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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康中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

略，其中“普及健康生活”是该战略的重点

内容，从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然而，2013

年卫生部公布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仅为

9.48%，仍处于较低水平。在这一情形下，健

康科普显得尤为重要。健康科普就是以科普的

方式将健康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传播给公众的，旨在培养

公众健康素养，学会自我管理健康的长期性活

动 [1]。为了健康科普更好地发展，健康科普研

究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健康科普研究，就是运

用医药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原理和方法对健康科普活动进行研究，总结其

规律，并用以指导健康科普发展的社会活动。

[摘   要]为了认识我国健康科普研究的现状，本文从多角度分析我国 1996—2015年的健康科普研究的文献，

发现不足并提出合理建议，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结果表明，我国健康科普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起

步晚、实践少、发展慢”的问题；健康科普研究中社区宣传关注较多，运用新媒体的健康科普研究发展迅速，

而期刊等传统媒体日益衰败；研究的领域存在“重点疾病多，非重点疾病少；慢性病多，非慢性病少；

老年儿童多，青中年少”的“三多三少”局面。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互联网的研究发展，推进新媒体健

康科普研究发展；针对健康领域社会热点展开研究，指导科普实践；关注重点疾病，加强精准健康科普

研究；拓展覆盖领域，加大健康科普研究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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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试从文献分析的角度，对我国 20 年健康

科普研究的文献进行研究，对已有的健康科普

研究进行总结和思考。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及检索策略

选取中国学术文献总库（CNKI）和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作为文献来源，检索年限为

1996—2015 年。分别以健康科普、医学科普、

健康宣教、健康普及等相关词汇为检索词，经

过主题检索，并在学科分类中选择“医药、卫

生”，共得到 3 747 篇文献。

1.2 样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根据预调查，健康科普相关文献大致可分

为探讨类、实践类和调研类。健康科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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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儿童等，健康

科普的方式可分为期刊、电视节目、新媒体、

社区宣传、展板、医护人员讲解、博览会、宣

传册、网站及 app 等。

本次分析的各类健康科普文献界定原则

如下：

健康科普探讨是对健康科普理论的探索

和研讨。包括健康科普工作的思考，科普模式

的构建，健康科普作用和原则的探讨等，无具

体数字。

健康科普实践是人们运用医学、药学的知

识对公众进行健康科学普及的活动。包括某一

具体单位针对某一具体人群所做的健康科普

有关活动实践等。

健康科普调研是人们为了认识健康科普

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总结其

规律。包括开展某一健康科普活动的可行性分

析，健康科普有关活动传播效果评价等。

应用以上检索方法得到的全部文献，去除

会议通知类、新闻纪录类、介绍科技和药物类

及稿约类等无效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 1 544 篇，

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通过阅读每篇文献的题

目及摘要，必要时阅读全文来进行分析统计。

2研究结果
2.1 文献分类结果

2.1.1 累计文献量

每年各类文献累计数量见表 1。可以看出，

2001 年之前，各类论文数量均较少；2001 年

至 2002 年各类累计文献数量排序为：调研类

> 探讨类 > 实践类；2003 年后各类累计文献

数量排序为：探讨类 > 调研类 > 实践类。累

计至 2015 年，探讨类文献占 46.05%，调研类

文献占 34.13%，实践类文献占 19.82%。

探讨类新增数量
探讨类累计数量
调研类新增数量
调研类累计数量
实践类新增数量
实践类累计数量

探讨类新增数量
探讨类累计数量
调研类新增数量
调研类累计数量
实践类新增数量
实践类累计数量

1988
0
0
0
0
1
1

2007
35

164
42

150
14
82

2001
20
31
30
36
9

11
2010

89
405
43

323
31

152

2004
17
92
17
81
12
40

2013
89

611
43

435
10

239

1999
1
1
4
4
0
1

2008
80

244
64

214
21

103

2002
17
48
14
50
8

19
2011

63
468
54

377
39

191

2005
20

112
9

90
18
58

2014
52

663
51

486
48

287

2000
10
11
2
6
1
2

2009
72

316
66

280
18

121

2003
27
75
14
64
9

28
2012

54
522
15

392
38

229

2006
17

129
18

108
10
68

2015
48

711
41

527
19

306

表 1  每年各类文献累计数量

每年文献量的变

化 见 图 1，2000 年 之

前，每年文献数量较

少；2000 年至 2008 年，

每年文献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增幅较大；

2008 年之后，总体位

于较高水平，不同年

份之间略有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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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每年各类文献数量

