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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基数明显增加，老年慢性病患者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亦更强

烈。自媒体逐渐发展成为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之一。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总结老年慢

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接纳的测量工具、接纳现状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促进老年慢性病人进

一步利用自媒体健康信息的建议，为提升老年慢性病人疾病管理能力，改善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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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aging, the number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have a stronger demand for health infor-
mation. We-Media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channels for the elderly to obtain health in-
form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asurement tools, acceptance 
statu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chronic patients’ acceptance of heal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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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e-Media, and th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elderly chronic patients to fur-
ther us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of We-Media,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disease management ability of elderly chronic pati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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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老年慢性病人口逐渐增多。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的 13.3%持续攀升至 2021 年的 18.9% [1]。60 岁及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人近 1.8
亿，其中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 [2]。因此，老年慢性病人对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及健康的

需求逐渐加大[3]，对预防疾病、养生保健、问诊挂号等健康信息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当前，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为健康信息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以智能化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端

自媒体，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保证健康信息在网络环境中得到快速的传播[4]。研究表明自媒体

是指利用现代通信手段，由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者向受众传播信息的总称[5]。由于自媒体快速便捷的

优点，它逐渐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涉及的信息领域逐渐向老年群体拓展，推动老年群

体信息获取途径的多样化。但老年人由于本身理解功能和认知能力下降，又遭受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折

磨，对自媒体的运用能否紧跟时代，对自媒体健康信息是否信任和接纳，非常值得研究。因此，有必要

了解国内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情况和影响因素，为提高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

息的利用能力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分析，提炼和总结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

康信息接纳情况和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帮助老年慢性病人树立新的健康认知，增强

对网络信息的判断能力，提高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素养及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2. 老年慢性病人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现状分析 

现有国内研究表明老年人在接受健康信息时，最方便的健康信息获取渠道为家人朋友，最不方便的

渠道为新兴网络媒体，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6]。影响老年慢性病人对手机和电脑上自媒体的健康信

息接纳的主要原因有无法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辨别、不会使用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不理解专业术

语等，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对于来源不可靠的信息、网络上一些负性健康信息及自己无法应对的健康

问题会采取规避行为[7]。以上结果表明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可信度和接纳度水平较低，信

息的甄别利用能力差。尽管有一系列的顾虑，但是 2019 年 6 月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18 年底的 12.5%提升至

13.6% [8]，由此可见互联网近年来在不断向高龄人群渗透，涉及互联网的老年人数逐渐增加，表明老年

人群亦在积极适应网络自媒体环境。 

3. 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接纳情况的影响因素 

但是，老年慢性病患者在接纳自媒体健康信息时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其接纳自媒体健康信息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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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差异。通过对以往老年慢性病人自媒体健康信息搜寻过程的总结研究，发现影响老年慢性病人对

自媒体健康信息接纳和反应情况的主要因素有：社会人口学因素、健康状况、健康意识、自媒体因素、

安全考量、社会支持因素，以及心理因素。 

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老年慢性病人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其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等因素。年龄是预测老

年慢性病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的重要因素。Robertson Lang 等认为，相比其他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年龄在

50~70 岁之间的老年人更多地通过网络搜索和寻求健康信息[9]。这可能是与阅读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恶化，并且逐渐呈现知识不足有关[10] [11]。年龄较低的老年人更有能力接受网络上自媒体的健康信息，

利用情况也较为良好；而高龄老年人因不易接受自媒体上的健康信息，利用情况较差。老年慢性病人的

受教育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能力较强，更有可能会使用电脑、

智能手机等接受自媒体的健康信息，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则对使用自媒体有焦虑、排斥心理，也就

不容易接受到自媒体上的健康信息。另外有调查显示经济状况与健康信息网络获取呈正相关[12]，这可能

是由于经济条件差的老年人往往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自身健康，并且接触到智能手机和电脑的可能性小，

对于自媒体健康信息不熟悉。 

3.2. 健康状况 

老年慢性病人的健康状态同样影响其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和反应。国外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与老

年人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呈正相关[13]。健康状况良好、健康自评程度高的老年用户更热衷于在线信息

的搜寻，其在网络上搜寻的频率与时长也高于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老年用户。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

发现患有较重疾病，并有一定电子信息素养的老年慢性病人会积极地通过网络去获取健康信息[14]，这可

能与健康问题使得他们对于自媒体上的健康信息更敏感，希望通过网络在线研究健康话题有关。 

3.3. 健康意识 

健康意识是人们对健康价值的态度和能否获得健康的信心[15]。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决定着他对自媒体

健康信息的态度以及对信息的选择倾向。当老年患者健康意识较弱时，通过移动网络查找健康信息的动

机为零[16]。而具有过强健康意识的老年患者又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或者家庭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接触互

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新潮事物，在高科技产品使用方面存在安全隐虑，心理障碍较大，也就无

法实现接纳并利用自媒体健康信息的目标。范格格的研究提出，健康意识越高的人，越赞同利用网络媒

体获取所需的健康知识，进而更好提高自己的健康意识，形成良性循环[17]。同时，社会文化因素对其健

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18]。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提倡食疗药膳的养生文化，涉及这方面的健康

