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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design mode of E-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being
increasingly easy -used and gradually decentraliz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imely adjust the patter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needs of public audiences for health. At the same time，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new technological advances provide such a wide range of choic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accurate health -related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By analyzing the media preference patter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advantage and importance of using the Internet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major
supportive role E-science popularization playing in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thank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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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环境的不断发展，网络科普的板块设计模式更加趋于人性化并逐渐分散发展。因此，健康传播
需要根据网络的发展和受众的健康需求及时调整或改变传播模式。与此同时，得益于网络环境与新科技手段的优势，

网络为健康传播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并以最为准确有效的方式传播健康内容。本文通过对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

模式进行分析，强调运用网络进行健康普及的优势和重要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科普已成为为公众提供健康保

障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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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 囊括了新兴的各种网络衍生物，

如论坛、微博、博客、不同种类的社交网络、

网络视频等。运用网络平台进行有效的健康

传播可以在传递健康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文学、

艺术、科技等手法调动个人与大众的积极性

使人们理解科学、热爱科学，摈弃错误的健

康态度和习惯，积极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

互联网作为科学普及的信息平台，使受众可

以通过参与到科普的相关环节中，其要求和

建议也可以得到迅速、及时和充分的反馈。

参与式科普作为一项综合性网络科普模式，

是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

以积极主动地创作科普内容，加强网络交往

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

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科普样式 [1]。通过网

络进行健康传播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之间以及

传统媒体普及健康信息的方式，随着数字化

时代的发展变化，科普模式从单向传播转向

了双向互动。包括医学在内的基础科学学科

的科学传播需要适应媒体选择方式的转变，

其如何走进已习惯于新媒体方式交流及学习

的人群也成为科普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 [2]。随

着网络科普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健康传播的

实践中，公众接受健康信息和健康服务的媒

体选择模式也逐渐被互联网所取代。

1 网络在健康传播媒体选择模式中的优势体现
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模式是指建立在受

众存有健康需求的基础上，挑选媒体传播的

渠道，根据存在需求的特定时间接受健康内

容。公众需求健康信息时，会倾向于去医院

就医、询问身边亲友或者通过网络进行搜索，

这些行为对研究信息时代健康传播的媒体选

择模式十分关键。传统媒体环境中的健康传

播技术和手段趋于向特定的人群进行健康传

播，其普及的健康内容具有权威性。区别于

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网络媒体通过

虚拟技术将人类的需求和信息技术相联系。

受众运用互联网自主接触大量的健康资讯，

使用网络医院与网络人群进行健康互动。根

据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ed 的最

新数据显示，在美国约有 61%的成年人通过网

络接收健康信息。2012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

人均每周上网时间增至 19.9小时[3]。网络生活

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时间，网络技术为病人、

医生以及病人亲友提供不受客观因素限制的互

动平台，将“同病相怜”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使人们更加青睐搜索网络中的健康内容。健康

传播的实践证明在公众存有接受健康普及意愿

的情况下进行的健康传播更加富有成效。随着

新媒体衍生物的不断涌现，人们会选择满足健

康需求的最佳途径。图 1为健康传播的媒体选

择模式，并在下文中对图中相关因素予以说

明。富有成效的健康传播离不开科技手段，新

科技的发展综合了各类媒体的特点并将其成功

地运用到网络科普的开发和运作中，显而易

见，在新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网络囊括了健康

传播过程中的基本需求。

2 健康传播受众的参与需求
健康传播受众的参与需求来源于对健康的

关注和追求。公众在就医过程中的健康需求以

治愈疾病、维护健康生活状态为出发点。从科

普实践进行分析，相比较被动接受健康信息，

建立在需求基础上的健康内容更易于被受众所

接受。传统就医过程中公众接受健康普及的行

为仅介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科普的效果受到了

图 1 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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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等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缺乏互动