每年各类文献数量见表 1。可以看出，各

类文献数量总体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探

讨类文献和调研类文献均高于实践类文献。

图 2  各类文献比例随年份变化曲线

图 3  不同健康科普方式的论文数量比例随年份的变化

1999 年、2001 年、2006 年 和 2007 年， 调

研类文献新增数量高于探讨类，其他年份

（2004 年除外）探讨类文献新增数量一直

高于调研类。

图 4  每个阶段各类健康科普方式的论文所占的比例
注：由内向外依次为 2000 年至 2003 年，2004 年至 2007 年，2008 年至

2011 年，2012 年至 2015 年。

2.1.3 每年各类文献比例

每年各类文献所占

比例见图 2。可以看出

探讨类文献和调研类文

献总体比例位于实践类

文献之上，探讨类文献

和调研类文献所占比例

相差不大，各类文献每

年所占比例改变幅度较

小。在最初的几年中，

各类文献的比例波动幅

度较大，随着健康科普

研究领域的发展，各类

比例趋向于平缓。

2.2 健康科普方式的研究

健康科普的研究论

文中涉及的有关健康科

普方式主要有期刊、电
著增加。这体现出新媒体这一健康科普的方式，

发展迅速，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期

刊类论文所占比例依次为 49.25%、38.67%、

34.17%、10.19%，不断减少，尤其是第三阶

段至第四阶段这一时期，减少的幅度很大，

说明期刊这一传统科普模式，所获得的关注

视节目、新媒体、社区宣传等。从总体上看，

期刊类论文所占比例不断减少，新媒体类论文

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并略有波动。2012 年之前，

社区宣传类和期刊类论文所占比例较大，2014

年后，新媒体类所占比例超过期刊类和社区宣

传类，成为获得讨论最多的一种媒介。一直以

来，电视节目类所占比例最少。如图 3 所示。

为更直观地比较各类健康科普方式的论

文的增加或减少幅度，按年份划分为四个阶

段（2000 年 至 2003 年、2004 年 至 2007 年、

2008 年至 2011 年、2012 年至 2015 年），比较

每个阶段各类论文所占比例的变化。在每个阶

段，新媒体类论文所占比例依次为 14.93%、

9.33%、21.67%、34.39%。 除 2004 年 至 2007

年所占比例稍有减少外，新媒体类所占比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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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社区宣传类占比依次为

