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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健康信息泛指与身心健康相关的医疗或保健信息! 包括医学知识" 保健知识以及健康服务信

息等# 健康信息的有效利用有助于提高健康决策能力! 对公众生命与健康具有重大影响# 随着科技进

步" 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公众对健康信息内容" 健康信息服务及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 互联网

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相结合! 增强了医疗健康信息的可及性和健康信息服务的便利性! 搜索引擎" 健

康信息服务平台和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 数字包容是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

信息公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 本期专论着眼于健康

信息管理! 内容包括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 慢性病患者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研究" 医疗健康信息

服务中数字包容政策量化分析等! 以期为释放健康信息资源价值" 支持公众和管理者开展健康决策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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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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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0意义 构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为其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0过程

通过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基于用户*信息0技术0任务三维交互理论 $以下简称三维交互理论%! 构建用户

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模型! 并进一步构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结果0结论 三维交

互理论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所构建的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模型

可从需求" 体验" 认知和情感等方面动态解析用户交互! 并深化发展了三维交互理论& 以此模型为框架!

系统分析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体系! 形成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该模型对健康

信息搜索系统交互功能评价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健康信息系统& 信息搜索& 系统评估& 用户交互&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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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治未病! 防慢病! 救急病+ *每个人都

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等健康理念传播深植!

公众愈发倾向于主动搜索网络信息了解症状与治疗

方法! 辅助解决健康问题" 网络和信息技术不断发

展! 网络信息获取低成本, 高可及的特性使其成为

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

" 为响应用户需

求! 一系列健康信息搜索系统快速建设发展" 调查

显示! 我国已建成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积累了丰富

的信息资源" 然而! 当前健康信息搜索系统在高效

获取健康信息, 个性化交互体验方面表现不佳-#.

!

主要是因为未充分关注用户交互需求" 为揭示健康

信息搜索系统在用户交互设计方面的不足! 促进其

交互功能优化设计! 释放健康信息资源价值! 服务

公众健康决策! 本研究在引介交互信息检索系统评

估相关理论基础上! 解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

估要素! 阐释评估标准与测度指标! 构建健康信息

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

支持与方向指引"

#"从交互信息检索系统评估到健康信息搜

索系统交互评估

#$!"用户交互与信息检索系统评估

在信息检索领域! 交互常指用户根据自身需求

向检索系统发起请求, 建立资源匹配! 并根据检索

结果调整搜索策略的多次迭代过程" *用户*系统+

交互问题很早就受学者关注! 如医学文献分析检索

系统PUMV31,的绩效评估研究! 以用户交互为导

向! 指出用户与系统交互缺陷是引发查全率和查准

率问题的关键-$.

" +:=B>8D W等-%.基于模拟工作任务

情境和真实用户参与! 提出交互信息检索评估模

型" 此后! 基于用户交互的信息检索系统评估研究

不断深化! 并延伸至垂直化信息检索系统"

数字图书馆系统是信息检索系统垂直化应用的

典型" 随着其普及应用! 基于用户交互的数字图书

馆评估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成熟" X>@=Y等-(.指出

交互由用户, 内容和系统 $ 要素构成! 并从信息集

合, 技术, 用户, 使用 % 个维度构建数字图书馆评

估模型" 97?L:8?7Z等-'.基于用户, 内容, 系统 $

要素构建数字图书馆三维交互评估模型! 为提升此

模型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 还引入可用性, 有用

性和绩效等评估标准" 梁孟华-).围绕用户交互需

求, 交互服务绩效, 交互服务过程 $ 方面! 构建基

于用户交互的数字图书馆服务评价模型" 李月琳

等-2.分析已有交互信息检索经典模型后! 认为用户

与信息检索系统间交互表现为用户与信息内容, 系

统技术和任务的多维交互! 并构建用户与数字图书

馆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可见! 无论是传统信息检索系统! 还是以数字图

书馆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搜索系统! 其交互评估视角

与内容虽有差异! 但均表明用户交互具有多维属性特

征! 这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提供了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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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用户交互的信息检索系统与健康信息搜

索系统的通约性和相异性分析

""面向用户交互的信息检索系统与健康信息搜索

系统在核心要素层面有较强的通约性" 一是人机交

互功能! 二者均致力于构建高效, 灵活的交互机

制" 交互信息检索系统关注用户信息需求及行为!