的科普行为主要取决于医生单方面的指导。网

络的互动优势改变了传统医患之间“你教我

受”的单项灌输模式。公众利用网络留言、音

频等方式与网络医院中的健康专家进行互动，

这充分体现了其参与健康传播的意愿。医学界

的学者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还可以增加病人接

触医生的频率[4]。网络聊天工具、Email、博客

和新兴的微博可以增进病患之间的感情。良好

的医患关系可以提高病患的治愈率，减少医疗

事故，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受众的参与需求

是健康传播媒体选择模式中的起源因素。
2.1关联性需求

公众对健康传播的参与需求促使他们进行

媒体选择。在选择过程中，公众与媒体的相关

性会形成人与媒体的友好关系，或人际之间通

过媒体组合为友好团体。举例而言，中国的各

类健康网站 （39健康网、中华网健康频道等）

与美国的 Revolutionhealth.com社区的功能的相

似之处是公众可以通过登录这些网站向其中的

健康咨询组织寻求信息和帮助，登录网站的人

们之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帖、留言等。

网站功能的设计激发了人与媒体、使用媒体的

人与人相互关联的健康需求。无论在西方的

Youtube还是中国的 Youku 等视频网站都存有

大量的有关健康、医疗信息的视频。公众通过

视频网络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健康信息，如减肥

进程、手术、喂养孩子等热点视频尤其受到人

们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局限于与

自己的朋友、家人、工作团体进行沟通，网络

论坛可以促进不同年龄、地区、阶层的人进行

交流。微博等新兴的网络传播方式可以将医学

专家、病人、其他公众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线

论坛的展开为共同关心相同健康议题的网民提

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帮助残疾人和一些限

于自己生活圈或与社会脱节的人们跟上社会生

活的节奏。健康论坛中的参与者凭借亲身经历

在论坛中作为“经验专家”为其他网友提供信

息帮助，网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向“经验

专家”咨询并获取经验。公众将自己与疾病抗

争的相关内容发表在网络上用以鼓励其他病

友，“同病相怜”成为了网络论坛中的关联性

纽带。

2.2获取信息的需求

公众主动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其一，向健康专家、医生进行咨询；

其二，从媒体中获取，尤其是根据实际需求通

过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获取健康信息。在健康

信息没有在媒体中普及的时候，医生或健康专

家成为了健康知识的科普者，这就造成了信息

的单向科普。网络为健康受众提供了一个自主

获取信息的平台，从而打破了此类不平衡的科

普模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首先选择便捷

的网络搜索方式。根据 Fox[5]的调查，80%的网

民曾经上网搜索过核心健康议题中的至少一

项。1/5 网民搜索过精神健康方面的信息，

13%网民关注疫苗的接种情况和相关数据。调

查结果显示，36%的网民认为网络为他们提供

了健康指导或者通过网络获得了别人的帮助。

34%的网民通过网络获得了专家的指导和帮

助，26%的网民自主从网络中获得健康信息并

进行健康选择。

2.3娱乐需求

娱乐性动机在健康传播的需求中所占比例

较少。媒体提供给公众大量的娱乐信息，其中

也包括健康内容。与此同时，名人效应也对公

众的日常生活起着重要的影响。媒体善于利用

名人效应传播健康信息，尤其是将娱乐明星作

为美容、营养、健身的目标进行健康宣传。信

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老百姓与名人之间的距

离，许多追星的年轻人甚至根据媒体报道模仿

名人的生活习惯。名人的健康意见往往不具有

科学依据，却很容易对信息接受者的生活造成

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明星代言的健康产品，

明星提供的美容瘦身信息会迅速通过微博、博

客等网络新产物风靡社会。名人效应会对健康

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健康传播需要关注的新

领域。
2.4健康消费需求

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商品种类繁多。无论是

理论探索 沈秋坦 周荣庭 任 杰 浅析网络科普在健康传播中的优势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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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购物还是网络商城都免不了一些健康器材

和营养品的广告。中国对药品管制比较严格，

网络药店受到严格的限制，大部分的西方国家

允许网上商城出售部分药品。公众的健康购物

需求非常琐碎，无论在世界任何国家，购买欲

都会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网络为人们的健康

消费提供了动机和选择，公众的健康消费习惯

逐渐从传统购买与健康关联的物品和服务开始

转移，其健康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消费行为也

越来越多样化。

3 健康传播中的公众参与存在个体差异
公众所处的环境、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客