31.34%、41.33%、36.67%、47.77%， 所 占 比

例一直较大，从总体来看，所占比例一直增长，

略有波动，这表明社区宣传趋于保守，随着新

媒体等媒介形式的冲击，影响不大。电视节目

类论文所占比例依次为 4.48%、10.67%、7.50%、

7.64%。电视节目占比最少，一直控制在 11%

以内，比例变化不大。如图 4 所示。

2.3 健康科普研究的对象及其关注内容

图 5  健康科普的对象及其关注的内容所占比例统计表

健康科普研究的对象所关注的内容随年

龄变化有较大差异。如图 5 所示，研究最多的

是老年人方面，文献数量占 44.5%。文献中主

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

等，47.2% 是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科普研究，

23.6% 是糖尿病方面的科普研究。中年人中预

防保健是除生殖健康外的另一主要研究内容。

有关青年的研究文献占总数的 18.6%，青年中

研究内容有心理健康、艾滋病、禁毒、生殖健

康等方面，其中 35.4% 为艾滋病方面，22.5%

为生殖健康方面，心理健康和禁毒均占 16.1%

的比例。有关儿童的文献占总数的 21.9%，其

中， 饮 食 研 究 占 53.3% 的 比 例，23.3% 为 龋

齿方面的研究。从整体来看，生殖健康、饮

食、吸烟、艾滋病、肿瘤、肺炎等疾病受到

普遍关注，其中生殖健康占 63.5%，艾滋病

占 15.5%，肿瘤癌症占 11.1% 的比例，眼科占

10.0% 的比例。

3分析与讨论
3.1 健康科普研究文献量

从每年新增文献量看，总体呈现增长趋

势，期间稍有波动。2000—2002 年和 2006—

2009 年为迅速发展的阶段，2002—2006 年、

2009—2011 年数量变化缓慢。从每年各类文

献的数量来看，探讨类文献和调研类文献均高

于实践类文献，说明健康科普领域以研究探索

为主，实践仍需加强，健康科普工作者需要加

强发现实践中的科研问题，让研究探索与实践

相互促进。通过多种影响因素的拟合后发现，

重大事件对于论文数量的影响较大，反映出

健康科普研究和社会健康现状紧密相连，健

康科普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健康水平提高。

2002—2004 年的非典事件使这一时期关于肺

炎的论文量增多，2008 年的奶制品污染事件

使得关于儿童饮食健康的论文数量增加，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流行使得关于流感的论文

数量增加，2010 年张悟本的《养生经》使得

关于大众饮食健康的论文数量增加，2011 年

的日本核电站泄漏事件使关于核辐射的论文

数量增加，2013 年的雾霾严重使得关于空气

污染的论文数量增加，2014 年中南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所成立大会暨首届医院管理“湘雅论

坛”对医院在健康科普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探

讨，此后关于医院的论文数量增加。这些年份

有关于健康科普的大事件发生，为了使相关方

面的知识普及增多，健康科普研究领域探讨类

论文数量增加。各类文献数量总体呈逐年增长

的趋势，表明我国健康科普的研究和实践越来

越受到健康科普工作者的重视，我国健康科普

研究逐渐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3.2 健康科普的方式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社区宣传一直是健康

科普研究的热点。社区宣传有着实践性强、发

展较早等特点，对于慢性病的预防起着重要作

用，可有效地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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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这一方式已较为成熟，故对于电视节目这

