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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机制。方法／过程 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ＷｏＳ和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有关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横断面研究，并进行文献分析。结果／
结论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感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信息特征对健康焦虑有重要影响；健康焦虑、健康信

息素养、自我效能和行为意图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重要影响；健康焦虑和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相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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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第５３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１０９２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７７５％［１］。近年来，与健康相

关的互联网使用量迅速增长，在 “大健康”理念的

引领下，公众对全面、高质量、便利的健康信息的需

·６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２



求急速增加［２］。在线获取健康信息在帮助人们解决

健康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３］。但网络环境下，人

们接触健康信息的过程容易被健康信息来源的可靠

性、内容的质量等因素影响，并伴有信息过载、虚假

信息泛滥、认知冲突等问题，可能对人们的认知、情

感维度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引发健康焦虑情绪［４］。

健康焦虑是指个体因接触对身心健康具有负面

影响的环境或信息产生不合理认识所引发的焦虑反

应［５］，其特征是将良性身体感觉评估为存在严重疾

病或过度担心感染疾病［６］。相关研究［７－８］表明，个

体的健康焦虑程度与所处环境的压力呈正相关，这

种焦虑情绪往往驱使人们过度搜寻在线健康信息。

同时，更频繁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也与更严

重的健康焦虑有关［９］。可能会有个体将一些模糊的

健康信息解释为消极结果，进而增加心理困扰［１０］。

健康焦虑也是导致疾病焦虑症和躯体化障碍的主要

因素［１１］。因此，梳理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各自的影响因素和相互作用机制，理清现有研究中

二者的关系，将为减缓健康焦虑情绪和提高健康信

息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目前既往研究虽

然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的关系，但缺少对相关横断面调查的系统回顾。本

研究整理、分析近１０年国内针对健康焦虑与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相关关系的横断面研究，探讨健康焦

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二者之间的作

用机制。

２　方法

２１　文献检索

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中的 ＭｅＳＨ主题词表，确定相关
主题词和自由词。以 （健康焦虑 ＯＲ疾病焦虑）
ＡＮＤ（健康信息搜寻 ＯＲ健康信息查找 ＯＲ网络健
康搜索）为检索式检索中国知网；以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ｘ
ｉｅｔｙ［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ｓ］）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ｇｓｔ［ＭｅＳＨＴｅｒｍｓ］）
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ｒｖ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ｅＳＨ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ｃｈｉｎ ［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ｓ］）为检索式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
以 （Ａ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Ｒ Ａ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ｇｓｔ）ＯＲＡＬＬ＝（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ｒｖ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ＡＬＬ＝
（ｃｈｉｎ）为检索式检索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时
间范围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４日。

２２　文献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地点为中国大陆地区；内容与健康

焦虑或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关；类型为横断面调

查；语言为中文或英文。排除标准：重复文献；与

健康焦虑或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无关；文献质量评价

结果为低。

２３　文献质量评价工具

依据纳入文献类型，选择澳大利亚循证护理中

心的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１２］。该标准体系共有１０
个问题，每个问题有３个对应分值，“０分”表示不
符合要求，“１分”表示只是提及，“２分”表示进
行了详细描述。由两人对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

致，共同完成对文献质量的评价，文献筛选流程，

见图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３　结果

３１　文献基本情况

共纳入文献２７篇，其中中文文献２３篇，英文

文献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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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健康焦虑的影响因素

涉及健康焦虑影响因素的文献共 １５篇，将影
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技术因素，见表

１。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出现次数较多的影响因素分
别是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感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和信息特征。一是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包括搜寻频

率、时长、目的等［１３－１４］。高水平的健康焦虑会导

致搜索健康信息的频率、持续搜索时长增加，引发

更高程度的担忧。从搜寻目的看，人们往往会在自

身出现问题时搜寻在线健康信息，原本就存在身体

不适的个体比健康个体更容易增加健康焦虑［１５］。二

是感知方面，人们在察觉到自己或家人有患病风险

或意识到患病后果的严重性后，风险感知越强，焦

虑程度也会越高，越会选择网络搜寻健康信

息［１５－１７］。三是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当人们面对不

明确的健康信息时，更倾向于做出负面的解读和判

断，从而引发健康焦虑［１８］。而高频率的健康信息搜

寻行为可能会导致对疾病的恐惧增加，并降低对不

确定性的容忍度［１９］。四是信息特征，如信息过载、

信息冲突等信息刺激［２０］，会使人们面对混淆的真假

信息难以判断，陷入信息矛盾困境。

表１　健康焦虑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描述

个人因素 焦虑敏感性［１３，２０－２１］，风险感知［１５－１７，２２－２５］，无法忍受不确定性［１８－２０］，网络疑病症［２１，２６］

环境因素 患病信息接触［２７－２８］，社会因素［２１，２９］

技术因素 健康信息搜寻［１３－１５，１８－１９，２３，２８，３０］，信息特征［１３，１５，２０］，信息处理方式［１５］

３３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

涉及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有１４篇，
同样分为个人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见表２。
健康焦虑、健康信息素养、自我效能和行为意图在文

