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范围综述

孙艺铭１　李童童２　段棣飞１

（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州 ５１００６２）

〔摘要〕　目的／意义 综述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为评估和干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方法／过程 采
用范围综述方法，系统回顾并评估适用于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结果／结论 纳入的１０种评估工
具普遍适用于老年人群，但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存在不足。未来应进一步整合评估工具，以促进对数字健

康素养测量方法的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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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成为健康信息获取的主

要渠道，全球约 ６８％的人口通过网络搜索健康信

息［１］。有效利用这些信息需要具备基本的健康素

养，包括阅读、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的能力［２］。人

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突显基于数字技术的健康管理

体系的重要性。尽管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数量不

断增长，但与年轻人相比，其在健康信息技术方面

的知识仍显不足［３］。世界卫生组织将数字健康定义

为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健康的知识和实践［４］，重点在

于通过互联网技术优化医疗保健、信息传递和社会

支持。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健康素养更加强调个

人获取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与电子健康素养相

似，数字健康素养特别关注信息获取、分析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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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展示了健康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其在健康素养评

估中的重要性［５］。目前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

评估工具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评估。本研究旨在总

结常用的评估工具，为未来针对老年人优化评估工

具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具体问题：目前有哪些工

具可用于评估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在现有数字

健康素养测评工具中，哪些对老年人来说是有效且

适当的。

２２　检索策略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ｂａｓｅ、中国
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６个数据库，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
方式检索。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４年６
月３０日，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４年７月１日。英文检索
式为 （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ＲＤｒｕ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ＲＳｃａｌｅｓＯ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ｓ）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ＯＲＡｇｅｄ）。中文检索式为
（数字健康素养 ＯＲ电子健康素养 ＯＲ移动健康素养
ＯＲ健康信息素养 ＯＲ药物信息素养）ＡＮＤ（评估
ＯＲ测量 ＯＲ问卷 ＯＲ量表ＯＲ工具）ＡＮＤ（老年人
ＯＲ老年群体 ＯＲ老年）。

２３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涉及老年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开

发或运用的相关文献；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文献。

排除标准：工具使用对象不明确或评估内容与本研

究主题不符的文献；重复发表的文献；综述类、会

议论文等类型的文献；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２４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并提取数据，如遇分

歧，由研究团队决定。首先使用ＥｎｄＮｏｔｅＸ９文献管
理软件去除重复文献，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先阅

读题目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再阅读全文进行深入

筛选，以确定最终纳入的文献。对纳入文献中的数

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进行整理，提取信息包括工具

名称、作者、发表年份、国家／地区、评估内容、
工具构建的目的和特点。

３　结果

３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到２７３８篇文献，去除重复文献后有
２３８８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阅
读筛选后，最终纳入 １０篇，文献筛选流程，见
图 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３２　评估工具分类

通过文献回顾，对基于不同理论模型、不同研

究目的的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进行对比分析，选

取适用于评估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的相关工具，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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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老年人群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

工具名称 作者 国家／地区 构建目的

电子健康素养问卷 （ｔｈｅ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ｅＨＬＱ）

ＫａｙｓｅｒＬ等［６］ 丹麦　 衡量个人在访问、理解日益数字化的健康服务并从

中获益的能力

数字健康技术素养评估问卷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ＨＴＬ－ＡＱ）

ＹｏｏｎＪ等［７］ 美国　 评估使用数字卫生技术、服务和数据的能力

数字健康素养工具 （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ＤＨＬＩ）

ＶａｎＤｅｒＶａａｒｔＲ等［８］ 荷兰　 量化个体在健康１０（信息收集）和健康２０（网

络互动）环境中的技能水平，评估涉及的技能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ｔｈｅ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ｃａｌｅ，

ｅＨＥＡＬＳ）

ＮｏｒｍａｎＣＤ等［９］ 加拿大 评估消费者在使用信息技术促进健康方面的感知技

能；确定电子健康计划与消费者之间的匹配度

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包 （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ｋｉｔ，ｅＨＬＡ）

ＫａｒｎｏｅＡ等［１０］ 丹麦　 筛查和评估个人参与电子健康解决方案项目的能力

资格

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ＨＬＡ）

ＬｉｕＰ等［１１］ 中国　 评估个体对网络健康信息的判断能力，区分低、

中、高风险群体

社区老年人群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刘思奇等［１２］ 中国　 评估中国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王欣欣等［１３］ 中国　 结合中国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现况构建量表，评估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

基于问题的移动健康素养量表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ｍ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ＰＢ－ｍＨＬＳ）

ＺｈａｎｇＬ等［１４］ 中国　 评估普通用户的移动健康素养水平

基于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教育指标体系 徐佳慧等［１５］ 中国　 帮助老年人提高电子健康素养，以便更好地利用智

能手机进行健康信息查询、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

３３　纳入文献中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的特征

１０种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均无需依赖特定的仪器
设备或专业限制条件即可完成评估。５种评估工具