一类的健康科普研究较少。近年来，研究更多

的集中在新媒体这一方式上，与此同时，期刊

等的关注度不断下降。

电视节目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十年

后出现健康养生节目。起初，受人们生活水

平、健康观念的影响，这类节目的反响不大。

从 2009 年开始，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的人们开

始注重保健，健康养生类节目数量激增。而

在 2010 年，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引起了

人们对健康养生类节目科学性的关注，导致

2010—2012 年间，探讨养生乱象的论文增多。

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看，阅读传统出

版物的人数在以每年 12％的速度下降，而阅

读新媒体的人数则以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

特别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人群表现尤为明显。

可见随着微博、微信等的崛起，新媒体这一传

播途径日益被大众所接受。纸媒等传统媒体在

新媒体的冲击下，谋求新出路，尝试媒体融合，

打造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拓展传

播途径。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新媒体为本位，形

成“两微一端”、视频、户外屏等多态化发展

模式，定制化、可视化、数据化、移动化已成

为媒体发展的大方向。主流媒体以其传统形态

为基础，“两微一端”成为标准配置。

在此背景下，2014 年来，在健康科普研

究领域，关于新媒体的研究呈爆发性增长。期

刊类论文也倾向于讨论“如何更好的借助新媒

体平台，开拓纸媒的发展新途径”，如开设健

康科普期刊微信公众号，开办健康科普期刊电

子版。新媒体是健康科普传播的发展趋势，但

目前来看，众多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中，健康这

一话题的影响力并不大。根据腾讯 2016 年 3

月发布的清博指数排名榜，前十位公众号没有

一个是健康类，排名最好的健康类公众号“丁

香医生”的排名也仅仅是第 76 名，针对新媒

体的健康科普研究还应侧重于如何打造有影

响力的健康科普新媒体平台方面。

3.3 健康科普对象及其关注的内容

3.3.1 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科普

当 今 社 会， 老 年 人 受 教 育 程 度 普 遍 不

高，而且由于年龄大，体质和免疫力普遍较

中青年人差。社区老年居民血脂异常患病率

36.44%，高血压患病率达到 31.57%，糖尿病

前期和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 6.25% 和 7.20%，

心电图异常率 18.72%[2]。从这份结果可以看出，

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科普内容的出现频率与疾

病的患病率呈正相关。调查显示，我国高血压、

糖尿病、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呈逐年增长态势，

这时就更加需要有关这些疾病的健康科普。给

予健康科普后，可以提升患者对老年慢性疾病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从而降低危害健康行为发

生率。

3.3.2 针对儿童的健康科普

儿童的身体发育不完全，免疫力低下，对

饮食、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关于儿童饮食

的科普研究占比最大。其次，儿童也处在牙齿

的发育期，易患龋齿，因此关于龋齿的科普研

究也较多。在疾病感染方面，0~6 岁儿童患病

率依次为呼吸系统感染（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炎和肺炎）74.04%、腹泻 26.80%、佝

偻病（缺钙）10.30% 和贫血 7.00%[3]。儿童的

饮食与腹泻、佝偻病的关系很大，故关于儿童

饮食的健康科普很多。但是关于儿童呼吸系统

感染的健康科普比例和儿童呼吸系统感染的患

病率严重不匹配，这说明关于儿童呼吸系统感

染的科普研究仍需大大加强。健康科普能够提

高家长对儿童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儿童

的健康水平，有助于儿童保健工作的顺利开展。

3.3.3 针对青少年的健康科普

青少年科普主要面向大学生群体，大多数

大学生离开了原来家庭的“保护”，初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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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历不够丰富。由于大学生特殊的生活环

境和心理，导致对有关疾病、安全用药的科普

的需求比较大。从文献统计来看，其中有关艾

滋病的科普文献最多，有关生殖健康、心理健

康、禁毒的科普文献数量紧随其后。大学生作

为社会中的高素质群体，正处于大量获取知识

和技能的时期，是观念和行为形成并且稳固发

展的阶段。然而相对来说，对于大学生的健康

科普研究的频率和内容的广泛度仍需提高。

3.3.4 针对中年人的健康科普

针对中年人的文献占比最少，这种现象

出现可能的原因是中年人社会经验丰富、日常

可参加科普活动的时间较少等。然而，中年人

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WHO 近期对外公布的

数据表明，中国有 70％的已婚妇女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生殖道感染，如此高的患病率可能是

导致中年妇女生殖健康的科普研究最多的主

要原因。然而，针对中年人的健康科普研究大

多集中在妇女生殖健康，其他的领域（如前列

腺炎等男性疾病）所获得的关注较少。中年人

普遍受过一定的教育，对于预防保健也比较重

视，所以关于预防保健的科普也是一主要研究

对象，但是此类论文所占比例不足，说明关于

预防保健的科普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3.3.5 针对全民的健康科普

全民科普方面，关于艾滋病、肿瘤癌症的

健康科普最多，说明公众对于这两种疾病非常

重视。其次，眼科疾病、生殖健康、饮食、吸烟、

肺炎在生活中比较常见，故关于它们的健康科

普研究也比较多。

3.3.6 讨论

总的来说，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艾滋

病、肿瘤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妇科

疾病……大多数难以根治，但可以通过预防减

少其患病率或有效缓解病人的病况。在针对不

同人群的科普中，对于老幼这两个弱势群体的

健康科普研究最多，这可能与这两个年龄段的

人群患病概率较大，且社会对这些人群的关注

较多有关。科普实践越多，积累经验越多，有

关的健康科普研究也就更深入。

从内容分析，我国的健康科普研究存在以

下问题：（1）我国居民肥胖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不仅肥胖人口的净人口已居世界第一，而

