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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探索女性生殖健康科普传播新途径，本研究基于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开展

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定期推送女性健康教育科普，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普好声音”活动，并开发“AI”

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对 323 例微信订阅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对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的总体满意度、知识

获取率、知行转化率均较高，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的用户比未参与的用户在知识掌握程度和知行转化上

表现更好。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弥补了公立医院在就诊前、就诊后的预防、保健和预后

的不足，应进一步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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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是人类进行生存和繁衍的基础。

女性生殖健康包括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

期、计划生育、围婚期、围孕期、围产期、

围绝经期、老年期等系列保健服务和性传播

疾病防治及性功能等内容 [1]。女性生殖健康

不仅限于其自身的生理健康问题，还直接涉

及全民的健康水平、心理素质、医疗费用等，

对我国居民健康生活的普及、人口素质的提

升、维护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具有积极且深远

的意义。但是，目前我国的女性生殖健康问

题仍十分突出，尤其是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

对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相当匮乏，整体情况

不容乐观 [2-8]。

公立医院是女性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机

构，但受制于政策、资金、人员、场地、设

备等因素，较少能够规模化、系统化地开展

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并存在着难以传播、难

以理解、难以知行转化等问题。如何加强公

立医院女性生殖健康教育的建设是值得思考

和研究的问题。微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成

为非常活跃的新媒体，微信公众平台为女性

生殖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以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为例，依托临床医疗

资源持续推送涵盖妇科常见病、生殖内分泌、

妇科肿瘤、围孕产期、母乳喂养等科普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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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进行线上生殖健康教育；引入人工智能

（AI）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进行在线实时答

疑的精准化科普问答推送；通过开展“科普

好声音”活动，将女性生殖健康知识以一种

全新的情景代入式方式排演成演讲、小品及

歌舞剧对人群进行线下科普宣教，并在赛后

通过官方微信对“科普好声音”进行多阶段、

精华碎片化科普资源推送。通过建立 360 度全

维度、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科普宣教模式，探

索新形势下微信公众平台在女性生殖健康科

普宣教的作用和模式。

1研究内容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抽样方法：2017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30 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持续的女性生

殖健康教育后，对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微信公众号但未参与“科普好声音”的

用户，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 266 名用

户；同时，对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微信并参与“科普好声音”的用户，采取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 57 名用户。通过“问

卷星”的网络和微信渠道进行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 323 份，回收有效

问卷 323 份，有效率 100.00%。调查问卷的主

要内容包括：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用户的人口

特征、满意率、执行率、知识获取率和掌握

程度、知行转换率等。调查对象均为关注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

1.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开展的健康教育活动

（1）健康教育微信推送：2017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通过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订阅号共推送女性生殖健康教

育相关微信 312 条。（2）线上线下模式结合的

科普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模式结合的“科普好声音”活动。前期征集

用户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将需求

反馈给医务人员，征集科普文章 196 篇。初赛

以专家评选法入选优秀作品 50 篇。复赛以选

手科普演讲的方式进行，并完成 6 支决赛队伍

组队。决赛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招募观众，观

看 6 支队伍以演讲、小品及歌舞剧为形式的健

康教育。活动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在整个赛

程中不断通过微信发布参赛选手的科普文章，

既进行了健康教育，也是活动宣传，在赛后，

对赛中录制的演讲、小品、歌舞剧的健康教

育视频进行剪辑，通过微信进行二次传播。

（3）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以医院微信公众

平台为基础建立了“AI”实时互动机器人系

统，在用户消息中可以实时回答用户对于女

性生殖疾病与健康方面的提问。

1.3 统计分析

使用“问卷星”导出 EXCEL 调查样本的

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运用到的统计学

方法为描述性分析、频数分析、交叉分析。

2结果
2.1 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女性生殖健康教育的总

体成效

2018 年 4 月 30 日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数为

123 339，比 2017 年 5 月 1 日增长 49.34%。期

间发布 312 篇与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微信，总

阅读量为 2 370 079，篇均阅读数为 7 596，其

中被其他微信公众平台转载刊登的 235 篇，转

载次数 1 132 次。单篇最高阅读量为 471 417。

阅读量超过 1 万的微信有 38 条，占总数的

12.18%，阅读量前 10 位的微信如表 1 所示。

在 323 人的有效问卷中，对于“对我院

微信公众号推出的科普总体是否满意”的问

题， 44.89% 和 40.56% 人选择“非常满意”和

“较满意”。对于“想要了解的健康科普是否

能在我院微信公众号上获取到”这一问题，

87.62% 的人认为能获取一半及以上想要了

解的健康知识。对于“在获取相关的健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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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30 日微信公众平台阅读量前 10 位的微信

