＧＦＩ ０９３３

ＡＧＦＩ ０９０９

ＥＭＲ ００４５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５

ＮＦＩ ０７９３

相对拟合指数 ＴＬＩ ０８３３

ＣＦＩ ０８６２

ＰＧＦＩ ０６８９

简约适配指数 ＰＮＦＩ ０６５９

ＰＣＦＩ ０７１６

图２　修正后的模型路径分析

　　修正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见表６，修正后模型 支持原假设。结果显示，客观环境对设备障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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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隐私保护有显著正向影响，设备障碍、自身障 碍、隐私保护对应用障碍具有正向影响，见表７。

表６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作用路径 模型参数估计 标准差 标准误 临界比值 Ｐ 是否支持假设

←设备障碍 客观环境 ０４３９ ０９０７ ０１３７ ２２０６ ０００１ 支持

←隐私保护 客观环境 ０８３６ ０９５１ ０１５９ ５２５４  支持

←社会支持 客观环境 １０９０ ０７１１ ０１７９ ６６５８  支持

←应用障碍 隐私保护 ３２４３ １３７８ １０４６ ３１００ ０００２ 支持

←应用障碍 社会支持 －０５２８ －０３０２ ０２０７ －２５５２ ００１１ 支持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７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检验结果

Ｈ１ 不成立

Ｈ２ 成立　

Ｈ３ 成立　

Ｈ４ 成立　

Ｈ５ 成立　

Ｈ６ 成立　

Ｈ７ 成立　

４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居家数

字健康技术使用，年龄越大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

越短、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越短，年龄增长

会导致视觉、听觉、肢体、记忆等自身障碍加

剧［１４－１５］，从而进一步增加老年人在居家环境中获

取健康信息和使用数字健康设备的难度。有必要根

据现实情况对老年群体使用习惯进行深入研究，推

出更多字体大、图标大、文字对比度高的产品，以

及更多界面简单、操作方便的界面模式，实现一键

操作、无障碍文本输入提示等功能，提升方言识别

能力，方便老年用户使用数字健康设备。收入会影

响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使用障碍，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老年人家庭收入存在差别，经济水平的提升

使老年人有机会获得更多数字健康、医疗保健等方

面的知识，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关

注和投入也较多，因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群健

康状况的重要外在因素。

学历会影响老年人居家数字健康技术使用障

碍，学历越高，数字健康设备的使用年限越长，

日均使用时长也越长。多项研究［１６－１９］表明，学历

高的人群，通常健康素养水平更高。既往随机对

照试验研究［２０］表明，基于健康素养的干预对老年

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知识和行为具有有益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健康干预，提升老

年人的数字健康技术使用技能和知识水平，使其

能够获取和利用数字健康技术和服务。应积极开

发适用于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量表等工具以科

学测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能力水平。在此基础

上，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普及老

年数字健康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促进老年人健

康生活方式的形成；针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创建

和完善符合其特点的电子健康素养知识与技能教

育网络平台。

５　结语

不同性别、年龄段、学历、收入的老年人在数

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和日均使用时长上具备显著性

差异。年龄与数字健康设备使用年限、日均使用时

长呈负相关，学历与数字健康设备日均使用时长呈

正相关。客观环境可通过设备障碍、社交支持、隐

私保护间接影响数字健康技术应用。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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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１７（２）：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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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ｕｒｓ

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０（５）：２１５－２２５．

·４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