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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提升策略，实现用户从被动健康向主动健康转变。
方法／过程 结合用户健康信息行为、期望现状以及健康信息关注程度等影响因素，运用５Ｗ１Ｈ分析法，构
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结果／结论 从 “主体”“内容”“对象”“方式”“场所”５方面构建公共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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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教育和促进的

普及，公众主动维护与促进自身健康的意识不断

增强，健康需求不断升级，主动健康理念在此背

景下应运而生［１］。不同于被动健康，主动健康更

注重个体主观能动性，是具有系统性、理论性的

中国方案［２］。《“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强调

要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健康信息是提高健康水平

的主要途径，公众通过获取有效的健康信息降低

疾病死亡率，并增强疾病治疗效果。提升公众健

康信息素养水平被许多国家视为重要目标，各国

人民对于维持与促进健康的期望也更加强烈。公

共图书馆承载着为公众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双重使

命，对于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

作用，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３］。因此，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图书馆

·３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７



用户的健康信息服务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等，选

用５Ｗ１Ｈ分析法［４］构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模式，以期为广大公共图书馆进行健康信息服务

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提高公共图书馆开展

健康信息服务工作的质量。

２　图书馆用户健康信息行为调查研究

２１　调查对象

以山西省公共图书馆用户为调查对象，通过

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采集数据。线下于２０２３年

９—１０月抽样调查，在太原市、晋中市实地走访调

研３家公共图书馆，向馆内用户发放问卷；线上

通过图书馆读者微信群、ＱＱ群等渠道向用户发放

问卷。总计发放问卷 ６２５份，回收 ６１２份，有效

问卷总计６０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满足调研

要求。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调查问卷　参照 “公众对于公共图书馆

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调查”问卷［５］以及健康信息

服务方式等相关理论，结合调查实际需要编制

“公共图书馆用户健康信息服务需求调查问卷”，

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咨询，确定最终问卷。问卷包

括３部分：一是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身体状况；二是用户健康信息服务行为现状，

包括用户健康信息服务获取动机、途径等；三是

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期望的内容、方

式等。

２２２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对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多重

响应分析，对用户健康信息获取动机、途径，健康

信息服务期望内容、方式进行频率的统计性描述，

结合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确保分析结果具有显著差

异性，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用户健康信息

关注程度的因素，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３　结果分析

２３１　基本情况　６００名被调查者中，男女比

例大致相等；年龄主要集中在 ３１～６５岁，有较
强的判断力，调查结果可靠；整体受教育程度较

高；身体状况为偶尔不适的人占比较大，见

表１。

表１　用户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数量 （人） 占比 （％）

性别　　 男 ２９８ ４９７

女 ３０２ ５０３

年龄　　 ＜１８岁 ６４ １０７

１８～３０岁 １６６ ２７７

３１～６５岁 ２１５ ３５８

＞６５岁 １５５ ２５８

学历　　 中专及以下 ２１１ ３５２

高中或大专 １６３ ２７２

本科 １５１ ２５２

硕士及以上 ７５ １２５

身体状况 非常好 １９２ ３２０

偶尔不适 ２２７ ３７８

经常不舒服 １７０ ２８３

长期患病 １１ １８

２３２　健康信息行为现状　对被调查用户的健
康信息行为分别进行多重响应分析，结合卡方拟

合优度检验。对人数加权处理，经检验，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说明用户的健康信息获取动机、途
径均具有显著差异性，见表２。学习知识、保健养
生，自我诊治，选择具体的就诊医生、医院是用

户健康信息获取的主要动机。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体以及搜索引擎具有用户群体广、接收信息迅

速等特点，是用户较常使用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由于传统媒体具有操作简便、对年龄包容度高等

特点，也有部分用户仍然主要选择广播、电视等

传统媒体，见表３。

表２　健康信息行为现状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项目 卡方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健康信息获取动机 ３５２７７９ａ ５ ００００

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７２１６８８ａ １０ ００００

　　注：ａ表示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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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健康信息行为现状多重响应分析

