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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调查分析不同心理认知因素对公众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产生的影响( 为建立新型健康信

息服务模式提供依据! 方法/过程 通过文献回顾构建心理认知因素与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关性理论模型( 设

计结构化问卷( 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心理认知因素与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结论 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 信息回避与公众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关性假设成立( 且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导

致公众作出不利于自身健康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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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健康信息获取越来

越便利$ 然而大量健康信息来源于非医学专业渠

道! 甚至与各种食品% 药品% 健康服务产品的商业

推广相关联$ 大多数公众不具备医学教育背景! 难

以分辨健康信息的真实性! 会造成其心理与认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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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从而影响健康信息获取行为$

目前国内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关研究多集中于

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特征% 获取途径及获取行为的

影响因素等方面$ 李桂玲1#2基于跨理论模型! 以高

等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剖析处于各行为阶段的高

校学生在健康信息获取行为方面的特征$ 李旭光

等1!2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健

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 围绕个人% 环境% 信

息层面! 构建涵盖 #! 个主题的健康信息获取行为

影响因素模型$ 祝帆帆等1%2发现! 行为控制% 行为

态度% 行为目标% 主观态度等要素彼此关联! 共同

驱动大学生产生健康信息获取行为$ 曹锦丹等1'2认

为! 个体在面临突发健康风险时! 多方面因素会影

响其心理和认知需求! 其信息获取行为呈现独有特

性$ 杨晓莉等102论述个体% 社会% 信息因素对健康

信息回避的影响$ 王凌梦等1)2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与

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互作用! 同时二者又都受到多

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国外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关研究更偏重信息过

载对心理健康% 信息行为的影响$ ZDC>>e 7等1=2指

出当人们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假信息时! 会对心理和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加剧对疾病风险的感知$

多位学者11 (#"2认为信息过载会对心理健康有不利影

响! 造成压力% 疲劳% 负面情绪% 抑郁症状% 特质

焦虑等$ cGDB??BV等1##2分析 !""")!"#1 年健康信

息领域 %# 项健康信息过载相关研究! 并列举信息

过载的若干负面结果$ 多项研究1#! (#'2认为信息过

载甚至可能导致中断信息搜寻! 停止信息源的使

用! 最终导致信息回避$ 此外有研究1#02发现信息过

载还会降低决策质量! 影响信息行为! 同时与中断

使用社交媒体和信息回避有关$

因此提出假设# 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 信息回

避是影响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重要因素$ 采用偏最

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 & ADCF:DBB?D;F;eIDC?;;FCIEU

FICDB?eIDF:>< R>L?B:<J! *Y, (,+\' 检验心理认知

因素 &如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 信息回避' 与健康

信息获取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为构建新型健康

信息服务模式提供依据$

#"调查问卷设计

刺激 (机体 (反应 &;F:RIBI;(>CJD<:;R(C?U

;A><;?! ,X6' 模型是心理学中用于解释个体行为

反应机制的理论框架! 强调外部环境 &刺激'% 个

体心理过程 &有机体' 与最终行为 &反应' 的递进

关系!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对消费者行为1#)2和公众

健康信息获取行为1#=2的研究$ 本研究以 ,X6模型

作为逻辑基础! 从 ' 个主要维度出发! 即信息获取

&:<H>CRDF:>< ;?DCEG! V,'% 信息过载 &:<H>CRDF:>< >U

K?CB>DL! Xh'% 信息焦虑 &:<H>CRDF:>< D<@:?FN! V7'

和信息回避 &:<H>CRDF:>< DK>:LD<E?! 7h'! 确立每

个维度的具体条目! 设计问卷题项! 并使用李克特

0 级量表 &从 # & -完全不同意.' 到 0 & -完全同

意.'' 进行指标测量! 见表 #$

表!"健康信息获取影响因素调查题项设计

维度 题项

信息获取 V,# 我简单查找过健康相关信息

&V,' V,! 我通过不同渠道查找过健康相关信息

V,% 我很注意健康相关信息

V,' 我积极检索过健康相关信息

信息过载 Xh# 每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健康信息多到让我不知所措

&Xh' Xh! 各种来源的健康信息太多太杂! 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Xh% 健康信息太多了! 我无法区分轻重缓急