观因素决定了不同受众个体的健康需求。不同

层次的民众在获取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不同

程度的个体差异，如文化差异、性别、年龄、

地域、生活水平等。网络科普对受众的要求较

低，其个性化的设计和趋于草根性的科普模式

可以被各类群体所接受。根据《第八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显示，医学与健康信息

是公民最感兴趣的科技发展信息。在性别差异

中，女性公民比男性对医学与健康等信息更加

感兴趣；在年龄差异中，公民对医学健康信息

最感兴趣的比例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文化

差异中，对医学健康信息最感兴趣的公民比例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在城乡差异

中，城乡居民均对医学健康议题最感兴趣[6]。

4 公众接受健康传播的时间段分布
根据 2013年 1月 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 《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越来越多的受众选择手机作为

上网工具，移动型的网络以迅猛的增长势头赶

超电脑网络。包括新增的移动网络使用时间，

2012 年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0.5

小时，相比 2011 年提升了 1.8 个小时。健康

传播的需求时间取决于人们最易接受“说服

性”信息的时间段分布。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

接触相关的健康信息容易导致人们的健康需求

明显增加。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名人效应。当

某名人被确诊了某种疾病，观众基于对他的关

注从而导致这种疾病在特定时间段内得到广泛

的关注。Cohen和 Kaczorowshi的研究报告指出

“不同年龄段群体容易产生健康需求的时间段

分布”对媒体的健康传播研究尤为关键。研究

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善于选择在假日早晨浏览

新闻资讯，年轻人则善于选择假日早晨搜集娱

乐资讯[7]。虽然两个群体关注的内容并不相同，

但是，综合两个群体接受资讯的时间段分布不

难发现，假日早晨是对公众进行健康普及的最

佳时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科普无需受

到时间的限制。与此同时，手机是公众必不可

少的通信工具，利用手机移动网络，增加了公

众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因此，公众能够灵活掌

握获取信息的时间，根据自己的需求控制信息

的主题、来源和信息平台。成功的健康传播可

以针对不同人群善于接受健康信息的时间段入

手，从而达到最佳的科普效果。

5“媒体的声音”在媒体选择中的重要性
媒体用娱乐的方式进行健康传播可以将原

本枯燥的医学信息、健康内容以引人入胜的方

式进行表达。无论是各种畅销的娱乐健康杂志

（例如 《健康之友》 《时尚健康》）、还是电视

广播中的健康娱乐节目都可以吸引数量较多的

关注人群。网络媒体综合了平面媒体和电视媒

体的特点，通过网页浏览可以阅读在线健康杂

志，通过网络视频观看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独

特的参与模式可以使人们通过自主选择满足娱

乐性健康需求。这样的媒体选择方式类似于在

医生与患者的人际沟通中，医生善于用易懂、

幽默和娱乐的表达方式让患者了解相关病情、

治疗方案。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模式强调媒体

的声音这一概念，因为媒体信息的来源是否真

实、可信、引人入胜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选择。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是值

得信赖的，甚至认为这些信息不是阐述意见而

是报道事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体模式的变

革，媒体的公信力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

科学传播报告 2009》 中显示在政治重要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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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媒体中，正面倾向占 40 .37%，中性占

54.09%。在新闻专业取向媒体中，正面倾向

占 34.21%，中性占 46.49%。而负面倾向在公

众论坛上为 40.28%，在科学家博客中，正面

倾向为 41.19% [8]。随着网民的数量不断提高，

人们可以获取到大量来源于新媒体的信息，

公众接受与主流媒体倾向性不一致的信息数

量也在逐渐增加。如此一来，公众对主流媒

体的信任度就会开始减少，如果主流媒体晚

于新媒体传播危机信息，那么很可能变成被

动传播，导致公众对主流媒体客观性产生怀

疑而青睐网络媒体。

媒体声音的可信度是健康传播媒体选择模

式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撰写健康内容还是选择

媒体，健康传播人员需要利用目标观众首选的

媒体声音，用以传达健康信息。根据这种模式，

观众选择的媒体声音可以大致分为三类[9]：

（1）权威声音：观众倾向于信赖传统媒体

的信息并认为其健康信息来源具有权威性从而

基本属实。

（2）有见解的声音：来源于具有见解和观

点的健康信息是具有说服性的。

（3）创造性的声音：来源于亲身经历的人

的健康信息是具有可信度的。

6不同媒体在健康传播选择模式中的特点分布
公众对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模式还包括对