报道了截点值，具有较高的精准度。仅 ｅＨＬＱ［６］和
ＤＨＬＡ［１１］两种评估工具进行了跨文化验证。纳入文
献中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的具体特征，见表２。

表２　纳入文献中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的特征

工具 截点值 跨文化验证 内容效度 内容信度 校标关联效度 结构效度

ｅＨＬＱ × √ √ √ × √
ＤＨＴＬ－ＡＱ ≥１１ × √ √ × ×
ＤＨＬＩ × × √ √ √ √
ｅＨＥＡＬＳ ＞２９５ × √ √ √ ×
ｅＨＬＡ × × √ √ √ √
ＤＨＬＡ ≥１５５ √ √ √ × √
社区老年人群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３ × √ √ √ ×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 × × × × ×
ＰＢ－ｍＨＬＳ ≥０７ × × √ √ √
基于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教育指标体系 × × × × × ×

　　注：√表示文献有报道，×表示文献未报道。

４　老年人群数字健康素养相关评估工具

４１　评估问卷

４１１　ｅＨＬＱ　２０１８年 ＫａｙｓｅｒＬ等［６］开发的基于

电子健康素养框架的问卷，包含３５个项目，涵盖７
个维度：技术使用、健康概念理解、数字服务参

与、安全感、参与积极性、获取有效服务及个性化

服务需求。该问卷面向１８岁以上成人，已翻译成
英文和中文，用于全球不同年龄和社会人口统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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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人群。尽管已在老年人群中应用，但针对该群

体的验证性研究仍不充分。该问卷广泛用于图书

馆、医疗机构等多种场所，有助于评估和提升患者

的数字健康信息处理能力，但解释评估结果需要专

业知识［１６－１７］。

４１２　ＤＨＴＬ－ＡＱ　基于健康行为模型和技术接

受使用统一理论模型［７］，涵盖 ５个领域：数字功

能、通信、批判、设备和数据素养，关注功能性、

交流性和批判性健康素养［１８］。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０９５，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７］。在开发

者的研究中，约半数参与者年龄超过５０岁，２／３的
参与者学历低于高中水平，超过６０％的参与者患有

慢性病，可适用于老年人群体。该问卷目前仅有韩

语版本，未在其他语言中验证［７］。该问卷有助于医

疗保健教育，能够识别患者在利用数字健康资源方

面的弱点。

４２　评估量表

４２１　ＤＨＬＩ　可用于评估个体在网络环境中操作

数字设备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包括信息收集和网络

互动［８］。该量表包含 ２１个项目，分为 ７个维度：

操作技能、导航技能、信息搜索、评估可靠性、确

定关联性、添加自生成内容和保护隐私。最初该量

表从荷兰语翻译成英语，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８７，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８］。也有研究［１９］将

该量表翻译成意大利语，但尚未在青少年群体中验

证。研究［２０］表明，年龄、教育水平与电子健康素养

密切相关，老年人通常显示出较低的数字健康素

养，但ＤＨＬＩ并没有特定的年龄要求。在中国，此

工具已被证实对老年人群有效［２１］，特别适用于识别

在使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时遇到困难的个体。为

进一步适应不同用户群的需求，该工具仍应优化。

４２２　ｅＨＥＡＬＳ　由ＮｏｒｍａｎＣＤ等［９］于２００６年开

发，用于评估用户在网络上查找、评估和使用健康

信息的能力。该量表包括 ８个项目，涵盖信息应

用、评判和决策技能，高分表示较高的电子健康素

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９，显示出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在中国老年人群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高达０９８８［２２］。ｅＨＥＡＬＳ已广泛应用于不同语

言和人群，如大学生、糖尿病患者及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证实了其适用性和有效性［２３］。多种语言版本

已验证其在老年人群中的信度和效度［２４］。此量表有

助于识别使用在线健康资源的技能差距，支持提供

个性化帮助，促进高质量信息的使用，但其主要衡

量自我感知技能，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实际操作

能力。

４２３　ＤＨＬＡ　ＤＨＬＡ［１１］是基于 ｅＨＥＡＬＳ构建的，

根据用户得到错误信息的风险水平将参与者分为

高、中、低风险组。与 ｅＨＥＡＬＳ相比，ＤＨＬＡ通过

评估用户对互联网信息判断的准确性，区分数字健

康素养的不同风险水平［１０］。该工具包括８个问题，

主要涉及对数字健康素养的自我评估和人们对获取

健康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分数超过 ２９５表示受

试者有较好的数字健康素养［９］。该问卷目前适用于

所有使用数字健康技术的人群，是一个广泛使用的

主观测量工具，但仍未有专门的研究验证其在老年

人群中应用的有效性，且需要针对特定环境和文化

进行调整。

４２４　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为了

全面评估社区老年人群数字健康素养状况，刘思奇

等［１２］开发本土化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

表，该量表基于 ＬｉｕＰ等［１１，２５］提出的电子健康素养

交互模型，包含数字健康信息的获取、评估、互动

和应用能力４个维度，共３０个条目。高分表示较高

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为０９４１，折半信度为 ０８８９，重测信度为 ０９４１，