Xh' 当我搜索健康信息时! 总觉得内容太多! 如果内容

少一点会更好

Xh0 我得到的健康信息太多了! 无法将所有信息整合成

实际状况的全貌

信息焦虑 V7# 健康相关信息太多! 我感到焦虑

&V7' V7! 健康相关的海量信息让我对疾病产生恐惧

V7% 处理健康相关的海量信息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V7' 我一想到健康相关的海量混乱信息! 就感到反感

V70 我一想到要检索健康相关信息! 就感到不快

V7) 如何取舍健康信息使我压力很大

回避信息 7h# 我故意无视健康相关信息

&7h' 7h! 我在手机上看到健康相关信息就划走

7h% 我在电视上看到健康相关信息就换台

7h' 我拒绝浏览各种网络平台上的健康相关信息

7h0 社交平台上健康相关信息太多时! 我就取消关注或

者卸载7AA

7h) 我不与他人交流健康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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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

以大学图书馆读者为调查对象!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1 日! 使用在线问卷调查平台进行

数据收集$ 问卷内容包括介绍性段落% 知情同意%

个人基本信息! 以及前文表 # 中的各题项$ 采用非

概率自选采样技术! 共收集 %!# 份问卷! 所有问题

均为必答题! 个人基本信息数据缺省可接受! 对数

据集进行检查后! 未发现存在随机响应的情况$ 调

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 见表 !$

表#"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 %"F$#!&

变量 选项 占比 &m'

性别 男 '"80

女 0081

未填 %8=

年龄 &岁'

)

!" $8#

!# n!0 '#8'

!) n%' !#8!

%0 n'' #%8'

'0 n0' $8"

(

00 08$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81

本科 %=8#

硕士 #$8)

博士 #)80

居住状态 独居 %#81

家庭居住 )18!

..以W,h文件形式下载数据! 初步筛选以去除缺

失的应答并检查数据正常性$ 采用 ,RDCF*Y, K%8! 基

于偏最小二乘法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Y, (,+\主要

用于检验复杂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关系! 其优势包括#

对样本量要求较低! 适合小样本研究" 对数据的分布

假设较宽松! 适合非正态分布数据" 更注重预测能

力! 适合探索性研究和理论开发" 能够处理包含多

个潜变量和复杂路径关系的模型$ 因此! *Y, (

,+\能够有效检验心理认知因素与健康信息获取行

为之间的假设关系! 并为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内部一致性% 收敛效度% 可靠性判断问卷

设计的有效性$ 采用 WC><TDEG*;

"

和复合可靠性

&E>RA>;:F?C?B:DT:B:FN! W6' 衡量内部一致性$ 采用

平均方差 &DK?CDJ?KDC:D<E??@FCDEF?L! 7h+' 评估

收敛效度! 通过WC><TDEG*;

"

计算可靠性! 见表 %$

表$"项目相关性测量模型

调查项目 平均分 标准差 Y>DL:<J;WC><TDEG*;

#

W6 7h+

信息获取 &V,' %8=) "8=$ ) "81" "81= "8)%

V,# %8=0 #8"# "8==

V,! %810 "8$= "8==

V,% %81% "8$# "8=$

V,' %8)" #8"$ "81'

信息过载 &Xh' !81' "81$ ) "810 "81$ "8)!

Xh# !8$" #8#$ "8=$

Xh! !81= #8#0 "81"

Xh% !8== #8#' "81!

Xh' %8"= #8"$ "8='

Xh0 !801 #8"1 "81"

信息焦虑 &V7' !8') "8$" ) "81$ "8$! "8)0

V7# !8=# #8#= "810

V7! !8)) #8"= "8=!