标题
姑娘，我敬你是条汉子
宫颈糜烂？！我什么都没有做过啊，怎么会这样？
每一间手术室，都坐着一个“很闲”的医生……
HPV 病毒感染会自愈吗？ 9 小问，带您快速了解 HPV
听说，这次内地上市的 2 价宫颈癌疫苗是个“淘汰货”
宫颈糜烂不是病，但你的宫颈就真的没病吗？
什么时候同房受孕几率最高？答案居然是……
月经第五天，神奇的一天！
震惊！原来每对夫妻都有可能生出“唐氏儿”！
阴超到底有多可怕？！

阅读量
471 417
83 959
29 791
26 831
22 589
20 171
18 280
17 506
17 211
16 548

形式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 视频

分享数
33 816

264
993

2 274
2 519
1 086
1 631
383
946
282

表 2  2017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30 日“科普好声音”活动相关微信阅读量前 10 位

标题
每一间手术室，都坐着一个“很闲”的医生……
阴超到底有多可怕？！
子宫肌瘤患者可以喝豆浆么？
避孕的五个常见误区，看到第一条就震惊了
3 年遭遇 3 次胚胎停育！医生都流泪了……胎停到底为什么？
这个病对孕妈和胎儿都有危害，却不被人重视！
我这么年轻，怎么会得宫颈癌？
外阴瘙痒不一定是阴道炎，耽误治疗可能发展成癌
阴道江湖、张氏开奶、机器人手术……原来科普也能这么好玩！
宫颈糜烂？你可能得了个假的病！

阅读量
29 791
16 548
11 478
11 344
10 811
10 769
10 097
9 787
9 583
9 442

形式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 视频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文字 + 图片 + 视频
文字 + 图片

分享数
993
282
559
235
235
315
335
162
428
513

表 3  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与否和知识掌握程度的关系

知识点
人乳头瘤病毒与宫颈癌的关系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宫颈糜烂与宫颈癌的关系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平时应长期服用雌激素保健品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绝经后阴道流血并不要紧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日常冲洗阴道有助于阴道卫生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N%）

56（98.25%）
1（1.75%）

50（87.72%）
7（12.28%）

55（96.49%）
2（3.51%）

57（100%）
0（0%）

57（100%）
0（0%）

知道但并未参与或不知道（N%）

247（92.86%）
19（7.14%）

199（74.81%）
67（25.19%）

246（92.48%）
20（7.52%）

247（92.86%）
19（7.14%）

243（91.35%）
23（8.65%）

P 值

0.22

0.037

0.39

0.031

0.019

普后是否会按照科普的建议来执行”这一问

题，选择“完全执行”占 33.13%，“执行大部

分”49.54%。可见，用户对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微信订阅号的女性生殖健康教育总

体满意率、知识获取率和知行转换率都较高。

2.2 科普好声音活动成效

2017 年 5 月 1 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 基

于“科普好声音”活动相关微信 47 篇，累计

阅读量达 313 350 次，占总阅读量的 13.22%，

其中阅读量排前 10 的微信如表 2 所示。

在上述问卷中，设置了 5 道检验调查对象

对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的判断题。总体

来看，参与过“科普好声音”活动的用户比未

参与过的用户正确率更高。通过交叉分析发现

“科普好声音”活动会对女性生殖健康知识的

掌握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如表 3 所示。

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分析 <<< 张   煊    王    珏    沈   艳    何   媛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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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 982条，具体如表5所示。2017年5月1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累计回答问题 262 339 个，