项目 选项
响应个案

（例）

占比

（％）

动机 学习知识、保健养生 ４０９ ６８２

自我诊治 ３３１ ５５２

选择具体的就诊医生、医院 ２６５ ４４２

掌握疾病的分布及传播状况 １３２ ２２０

习惯性了解健康类信息 １３６ ２２７

了解医保等政策资讯 ９４ １５７

途径 医学网站 ７７ １２８

搜索引擎 ２７６ ４６０

健康类Ａｐｐ ２２７ ３７８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３８８ ６４７

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 ２５５ ４２５

图书馆 ５６ ９３

健康类讲座 ７０ １１７

健康类期刊或报纸 ３８ ６３

医学书籍 １１３ １８８

医务工作者 ２３９ ３９８

家人、朋友 ２３４ ３９０

２３３　健康信息服务期望　对被调查用户期望图
书馆开设的健康信息服务内容、方式分别进行多重

响应分析，结合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对人数加权处

理，经检验，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说明用户对于健康
信息服务期望的内容、方式均具有显著差异性，见

表４。用户的健康信息期望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如
营养与饮食、基本技能、疾病预防及治疗内容，表

明用户更注重直观实际的、有利于自身健康需求的

信息。因此，在设置健康信息内容时，应多选择相

应方面的内容。健康书籍等借阅，介绍本地医生、

医院资源，健康类讲座是用户主要期望的健康信息

服务方式，见表５。用户对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具
有较高期望。

表４　健康信息服务期望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项目 卡方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健康信息服务内容 ３６２０７３ａ ７ ００００

健康信息服务方式 ４００７１７ａ １０ ００００

　　注：ａ表示显著性水平。

表５　健康信息服务期望多重响应分析

项目 选项
响应个案

（例）

占比

（％）

内容 疾病预防及治疗 ３５６ ５９３

基本技能 （如心肺复苏等） ３６５ ６０８

营养与饮食 ３９２ ６５３

医院、医生信息 ２１５ ３５８

心理健康 ２５０ ４１７

医学常识 １７２ ２８７

特殊人群健康信息 １１７ １９５

医保等法规政策 １０９ １８２

方式 健康杂志、书籍等借阅 ２９７ ４９５

健康类讲座 ２５１ ４１８

介绍本地医生、医院资源 ２９２ ４８７

推荐相关医学网站 ９９ １６５

视频宣传 ２０２ ３３７

传染病、急救等健康教育 １３８ ２３０

义诊、体检服务 ２１３ ３５５

健康信息移动端推送 １５３ ２５５

建立相关健康信息数据库 ５６ ９３

建立用户个人健康信息系统 ７３ １２２

设置专门馆员进行健康咨询服务 １４２ ２３７

２３４　影响用户健康信息关注程度的二分类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用户健康信息关注程度反映其
对接触健康信息的主动、积极程度。以健康信息关

注程度为因变量，将 “否”定义为低频关注，赋值

为０；将 “是”定义为高频关注，赋值为１。以调
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身体状况、对公共图

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使用情况、对公共图书馆开设

健康信息服务的重视程度为自变量，采取直接进入

法筛选自变量，进行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
水准为００５，将自变量分别设置哑变量，分别以男
性、小于１８岁、中专及以下、非常好、从未用过、
不必要为参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６，学历、身
体状况和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使用情况３
个变量对用户健康信息关注程度的影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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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影响用户健康信息关注程度的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分组 Ｂ 标准误 Ｗａｌｄχ２ Ｐ 优势比
优势比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性别 （参照男性） 女 ００５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８２２ １０５８ ０６４９ １７２５
年龄 （参照＜１８岁） １８～３０岁 －０８７４ ０４８４ ３２６４ ００７１ ０４１７ ０１６２ １０７７

３１～６５岁 ０５５０ ０４２８ １６５３ ０１９９ １７３３ ０７５０ ４００５
＞６５岁 ０６４８ ０６００ １１６６ ０２８０ １９１１ ０５９０ ６１９０

学历 （参照中专及以下） 高中或大专 ０４１３ ０３８４ １１５５ ０２８３ １５１１ ０７１２ ３２０７
本科 １４００ ０４４３ ９９６９ ０００２ ４０５５ １７００ ９６６８
硕士及以上 ００１５ ０６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１ １０１５ ０２９２ ３５２４

身体状况 （参照非常好） 偶尔不适 ０１３９ ０２９４ ０２２４ ０６３６ １１４９ ０６４６ ２０４４
经常不舒服 ４０２４ ０５０２ ６４２４６ ００００ ５５９１０ ２０９０２ １４９５５３
长期患病 ３４２２ ０８７０ １５４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０６４０ ５５６３ １６８７５２

使用情况 （参照从未用过） 偶尔使用 ０８６１ ０２８６ ９０５５ ０００３ ２３６５ １３５０ ４１４４
经常使用 １６３１ ０８０４ ４１１７ ００４２ ５１０８ １０５７ ２４６８４