且肥胖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以国际最常

用的 BMI 标准来衡量，从 1989 年到 2009 年

净肥胖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38.1%，这个增

速在全球是领先的 [4]。然而有关肥胖的健康科

普研究很少；（2）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已经成

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问题，据世界卫生

组织（WHO）2010 年 6 月的公告，称全球有

超过 50% 的药品在处方、配方或销售过程中

存在不合理性，有 50% 的患者不能正确地使

用药物 [5]，但是目前的健康科普研究大多数是

对疾病的预防、疾病症状的缓解，很少有关

于合理用药的科普；（3）近视在我国居民，

尤其是青少年中十分严重，WHO 在最新研究

报告中表明，中国近视人群比例达 47%，与

美国 42%，日本 46%，新加坡 59% 以及中国

港台地区 56%，同属全球近视患病率最高区

域，全国近视人数已约 6 亿，青少年近视约

为 4 亿，世界平均水平 24%（1.9 倍），每年

新增近视眼约为 6%，但是关于近视的健康科

普研究很少。因此，我国在肥胖、合理用药和

眼科方面的健康科普工作仍需加强。

4未来与展望
4.1 重视互联网，推进新媒体健康科普研究发展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积极

促进健康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基于互联网的

健康服务。互联网下的科普信息有海量性、及

时性、精准性和共享性等特点，结合文字、音频、

虚拟技术等技术，相较于传统媒体更具有传播

力，吸引着传统媒体进行新媒体的转型。然而，

目前互联网科普并不十分完善，存在着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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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杂乱，科学性低等问题。如何构建完善的互

联网科普模式，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保证健

康科普来源的科学性……这些都是健康科普研

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传统媒体有着

审核严格、权威性较高的特点，媒体融合也是

当前研究的热点。但目前，期刊打造的公众号

平台影响力较低，文章的质量相较原版也会有

所下降。在媒体融合模式的探讨方面的研究还

有所欠缺，是未来健康科普研究的发展方向。

4.2 针对健康领域社会热点展开研究，指导科普

实践

社会热点事件是指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

注、参与讨论、激起民众情绪，引发强烈反响

的事件。社会热点事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及各类

社交通讯工具迅速传播，使公众格外关注与热

点事件相关的健康科普。这些热点事件具有公

众关注度高、信息量大、传播途径复杂、健康

科普效果良好等特点，因此，应及时针对社会

热点事件展开健康科普研究，剖析热点事件的

起因，讨论传播途径和模式，探讨未来科普模

式，从而指导社会热点事件相关的健康科普工

作的开展，使健康科普在社会热点事件演化的

各个阶段发挥更大的影响。

4.3 关注重点疾病，加强精准健康科普研究

目前健康科普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在老年人和幼儿，关注程度和疾病发生概率

基本呈正相关。然而目前我国健康科普研究涉

及的疾病不够精准，公众很难及时获取其最需

要的科普知识，是一种粗放科普。为了能让患

者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自身需要的健康科普知

识，需要加深重点疾病的科普研究，并在健康

科普领域推行精准健康科普的概念 [6]。所谓精

准健康科普，是指根据每个人的个人特征和所

患疾病制定科普方案，对被科普者进行最适合

其个人的科普。精准科普比传统的粗放科普更

有针对性，参考个体的体质和患病史，采取不

同的科普方案。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精

准科普的研究也应侧重于与互联网融合的模

式的探讨。

4.4 拓展覆盖领域，促进健康科普研究广度

“公平公正”是《“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实施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即推动

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

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

民健康覆盖，促进社会公平。文献分析的结果

表明，目前我国健康科普研究存在“重点疾病

多，非重点疾病少；慢性病多，非慢性病少；

老年儿童多，青中年少”的“三多三少”局面。

在目前我国公民健康素养不容乐观的情况下，

健康科普研究也存在着不平衡的局面。因此，

科普工作者们应拓宽健康科普研究的覆盖领

域，加强对科普薄弱领域的健康科普研究，如

合理安全用药、呼吸系统的疾病、肥胖、近视

等。提高健康科普研究的疾病覆盖率，促进健

康科普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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