献分析结果中出现次数较多，可见对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有重要影响。一是健康焦虑，多项研究［２７－２８］表明，

健康焦虑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在互联网搜寻健康信

息，且使用的搜索渠道越多。而健康焦虑主要通过健

康信息搜寻时长、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及注意分布差异

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３１］。二是健康信息素养，健

康信息素养越高的个体越有能力鉴别健康信息的真

实性［３２－３３］，越会采取更多样的搜寻方式，对健康

信息的评价能力也越高。三是自我效能，自我效能

较强的个体健康信息搜寻时自身的满足感越强，也

越容易搜寻并接受健康信息［３４］。自我效能随年龄增

长而降低，因此相较于老年群体，年轻群体搜寻健

康信息更多。四是行为意图，人们会在各种环境中

产生健康信息搜寻意图，行为意图越强烈，网络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频率就越高［２２，２９］。

表２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描述

个人因素 健康焦虑［１７，２４－２５，２７－３３，３５］，健康信息素养［１７，２２，２７，２９，３２－３４］，行为意图［１７，２２，２４，２９，３６］，自我效能［３２，３４－３５，３７］，风险感知［２２，２５，３２－３３］

环境因素 患病信息接触［２７］，社会影响［２２，３３］，就医便利［２２，３３］

技术因素 搜寻行为任务类型［３１］，信息特征［２２，３３，３７］，信息处理［２９，３６－３７］，信息不足［２５］

３４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互动机制

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健康焦

虑可以直接预测搜寻行为，还能够通过不确定性

容忍度的中介作用预测健康信息搜寻行为［１４］。随

着健康焦虑水平的提升，个体对结果不确定性的

容忍度降低。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

他们往往会更频繁地搜寻健康信息，旨在通过获

取更多详尽的健康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实现心理

层面的安定与满足。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健康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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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存在直接影响，躯体健康状态在健康焦虑与健

康信息搜寻频率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１９］。躯

体健康状态分为自评健康和客观健康。自评健康

对健康焦虑存在负向预测作用，跟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相比之下，客

观健康无论是在行为层面还是在情绪层面，都更

能引起个体反应。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还可以通过

疾病认知、医生认知信任和症状自评间接作用于健

康焦虑［２３］。搜索过程中，人们可能因形成不准确或

误导性的疾病认知，或是将搜索到的指向严重疾病

的结果与自身症状进行不恰当的匹配与自我评估，

进而影响健康焦虑水平；也可能因为对医生专业能

力的信任降低而影响健康焦虑水平。社交媒体通过

态势感知对健康焦虑情绪产生间接影响［１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多通过社交媒体接触疫情相

关信息，一些信息可能使其感受到健康威胁，继而

影响健康焦虑水平。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的相关作用，见表３。

表３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相互作用

影响作用 影响机制阐释

健康焦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观点１：健康焦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直接作用［１４］

观点２：不确定容忍度在此之间起中介作用［１４］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健康焦虑的影响 观点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于健康焦虑有直接作用［１９，２３］

观点２：躯体健康状态在此之间起中介作用［１９］

观点３：疾病认知、疾病自证和医生认知信任在此之间起中介作用［２３］

观点４：态势感知在社交媒体和危机情绪间起中介作用［１６］

４　讨论

４１　健康焦虑的影响因素

个体特征决定每个人的风险感知、健康认知、健

康信息素养等水平不同，从而对外界信息的判断也存

在差异，盲目搜索可能会加剧健康焦虑和心理困扰。

在环境因素方面，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

响，特别是网络信息时代，对于健康的认知多受网络

健康信息影响。在面临无法独立评估健康信息质量与

可信度时，如果网络平台出现权威专家对该类健康信

息的正面评价，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对专家的评价产

生倾向性认同。在技术因素方面，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信息处理方式均是影响健康焦虑的重要因素［１５］，

信息搜寻时长、频率、搜索渠道专业性等都或多或少

会对健康焦虑产生影响。而人们在选择搜索渠道时，

更倾向于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对专业健康类 Ａｐｐ

和在线健康社区接触较少［３８］。

４２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描述个人

因素的指标较丰富，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因素如自我

效能、健康信息素养、风险感知等均影响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２５］。有患病经历的群体普遍存在健康危机