设计支持多样化交互的搜索界面-/.

! 以实现信息检

索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面向用户交互的健康信息搜

索系统也注重用户交互! 除一般交互外! 还注重多

形式, 多模态交互! 以提升用户的参与感和获得

感-!&.

" 二是检索服务方式! 二者均采用多种策略提

升信息相关性" 交互信息检索系统通过优化检索算

法! 尝试理解和建模用户查询意图-!!.

! 提供符合用

户需求的检索结果" 面向用户交互的健康信息搜索

系统同样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提供基于多种检索方

式的高质量健康信息-!&.

" 三是用户界面设计! 二者

均强调界面的直观性与易用性" 交互信息检索系统

采纳广泛认可的界面设计原则! 强调界面组件简洁

易用以及界面的直观性和可访问性-!#.

" 健康信息搜

索系统界面设计生动, 色彩丰富! 有利于增强其易

用性和用户体验-!&.

" 四是信息内容组织! 二者均需

遵循科学的信息分类, 标识和展示原则" 交互信息

检索系统优化索引及排序算法! 注重结果的可视化

呈现-!$.

! 实现信息的科学分类, 标识及展示" 面向

用户交互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也关注信息组织的结

构化描述! 对不同信息进行分类, 排序! 同时强调

信息的可视化表达-!&.

" 此外! 信息检索系统与健康

信息搜索系统均需建立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以改

进系统交互性能! 优化交互体验-!%.

"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还具有与一般信息检索系统

相异的属性! 主要表现为健康信息的特殊性-!(.以及

用户健康信息搜索过程的复杂性-!'.

" 健康信息的专

业性和敏感性较高! 用户搜索时面临更大心理压力

和更高准确性需求! 更易产生焦虑或不稳定情

绪-!).

" 因此!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应考虑用

户健康素养水平, 对信息真实性与可靠性的高要求

以及用户隐私保护" 此外!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用户

常处于健康决策情境中! 这要求系统能够提供个性

化健康决策服务"

综上! 尽管健康信息搜索系统在服务目的和内

容等方面与交互信息检索系统有所不同! 但二者在

人机交互功能, 检索服务方式, 用户界面设计, 信

息内容组织等方面存在较强可通约性" 因此! 可考

虑将交互信息检索系统评估理论, 方法和模型作为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建构的基点" 同

时! 考虑到二者在用户搜索, 信息特征等方面的相

异性! 还应结合健康信息搜索系统自身特点! 形成

贴合实际的交互评估体系"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模型

理论构建

""用户与信息系统三维交互 #任务, 信息与技

术$ 模型-!2.是交互信息检索系统评估的经典理论

模型! 见图 !! 为构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

模型搭建理论框架"

图!"用户与信息系统三维交互模型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维度分析

!"#"#$健康信息搜索中用户与任务的交互"任务

作为用户信息搜索的驱动! 是影响用户与系统交互

的关键因素之一" V6[等-!/.基于分面分类思想! 认

为任务是由多种属性及其取值交织而成的复合变

量! 发现工作任务不仅影响交互过程中用户的主观

感知, 信息选择与最终交互绩效! 还影响用户交互

行为" V6[等-#&.指出任务和系统的差异会影响用户

对任务难度和复杂度的判断! 以及用户对系统交互

设计的评价" 由此可知! 用户对任务的交互感知不

仅影响用户交互过程和结果! 还影响用户对信息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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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系统的满意度评估" 在健康任务驱动下! 用户会

根据任务内容进行健康信息搜索! 因此! 任务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用户健康信息搜索方式及其对搜索结

果的可用性评判" 所以! 任务是健康信息系统交互

设计与评估中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和要素"

!"#"%$健康信息搜索中用户与信息的交互"用户

与信息的交互本质是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过程! 而

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是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根本目

的" 关于用户与信息的交互! 有研究-#!.将其划分为

沟通行为, 信息行为, 交互客体, 交互共有维度和

交互准则 ( 个方面" 若从形式和内容角度考虑! 可

将其划分为媒介式交互, 场景式交互, 圈群式交互

和签到式交互 % 种类型-##.