服务人数 75 446 人，满意率为 85.6%。

同时，参与过“科普好声音”的用户在

知识的知行转化上也比未参与的用户好，具

体如表 4 所示。

2.3 实时互动与积极反馈

“AI”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目前累计学习

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及相关文章 860 篇，知识条

表 4  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与否和执行转化的关系

执行一半及以下
完全执行或大部分执行

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N%）
3（5.26%）

54（94.74%）

知道但并未参与或不知道（N%）
53（19.92%）
213（80.08%）

P 值

0.006

表 5 “AI”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学习条目列表

文章分类
避孕
哺乳
产后
妇科一般疾病
月经
孕期
妇科肿瘤
乳腺疾病
保健
共计

文章数量（篇 %）
27（3.13%）
32（3.72%）
43（5.00%）

262（30.47%）
17（1.98%）

120（13.95%）
168（19.54%）
162（18.84%）
29（3.37%）

860（100.00%）

知识条目（条 %）
98（3.29%）
122（4.10%）
135（4.53%）
918（30.78%）
85（2.85%）

625（20.96%）
168（5.63%）
162（5.43%）
669（22.43%）

2 982（100.00%）

表 6  在微信上大众喜欢的科普形式

微信推送内容分类
科普说明文
科普小品文
患者视角的叙事文
视频或短视频
音频
动图
直播实时互动
其他

频数
237
160
187
168
48
116
91
9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73.4
49.5
57.9
52.0
14.9
35.9
28.2
2.8

表 7  在微信上大众不喜欢的科普形式

微信推送内容分类
科普说明文
科普小品文
患者视角的叙事文
视频或短视频
音频
动图
直播实时互动

频数
41
46
52
64
144
66
78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12.7
14.2
16.1
19.8
44.6
20.4
24.1

的微信阅读量较低，且在问卷中当问及“不

喜欢的科普形式”时，选择“音频”的比例

达到了 44.6%，建议谨慎运用，具体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3讨论
3.1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切实

有效，需更重视内容的易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绝大多数受调查者在微信上获取相关健

康科普后，都能有比较好的运用，并从中受

益，可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女性生殖健

康教育是切实有效的途径。从微信的具体内

容看，在标题命名上要通俗醒目，避免出现

太过生涩的医学专业名词，在科普内容上要

便于大众理解，使之具有良好的渗透性和传

播性。从形式上来看，在总阅读量前 10 名微

信中有 9 篇为“文字 + 配图”形式，1 篇为

“文字 + 配图 + 视频”形式，在“科普好声音”

活动阅读量前 10 名的微信中有 8 篇为“文字

+ 配图”形式，2 篇为“文字 + 配图 + 视频”

形式，可见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在形式上不应

拘泥于纯文字形式，而可以运用文字与图片、

视频相组合的形式，更有助于用户的理解和

阅读的便捷。但值得注意的是，“音频”形式

3.2 线上线下互动模式受制于经费因素较难大范

围普及，需提高活动传播率和价值产出

从问卷调查来看，“科普好声音”活动对

于女性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知行转化率都有

正向效应。但参与“科普好声音”活动的人员

众多，经费消耗较大。以人员为例，所有选手

均为医务人员，参与初赛的选手达 179 名，导

师为 6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和从院外聘请的

专业演员或主持人。参与决赛的 24 名选手及

12 名导师为了在决赛中达到良好的健康教育成

效，并呈现满意的舞台效果，在此之前进行了

长达 8 周、每周 2~3 次的训练和排练。在经费

上，除却人员劳务等支出，还有为保证舞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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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支出的场地、影音、灯光、计票器等设备

费用。鉴于目前国内医院对健康教育的预算普

遍投入不足，且领导缺乏重视的现实 [9]，虽然

该活动对女性生殖健康教育确有一定帮助，但

在公立医院中的普及会受到一定限制。

针对这一问题，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活动

的影响力、增加科普的传播率、提升效用和

价值产出：（1）运用融媒体矩阵，通过网络直

播及回看、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及其他

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媒体渠道加强推广力度，

提高活动及活动科普的传播率，在不同类型

的用户中进行二次、甚至三次传播。（2）通

过“科普好声音”活动，在院内着重打造一

支专业科普队伍，充分挖掘队伍潜力，在未

来的各类科普活动中运用。

3.3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满

意度较高，应让机器人学习更多内容

实时互动机器人系统通过知识梳理、关

键词选择、回答内容编辑等程序不断学习、

更新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在微信公众平台为

用户实时解答疑问。该系统使用便捷、回答

及时、正确率高，用户的使用体验较好，总

体满意度较高，适合运用于微信公众平台的

用户互动。医学不断进步，知识和理念也在

不断更新，机器人在今后要继续学习更多内

容，及时替换旧的内容，将最权威、专业、

前沿的知识带给用户。

3.4 展望和设想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女性生殖健康教

育具有良好的效应，未来可在以下方面继续

加强：（1）充分应用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

内的渠道资源，形成女性生殖健康教育的融

媒体矩阵，进一步扩大受益人群。（2）女性

生殖健康蕴含整个生命周期，应进一步提升

微信公众平台的公信力和吸引力，为女性全

生命周期的生殖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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