V7% !8'! #8## "81=

V7' !8#% #8"$ "8='

V70 !8%1 #8#' "810

V7) !8'1 #8#) "8=1

回避信息 &7h' !8%# "81' ) "81) "81$ "801

7h# !8=) #8!1 "8="

7h! !8!' #8"$ "81%

7h% !8%# #8"' "8=1

7h' !8!) #8#% "8=0

7h0 !8!! #8## "8==

7h) !8"0 "8$% "8=0

各项W6值均高于阈值 "8="! 载量 &Y>DL:<J;'

高于建议值 "8="! 反射结构7h+高于阈值 "80! 问

卷设计可信度% 可靠性较高$ 此外! 分析不同维度

因素的相互映射作用! 见表 '$ 通过 *Y, (,+\分

析可以解释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 信息回避对健康

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方向和强度$ 路径系数小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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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 信息回避会抑制健康信

息获取行为$ 反射关系中可见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

互影响! 并非完全单因素% 单向地对信息获取行为

产生作用! 即信息过载与信息焦虑相互影响! 又共

同对信息获取行为产生反向作用$

表*"调查条目相关性统计

项目结构 信息焦虑 信息回避 信息过载 信息获取

信息焦虑 "81"

信息回避 "80= "8=)

信息过载 "8=' "80# "8=$

信息获取 "8#= "8%) "8#" "8=$

$)#"数据分析

结合前文表 # 和表 %! 系统分析信息过载引发

信息焦虑% 导致信息回避% 对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首先! -我通

过不同渠道查找过健康相关信息. &V,!' 在信息获

取维度分值最高 &%810'! 可见信息获取来源的多

样性和不确定性对健康信息获取的负面影响巨大!

除了专业的医学期刊% 医疗机构官方网站之外! 社

交媒体% 论坛中也有大量健康信息$ 非专业来源的

信息往往缺乏科学验证! 容易误导用户! 造成对健

康信息获取的负面影响$ 其次! -当我搜索健康信

息时! 总觉得内容太多! 如果内容少一点会更好.

&Xh'' 在信息过载维度分值最高 &%8"='! 可见在

海量健康信息中! 存在大量低质量% 虚假甚至有害

信息$ 部分商家为了推销产品! 发布不实健康信

息! 增加了用户信息处理的难度$ -健康相关信息

太多! 我感到焦虑. &V7#' 在信息焦虑维度分值最

高 &!8=)'! 可见面对复杂的医学术语和相互矛盾

的健康建议! 用户往往不知所措! 无法有效筛选和

整合信息! 从而产生焦虑$ 最后! -我故意无视健

康相关信息. &7h#' 在信息回避维度分值最高

&!8=)'! 可见虽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常用的信息

来源! 但用户往往选择 -视而不见. 来回避推送的

健康信息$ 综合来看! 信息来源过多% 没有资质认

定标准% 健康信息个性化服务不足造成了公众对健

康信息的 -回避.! 不利于公众作出正确的健康决

策! 进而影响公众健康$

$)$"小结

信息过载% 信息焦虑和信息回避在健康信息获

取过程中相互交织! 影响个体的健康信息获取行

为! 进一步影响健康管理决策$ 从认知的角度来

看! 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当所获得的信息超

过其信息处理能力就会导致信息过载1#12

$ 因此人们

会刻意规避对自身信息处理能力构成挑战的信

息1#$2

$ 信息回避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如注意力不集

中% 身体回避% 信息的偏见和遗忘等1#$2

$ 在医疗卫

生环境中! 信息回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生! 如避

免接触医护人员1!"2

! 忽略疾病风险信息1!#2

% 预后

信息1!! (!%2

$ 医疗信息回避问题涉及多方面因素!

其引发的负面健康结果对公众健康改善造成不利影

响$ 应采取相应策略! 提升个体健康信息获取能

力! 改善公众健康水平$

*"结语

本研究发现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受心理认知因素

影响! 信息焦虑和信息过载导致信息回避! 这 % 个

因素不仅各自对健康信息获取产生消极作用! 还会

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进一步对健康信息获取行

为产生负面影响$ 未来应开展进一步解释性研究!

引入更多心理认知因素 &如信息信任% 信息处理能

力'! 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探讨每个影响因素的作

用机制! 以了解公众获取健康信息行为的规律! 为

优化健康信息服务模式提供依据$

作者贡献+ 刘宁负责研究设计* 曹湘博负责资料收

集与分析) 论文撰写* 秦洪晶负责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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