" 也有研究-#$.针对智慧

医疗情境下用户与信息的交互构建信息交互评价模

型! 包括绩效期望, 努力期望等 ' 个维度! 共包含

#& 项测量指标" 相关研究-#%.还表明! 信息有用性

是用户与信息交互的核心指标! 突显了信息搜索过

程中用户与信息交互的重要性" 因此! 要提升健康

信息搜索系统整体交互性能! 需将信息维度置于评

估的核心层面"

!"#"!$健康信息搜索中用户与技术的交互"用户

使用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满意度受到交互界面和系

统功能技术的影响" 交互界面是技术支持的主要体

现! 也是用户交互发生的主要承载" 研究-#(.表明!

可用性是交互界面评价的核心! 具体评价包括可学

习性, 效率, 可记忆性, 出错和满意度 ( 项指标"

在数字图书馆系统交互界面评估研究中! 有学者-#'.

指出关键指标包括搜索和浏览功能的易用性, 导航

的直观性, 帮助功能的可用性, 视图和输出的易用

性! 以及整体可访问性& 也有研究-#).将交互界面评

估划分为易用性, 效率, 一致性, 适用性, 用户的

努力程度和交互支持等维度" 此外! 系统性能常与

交互界面一起构成用户感知系统质量的重要内容!

且系统功能设计对用户行为! 特别是信息搜索行为

有显著影响-#2.

" 这些均表明! 系统功能与交互界面

是用户与技术交互的核心! 通过分析用户与技术的

交互可深入理解系统技术层面的设计和开发对用户

健康信息获取的影响! 进而优化健康信息搜索系统

交互设计"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见图 #"

图#"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旨在诠释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从技

术, 信息两个维度对健康任务的支持! 以及用户与

健康信息系统在任务, 技术和信息 $ 个层面的交互

过程! 并尝试从需求, 认知, 体验和情感 % 个方面

分析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环境下用户交互的内在动态

机制" 用户认知和情感是驱动用户交互的核心要

素! 通过需求和体验两要素调节用户信息搜索行为

和评估过程" 健康任务是关键情境要素! 塑造用户

信息行为" 在健康信息搜索中! 用户面临的健康问

题通过健康任务表征! 经用户感知和理解! 健康任

务细化为健康信息需求" 对用户而言! 此健康信息

需求体现在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 分别表征用户内

部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 用户需求满足的核心是健

康信息-#/.

" 健康信息被组织并存储于健康信息搜索

系统中! 用户需通过与系统交互获取健康信息" 健

康信息搜索系统为用户提供技术和信息内容两方面

的支持! 在交互过程中! 用户结合使用体验对系统

进行技术和信息两个层面的评估" 用户根据主观需

求与健康信息系统交互! 用户认知能力和情感可调

节其信息搜索和评估过程! 进而影响健康信息选择

和使用" 信息搜索是动态迭代过程! 在与健康信息

搜索系统的多轮交互中! 用户信息需求逐渐明晰!

认知能力得到提升! 健康信息搜索策略也不断优

化" 需明确的是! 用户认知需求与情感需求的满足

不仅取决于用户对健康任务的感知与理解! 还有赖

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 总体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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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从用户与任务, 技术, 信息 $ 个维度交互阐

明了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的内在机制和要

素! 为健康信息系统交互评估体系及测度指标设计

提供了理论基础"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的指标体系

与理论模型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及其概念化操作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框架表

明!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需从信息, 技术与

任务 $ 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 信息维度指用户搜

索健康信息时对信息内容的评价, 判断或感知" 有

研究-2.指出! 信息维度指标包括可获得性, 有用

性, 适用性等& 也有研究-$& *$!.认为! 准确性, 权

威性, 保密性, 及时性等指标可作为用户评价网络

健康信息内容的要求或标准" 基于以上研究! 本研

究将可获得性, 适用性, 易理解性, 完整性, 有用

性, 全面性, 准确性, 权威性, 保密性, 及时性 !&

项指标作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的信息维度

评估指标! 并通过用户填写李克特 ) 点量表进行测

度" 技术维度反映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0界面

的交互! 参考信息构建理论核心要素 #信息组织,

信息标识, 信息导航和信息检索等$

-$#.