感。这种感知来源于过往经历，因此，其通过积极

寻求健康信息以有效防止疾病重演。环境因素方

面，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受社会和就医便利性影

响［３３］。虽然线下就医条件较为完备，但仍存在等待

时长、距离以及医患沟通质量等可能造成就医不便

的因素，促使人们借助网络搜寻健康信息［３９］。技术

因素方面，信息特征和信息处理影响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３７］。健康信息质量情况是健康信息的重要特

征，人们搜索到的结果大多是广告或虚假信息，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后续的搜寻行为。通过这些夸大其

词、结论模糊的健康信息，很难理性地判断患病概

率和疾病的严重程度。

４３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产生影响的

作用机制，见图２。健康焦虑既直接影响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也通过间接效应发挥作用。且二者均对

网络疑病症具有影响作用［４０］。文献［４１］分析结果表

明，健康焦虑人群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因此

会增加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时长和频率，以减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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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但是更频繁的搜寻行为与焦虑症状呈正相

关关系，可能引发疑病症。网络疑病症往往与自我

诊断密切相关，即使是大量且高质量的健康信息也

不能让个体得到明确的诊断结果，反而可能加剧健

康焦虑。

图２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直接影响健康焦虑的同时也

通过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当个体明显感觉身体不适

时，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以此

安抚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但是过度的在线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被视为疑病症的先决条件，因为可能会导

致信息过载。当健康信息引发焦虑和痛苦时，可以

暂时停止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避免引发更多的负面

情绪。

５　结语

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相互作

用，且二者均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对健康焦虑

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为

人们更高效、准确地获取高质量的健康信息提供方

向，减少健康焦虑发生的可能。建议有关部门监督

在线健康信息质量，提高健康信息的全面性和权威

性。积极普及和宣传高质量健康信息平台，引导公

众选择更高质量的健康信息平台。人们面对海量的

健康信息，需要具备评估健康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对健康信息保持 “怀疑”和避免信息过载，提高自

身健康素养，以自信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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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２３（５）：ｅ２４４１２．

２０　李新月，韩文婷，朱庆华信息特征对网络健康焦虑的

影响研究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２，４２（４）：７５－８６．

２１　ＨＡＮＬ，ＺＨＡＮＹ，ＬＩＷ，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ｕｄｙ［Ｊ］．ＪＭＩＲ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２０２１，７（９）：ｅ３１０５２．

２２　冯高校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探究

［Ｄ］．太原：山西财经大学，２０２２．

２３　罗晓兰网络健康信息搜索对健康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

［Ｄ］．上海：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２１．

２４　杨文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时期的大学生在线健康

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Ｄ］．成都：四川大学，２０２３．

２５　乔娇职业女性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Ｄ］．合

肥：安徽大学，２０２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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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任杰患病信息接触对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影响研究 ［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２２．

２８　赵烨，陈任，马颖，等门诊就诊者健康焦虑与网络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 ［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９，

３３（９）：７０１－７０５．

２９　孙静社交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与采纳行为

研究 ［Ｄ］．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２２．

３０　孙俭州媒介素养的调节作用 ［Ｄ］．昆明：云南财经

大学，２０２３．

３１　王勇健康焦虑与任务类型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的

眼动实验研究 ［Ｄ］．南京：南京大学，２０２３．

３２　金帅岐，李贺，沈旺，等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

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三元交互模型 ［Ｊ］．

情报科学，２０２０，３８（６）：５３－６１，７５．

３３　董慧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影响因素研究 ［Ｄ］．哈尔滨：黑龙江大学，２０２１．

３４　梁悦悦，曹坡，刘蕤，等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关系及调节因素的元分析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２３，

４３（９）：８７－９５．

３５　王超，卢智增农村大学生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意向影响

因素探析 ［Ｊ］．情报探索，２０２３，１（４）：２４－２９．

３６　相甍甍，孙畹婷，王晰巍，等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复合

信息行为的实证研究———信息共享和信息搜寻同步的视

角 ［Ｊ］．情报科学，２０２２，４０（７）：１１１－１１９，１３５．

３７　耿悦曦，柯青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特征、影响因素

和互作用机制之元综合研究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１，４４（１１）：１５０－１５９．

３８　ＰＥＮＧＸＱ，ＣＨＥＮＹ，ＺＨＡＮＧＹ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Ｎａ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２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

ｎｉｈｇｏｖ／ｐｍ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ＭＣ８６３２５３５／．

３９　孙云峰网络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Ｄ］．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７．

４０　王岩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焦虑对网络疑病症的

影响 ［Ｄ］．延吉：延边大学，２０２３．

４１　ＢＡＪＣＡＲＢ，ＢＡＢＩＡＫＪ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
"

ｃｏｍ

ｐｕｌ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ａｍｐｌｅ［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６）：２８２０－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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