显示良好的信效度。该工具基于 ｅＨＥＡＬＳ开发，专
为中国社区老年人设计，具有文化适应性，使用了

易于理解的语言，提高了操作性。目前，该量表仅

有中文版本，在国外尚未使用。

４２５　ＰＢ－ｍＨＬＳ　由 ＺｈａｎｇＬ等［１４］开发，旨在

评估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获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能

力。该量表基于问题导向框架，分为两大维度和８

个分量表，涵盖移动健康意愿、手机操作技能、医

疗术语理解、基于移动设备的医患沟通、信息评估

和决策等方面。其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介于０８６４～
０９４９，显示高信度和效度，适用于广泛用户群体。

该量表专为中国用户设计，包括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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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但在老年人群中的有效性需进一步验证。该工

具对公共卫生研究和医疗机构评估患者信息处理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４３　评估工具包

为了评估老年人在健康情境中的基本读写和计

算能力，多方面测评电子健康素养，ＫａｒｎｏｅＡ等［１０］

开发ｅＨＬＡ，结合现有与新开发的量表来评估数字

健康素养。该工具包含４个健康相关量表 （功能性

健康素养、健康素养自评、对医疗保健的熟悉程

度、健康知识）和３个技术相关量表 （技术熟悉程

度、技术信心、技术使用动机）。该工具包针对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开发，并在４７５名普通人群及门

诊患者中进行了应用测试，证明其适用于真实环境

中评估不同背景下的数字健康素养。然而，该工具

无法评估基于Ｗｅｂ２０环境的交流信息能力，显示

出一定局限性。

４４　评价体系及指标

４４１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在我

国城市管理数字化的背景下，王欣欣等［１３］以 《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２０１５年

版）》［２６］和欧盟数字能力框架［２７］为理论基础，通过

文献检索和半结构式访谈，构建针对老年人的数字

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 ６项一级指

标、２１项二级指标和３９项三级指标，旨在填补现

有评价工具在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方面的空白，特

别契合数字化城市管理的需求。然而，该体系主要

针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老年人，存在一定地

域局限性。此外，３位专家函询中各级指标肯德尔系

数均较低，表明该体系在广泛应用方面仍面临挑战。

４４２　基于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教育

指标体系　为指导老年人在智能手机上有效使用互

联网医院服务，帮助老年人享受信息技术改革就医

模式后的便携性和高效性［１５］，该指标体系通过德尔

菲法构建，包括５项一级指标、１４项二级指标和６８

项三级指标，涵盖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健康目

的、方法、技巧、网络健康信息搜索、网络健康服

务应用等方面。经过专家函询和统计分析，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但该指标体系较为复杂，需

要花费老年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５　思考与展望

５１　评估工具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数字化的趋势，提

升老年人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能力已成为关键策

略之一。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２８］强调提高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的重要

性，目标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享受信息化

带来的便利。政府、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的

协作对提高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至关重要。因此，

科学评估和选用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

具，是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能力的基础，具有深远

影响。

５２　评估对象的特异性

数字健康素养受性别、年龄、民族、健康状

况、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现有评估工具

多基于特定理论并针对年轻人设计，针对老年人和

不同疾病患者的工具相对较少。老年人作为慢性病

高发群体，有特殊的健康素养需求［２９］。为应对评估

对象的多样性，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时，应考虑不

同人群的特征和需求。老年人的评估工具设计应直

观且易于操作，根据其健康状况定制评估内容，更

准确地反映其数字健康素养。考虑到老年患者可能

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未来研究应探讨是否结合认知

状况进行更精准的筛查。

５３　评估内容的复杂性

当前常用的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如 ｅＨＬＱ、

ＤＨＴＬ－ＡＱ、ＤＨＬＩ、ｅＨＥＡＬＳ和 ＤＨＬＡ等，在构建

理论和评估内容上各有侧重。例如，ＤＨＴＬ－ＡＱ侧

重评估使用数字卫生技术的能力，而 ＤＨＬＡ则关注

用户对网络健康信息的判断准确性。随着数字技术

的快速进展和 “数字健康能力”等新概念的提

出［３０］，评估老年人群的数字健康素养时，需特别考

虑其特定需求及评估工具的时效性和相关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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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具时，应考虑老年人在数字健康素养方面的

差异，并随技术发展定期更新评估内容，以确保其

能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

６　结语

数字健康素养是老年人有效参与健康管理的关

键能力。本研究系统回顾了１０种适用于老年人的
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发现这些工具在复杂性和

特异性方面各具特色，不仅涵盖了信息获取和理

解，还强调了健康决策中的自主性和技术应用。这

些工具的比较和分析为未来针对老年人优化评估工

具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建议，未来应开发更多适

应数字环境发展、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评估工具，以

支持健康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作者贡献：孙艺铭负责资料收集与整理、论文撰

写；李童童负责协助文献资料收集；段棣飞负责提

供指导、论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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