! 凝练技术维

度评估指标体系! 包括系统结构, 视觉美感, 用户满

意度, 界面表现, 可用性(项指标! 突出 *以用户为

本+! 注重信息表达" 任务维度旨在评估用户使用健

康信息搜索系统完成任务时的体验和效率" 本研究在

李月琳等-2.研究基础上! 将主观任务复杂度, 主观

任务困难度, 搜索任务困难度, 搜索任务复杂度,

主题熟悉度, 搜索经历丰富度, 信心程度, 过程和

方法熟悉度 2 项指标纳入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

估指标体系的任务维度! 并通过用户填写李克特 )

点量表获得! 见表 !"

表!"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及其测度

维度 评估指标 解释说明 测度方法与概念化操作

信息维度 可获得性-2. 用户通过一定途径获取查询到的健康信息 我想要的信息能通过多种方式得到& 系统提供的健康信

息内容方便下载, 复制或收藏

适用性-2. 健康信息内容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程度 获得的健康信息与我的健康任务紧密相关& 系统呈现的

信息大部分都是我想要的

易理解性-2. 健康信息内容易理解程度 搜索到的健康信息内容条理清晰, 简洁明了& 信息内容

中对专有名词进行了有效解释和说明

完整性-2. 健康信息内容完整! 不存在要点缺漏或过度省略 获得的信息或文章内容完整& 搜索到的信息不存在缺

漏, 不完整

有用性-2!$&. 健康信息能否有效帮助用户解决健康问题 系统上的信息能有效帮助我解决问题& 系统呈现的信息

增强了我对问题的理解

全面性-2!$!. 健康信息内容是否全面! 可否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

需求

系统中健康信息类型多样& 系统中健康信息内容很全

面! 足以满足我的不同需求

准确性-#!$&. 健康信息准确, 可靠! 具有科学依据 信息内容没有拼写和语法错误& 信息没有自相矛盾, 缺

乏逻辑和明显违反科学准则

权威性-$& *$!. 健康信息发布者或来源是权威人士 介绍了信息的版权, 责任者及责任单位& 文章注明了作

者及其职务等认证信息

保密性-$!. 承诺不收集用户个人识别信息! 且隐私政策内容易

见

系统注明了隐私保护政策或声明& 隐私声明或政策解释

详细, 可理解

及时性-$&. 健康信息内容是否及时更新! 紧跟时事热点 所发布信息更新及时& 信息内容涉及最新研究成果, 热

点新闻或重要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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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评估指标 解释说明 测度方法与概念化操作

技术维度 系统结构-2.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结构有序性, 导航功能完备性 系统整洁有序! 菜单树构建合理! 脉络框架清晰& 有完

整的导航功能! 引导我沿着正确路线查找信息

视觉美感-2. 用户对健康信息系统界面的视觉感知! 主要体现为色

彩搭配, 视觉元素, 细节处理以及整体风格等方面

注重色彩的协调性和视觉舒适度& 界面的视觉元素如图

标, 符号等丰富且风格一致

用户满意度-2. 用户的体验感知! 体现在舒适性, 友好程度 使用系统过程舒适! 对此我很满意& 系统对用户很友

好! 对此我很满意

界面表现-2!$&.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界面的布局是否合理! 标识是否

清晰! 干扰信息是否得到控制

界面排版和布局合理& 界面合理地使用了如声音, 图片

等多媒体信息

可用性-2!$&. 健康信息系统的可用性! 体现在易学性, 易用性,

一致性, 高效性, 容错和处理能力

我能轻松理解系统功能和操作流程! 无需大量培训或指

导& 在系统上我能快速找到自己想找的信息

任务维度 主观任务

复杂度-2.

用户对健康任务复杂程度的个人主观感知 我认为完成此健康任务需要的时间很长& 我认为该健康

任务蕴含了很多小任务

主观任务

困难度-2.

用户对健康任务困难程度的个人主观感知 我认为理解此健康任务很困难& 我在完成此健康任务时

会遇到很多麻烦

搜索任务

困难度-2.

为完成健康任务! 搜索相关信息时感知的困难程度 我很难理解搜索到的相关健康信息& 搜索信息时我遇到

了很多麻烦

搜索任务

复杂度-2.

为完成健康任务! 搜索相关信息时感知的复杂程度 我感觉搜索相关健康信息内容多且杂! 需花费很多时间&

在搜索目标健康信息时! 需要先了解很多其他相关信息

主题熟悉度-2. 基于用户原有知识及其熟悉该任务主题的程度 我十分熟悉该健康任务的主题&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健康

问题

搜索经历

丰富度-2.