重视程度 （参照不必要） 不清楚 －０５２２ ０８００ ０４２６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３ ０１２４ ２８４５
有必要 １３４９ ０７５６ ３１８２ ００７４ ３８５４ ０８７５ １６９６９

３　基于５Ｗ１Ｈ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模式构建

３１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特点

一是具有区域、集群优势，我国公共图书馆已

经实现县级以上地区全面覆盖，有利于为各区域用

户提供更简便、高效、可靠的健康信息服务。此

外，公共图书馆通过与其他类型图书馆 （如高校、

医疗机构等）合作［６］，可实现优势资源整合、经验

交流共享。二是服务对象全面化，公共图书馆对所

有用户提供平等开放的服务［７］。三是具备资源优

势，公共图书馆拥有大量纸质和电子文献资源，以

及可定期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独立场所，具备充足

的用户服务及活动经验，为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工作

提供稳定保障。

３２　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模式要素

一是健康信息服务动机 （ｗｈｙ）。明确用户使用

健康信息服务的动机是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工

作开展的基础。可通过调研将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工作与用户显性需求 （如学习知识、保健养生、自

我诊治、选择具体就诊医生、医院等）精准对接，

提高健康信息服务质量。二是健康信息服务时机

（ｗｈｅｎ）。针对用户较多使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

广播电视等移动化、碎片化健康信息的情况，公共

图书馆应结合社会热点健康事件，传播推广相应健

康知识；同时，在重要时间节点，如世界健康日

等，推送相关健康信息，顺应用户阅读习惯。三是

健康信息服务对象 （ｗｈｏ）。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

务的主要用户群体包括中年人、老年人，儿童、青

少年等群体也占相当比例，应改变以往偏重服务老

年用户群体的观念，为各类用户提供符合其需求的

健康信息服务。四是健康信息服务内容 （ｗｈａｔ）。

首先，进一步扩充资源的深度与广度，在已有医学

常识、心理健康、政策法规等方面资源的基础上，

补充大多数用户期望获取的营养与饮食、基本技

能、疾病预防及治疗等资源。其次，收集并及时更

新丰富的在线资源，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

定期向用户提供健康信息资源。最后，针对不同用

户的主动健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精准化

管理［８］。例如针对老年用户举办免费健康类讲座，

针对残障人士、儿童等特定用户提供相关健康信息

咨询服务等，便于其获得有针对性的健康信息。五

是健康信息服务场所 （ｗｈｅｒｅ）。结合不同群体特

点，提供阅览室、书房等公共设施，如为视障人士

配备无障碍听书馆、为中老年人提供适合阅读的阅

览专区等，创设便于用户查询借阅的环境；合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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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平台，如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开设账号，设

相应专栏发布健康信息资源，方便用户随时随地阅

读；联合当地广播、电视台等机构，利用传统媒体

传播健康信息，提升图书馆资源传播效率。六是健

康信息服务方式 （ｈｏｗ）。一是基于馆藏资源，增加
数字化文献资源比重，并将已有数据库中资源按疾

病类型、服务对象整合，建设健康信息专题数据

库。二是合理运用网络推广平台，如短视频 Ａｐｐ、
微博、微信等，提供具有针对性、趣味性的健康信

息服务。三是加强与不同机构组织的跨界合作，拓

宽健康信息服务渠道，如与运动、营养等协会联合

开展健康活动，定期举办健康类讲座；与医学院

校、医院等的医生志愿者团队合作，为用户介绍本

地医疗资源、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

３３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工作模式

基于５Ｗ１Ｈ理论总结分析主动健康理念下公共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要素；进行模式构建［９］，

见图１。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的组成要素拆解为健
康信息服务主体、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健康信息服

务对象、健康信息服务方式和健康信息服务场所５
个部分。其中，健康信息服务主体为中心要素；健

康信息服务内容取决于健康信息服务主体的活动结

果；健康信息服务对象为健康信息服务内容的接收

者；健康信息服务方式用来提供各类技术支撑，是

技能要素；健康信息服务场所是进行健康信息服务

的基础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响应，促

进健康信息服务工作的持续顺利进行。

图１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构建

４　结语

公共图书馆提供高质量健康信息服务工作有助

于顺应公众的主动健康理念，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建

设［１０］。本研究通过调研山西省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

服务现状，结合５Ｗ１Ｈ分析法，构建公共图书馆健
康信息服务模式。下一步将扩大研究样本，涵盖其

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完善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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