不同媒体使用特点的评估结果。健康传播人员

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用以吸引有健康需求的关

注对象。关注的对象在特定时间段内成为了健

康传播的最佳接受群体。健康传播的媒体选择

模式分析，具有可制定性和搜索功能的媒体最

容易吸引公众。当公众选择了某种媒体并通过

该媒体接收健康传播的信息，他们会判断所选

媒体是否符合需求。如果所选媒体满足了受众

的健康需求那么他们会持续使用，如果不能，

受众则会选择功能更为全面有效的媒体方式。

从表 1可以看出，网络媒体占据了所有媒体的

特点优势。

7 运用网络进行健康普及的优势
通过网络进行健康普及可以将人们的健康

需求、健康护理方式以及互联网技术三者相结

合。尽管传统医患之间的人际沟通仍然是医生

对病人进行健康普及的直接途径，同时也是人

们在就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随着

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利用互联网、电话等现

代通讯技术和手段普及健康内容已被广泛地运

用到健康传播实践中，网络成为人们在就医之

外接受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学者在对网络健

康科普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通过网络普及可

以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为公众提供更多

选择，与此同时，获取信息的费用也相对较

低，通过网络健康科普可以有效改善公众的健

康行为[10]。综合网络健康科普的实践优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病患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提高健康护理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跨越沟通障碍促进健康信息共享；

提供以公众健康需求为中心的网络健康

服务；

通过网络技术协助基础性健康实践并减少

诊断和治疗的错误；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并提供准确的治疗；

为残疾人或其他有沟通障碍的病人提供更

为有效的健康护理；

促进公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并协助公众做出

准确的健康选择；

通过人性化设计，运用程序化设计提高健

康促进的效率，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表 1 媒体使用特点分布[9]

互动性 /易于参与
可制定性
机动灵活性
搜索能力
影像功能
声音功能
直接性
不需要集中注意力
不需要阅读技能

媒体特点
报纸

√

广播

√
√
√
√

电视

√
√
√
√
√

网络
√
√
√
√
√
√
√
√
√

媒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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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健康科普已成为提供健康保障的第三
种力量

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分为公费医疗体

系与医疗保险制度，基于健康传播模式的媒体

选择模式，网络健康科普的优势在未来健康传

播发展模式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加深，成为提

供健康保障的第三种力量。2008 年卫生部发

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行）》指出必须把提高公民健康素养作为深

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改善卫

生服务公平性、可行性的重要公共卫生行动，

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我国提高公民健康素养的

传统方法是提供培训或纸质健康教育手册。网

络健康科普打破了这一陈旧的格局成为提高公

众健康素养的拓展性途径，以数字化和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接触健

康信息和健康护理的方式。健康类网站的专家

指导、可下载打印的健康资料、MP3健康教育

课程音频下载、在线健康视频等人性化的健康

服务为公众提供了充足的健康支持和精神保

障。通过健康传播可以帮助维护和协调公共卫

生和预防疾病方面的工作，病人如果在就医之

前通过网络科普自主了解相关信息会比一无所

知而去就医更具成效，而有效的沟通可以改善

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尽管我国的科普事

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就网络科

普体系的构建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健康传

播直接关系到公众生命健康，日益增加的网络

健康内容需要及时通过科普去伪存真。复杂的

网络变化和日新月异的网络衍生物为网络科普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如何构建符合新科技

时代特点的健康传播模式并依托网络技术的发

展进行转型、衍生更为人性化的健康传播模

式，使之成为传统医疗健康体系的有力支撑，

是网络科普发展需要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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