是否具有相同的搜索经历 我之前有相同或相似的搜索经历& 我经常进行类似的搜

索活动

信心程度-2. 用户对于获得完成健康任务所需信息是否具有足够

的信心

我觉得我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健康任务& 对于我来说!

这个健康任务比较简单

过程和方法

熟悉度-2.

用户对搜索方法和搜索过程知识的熟悉程度 我对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搜索方法和搜索过程非常熟

悉& 我知道哪些地方能快速找到我需要的相关信息"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融合分析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模

型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 提

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见图 $" 以

三维交互模型为基本理论架构! 围绕健康任务! 解析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间多维度, 深层次的交互机

制& 同时融入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体系!

阐释 *以用户为中心+ 的系统评估理念与标准! 为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功能评估实践提供方法和工具

设计思路" 各评估指标测度方法与概念化操作可保障

评估过程的客观性与可操作性" 因此! 健康信息搜索

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有利于推动 *以用户为中心+ 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

交互评估研究与实践深入发展"

图%"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结语

在健康信息搜索系统评估研究中! 多数研究侧

重健康信息内容质量与用户差异! 较少直接关注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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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交互性能" 鉴于此! 本研究聚焦健康任务情境下

的系统交互评估!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领域内对健康

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关注的不足" 通过回顾, 梳

理和分析交互信息检索系统评估, 用户与信息系统

多维交互等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用户与健康信息搜

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该模型旨在从任务, 技

术, 信息 $ 个维度阐述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

交互过程! 并通过需求, 体验, 认知, 情感 % 要素

动态分析用户交互! 深化拓展了用户 *信息0技术0

任务三维交互理论" 在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

维交互理论框架下! 基于已有研究开发并验证评估

指标! 进一步构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

体系! 设计其概念化操作与测度方法" 该评估指标

体系为用户感知视角下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性

能评估提供了标准与可测度指标"

*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三维交互理论模型+

与 *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指标体系+ 共同构

成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 该模型聚

焦用户与健康信息搜索系统的交互关系! 强调 *以

用户为中心+ 的评估理念! 为健康信息搜索系统评

估及其优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此外! 当前生成式

人工智能以 *对话+ 为唯一或主导交互形式! 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户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交互的深度

与广度" 本研究提出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

模型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健康信息搜索应用中的

交互功能与界面创新设计提供参考"

本研究中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估理论模型的

构建主要基于系列已有相关成果的梳理, 分析与整

合! 虽对其合理性, 可操作性做了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与阐释! 但有效性还需更多实证检验" 此外! 目前在

线健康信息搜索或获取服务呈多元化, 跨平台, 移动

化发展趋势! 本研究构建的健康信息搜索系统交互评

估理论模型的适用性也需继续探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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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8IKA@?F6:=% ?7G7<AC?<6;=AF6AJ-\.TQA?B<@;?=A! #&#!!

/ #!#$% !)%&T

#"熊回香! 詹晓敏! 郑晓威4基于_3YN*̀ XM集成方法

的健康网站信息服务质量优化研究 -\.T情报理论与实

践! #&#%! %) #2$% !'& *!)&! !)/T

$"V3Ya3,9U1X-4PUMV31,% =AH:=<:8 <@AAF?B>?<6:8 :E

6<7:HA=?<68IAEE6;6A8;G - \.T 3CA=6;?8 D:;>CA8<?<6:8!

!/'/! #& ##$% !!/ *!%#T

%"+N1V.YMW4USHA=6CA8<?B;:CH:8A8<7E:=<@AAF?B>?<6:8 :E

68<A=?;<6FA68E:=C?<6:8 =A<=6AF?B7G7<AC7-\.T\:>=8?B:E

D:;>CA8<?<6:8! #&&&! (' #!$% )! */&T

("X.Q1Y! Q3Y,UYW! P3+UP! A<?B4M6I6<?BB6K=?=6A7% ?

IA8A=6;;B?776E6;?<6:8 ?8D AF?B>?<6:8 7;@ACA-a.TV:8D:8%

9@A(<@ U>=:HA?8 a:8EA=A8;A:8 1A7A?=;@ ?8D 3DF?8;AD

9A;@8:B:IGE:=M6I6<?BV6K=?=6A7! #&&!T

'"9,3_NY3, Z! _3WOM3_O, ,! W3W39QUNMN1N.a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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