信息更容易被老年人采纳。 

3.4. 自媒体平台的功能 

对于老年慢性病人来说，通过自媒体来获取健康信息是一种新鲜的行为，但自媒体本身存在的技术

问题、内容素材往往影响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和反应。 

3.4.1. 技术因素 
首先，如果老年慢性病人想要顺利地通过自媒体来获取相关的健康信息，就要会使用以智能化手机

为代表的移动端。但科技设备的更新换代总以年轻人需求为参照标准，自媒体工具存在屏幕小、字号小、

操作难度大等问题[19]，这些都影响了老年慢性病人通过自媒体获取相关健康信息的积极性。虽然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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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工具可以调节字体大小，解决了老年慢性病人看不清健康信息内容的问题，但是在公众号、链接、

APP 等之间熟练切换的这项技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给他们造成了障碍，甚至造成了他们对科技产品的

技术恐惧，这使得老年慢性病人不愿意接受通过自媒体工具获取健康信息，转而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健康

信息。 

3.4.2. 内容因素 
自媒体中健康信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这一方面让老年慢性病人能够通过自媒体获取自己想要的

健康信息，使得老年患者愿意通过自媒体来获取健康信息。但是，另一方面，信息超载比知之甚少更为

有害，自媒体中繁杂的健康信息可能会让受众无所适从，最后以至于干脆不采取任何行动[20]。也就是说，

老年慢性病人在自媒体中搜索了自己想要看到的健康信息后，接收到了繁杂的内容，这让他们不知道从

何看起，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最后他们选择采取不作为行为，直接不接受自媒体健康信息。 
同时，自媒体健康信息还存在着有效性及针对性不足、同质化、可信度及权威性不高等问题。网络

中“伪专家”、“伪健康”的盛行，导致信息真假难以鉴别，不利于老年慢性病人获取适合且有针对性

的健康指导[21]。而且，老年慢性病人在浏览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内容重复、内容与标题

严重不符、内容前后矛盾等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说明健康信息并非来源于专业人士或者权威机构，信

息来源不明、传播者资质不清造成老年用户对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欠佳，这也导致了老年慢性病人使用

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意愿下降。老年患者反而会认为儿女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储备更强的健康信息鉴别能

力，会选择听从儿女的提醒和建议。 

3.5. 安全考量 

大部分老年用户认为自媒体程序中存在安全性问题，容易泄露信息、额外扣费、恶意软件入侵[22]，
同时，各种营销机构打着“健康传播”的旗号隐形盈利。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老年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容

易被欺骗，这也让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服务的信任和再次使用的意愿下降。 

3.6. 社会支持因素 

社会支持因素是影响老年用户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外部因素之一，一般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

支持的总称[23]。本文中主要指老年慢性病人身边的亲人、朋友及社会组织对其自媒体健康信息搜寻的支

持与帮助。然而，研究显示老年慢性病人在搜寻健康信息时，被周边人群影响或推荐使用某个医疗类 APP 
或微信公众号的人数较多。研究也表明，家人的支持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至关重要

[24]。但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直接告诉老年人相关的健康信息，而没有主动教授父母们如何运用自媒体搜寻

健康信息，这也是造成老年人不能熟练和有效地通过自媒体获取健康信息的原因之一。 

3.7. 心理因素 

除上诉因素外，心理因素也显著影响老年慢性病人通过自媒体查寻健康信息。有部分老年人指出不

获取健康信息是因为对某些健康信息的恐惧，比如因为害怕听到消极的医疗结果而直接拒绝或放弃信息。

这种心理的畏惧和抵触大大降低了老年慢性病人获取健康信息行为的可能性[6]。也有国外研究指出，焦

虑、抑郁等心理变量负向影响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25]，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都与较低的互联网

使用可能性有关，降低老年慢性病人接纳网络上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概率。 

4. 老年慢性病人健康信息接纳情况的测量 

研究者常从不同角度对老年慢性病人的自媒体健康信息接纳动机、行为和接纳情况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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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电子健康信息素养量表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由 Norman [26]等学者 2006 进行编制，该量表用于研究个人从电子媒体获取、理

解健康信息并利用健康信息解决健康问题的多维度技能。在 Norman 等完成编制后，我国研究者对此进

行汉化并在社区老年人、老年糖尿病及老年血液透析患者[27] [28] [29]等人群中进行应用，结果表明汉化

的 eHEALS 电子健康素养量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汉化 eHEALS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3 [30]。各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感知的电子健康素养越高。 

4.2. 医疗服务信息采纳量表 

医疗服务信息采纳量表由宋彬彬、姚德明、郭蕊等人编制[31]。量表由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

响、促进因素和采纳意愿 5 个维度组成，共 17 个条目，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931。采用 Likert 
5 级制评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感知采纳公开健康信息意愿(利用、分享)越高。 

4.3.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问卷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问卷由 Zamani [32]等于 2014 年研制，由孙秋子[33]等进行汉化。问卷包含：对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态度、信息需求、信息来源和获取健康信息的障碍 4 个维度，共 4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水平越高。该问卷已被用于慢性病患者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的调查研究[34]，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5。 

5. 建议 

5.1. 建立老年人友好自媒体健康信息服务体系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也不断发展，老年人使用自媒体咨询健康信息将成

为一种发展方向和趋势，但是我国老年人网络知识掌握较差，部分老年人甚至未接触过互联网，这就要

求我们建设适合老年人的网络环境，建立老年友好自媒体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如准备适合老年人的智能

电子设备，日常使用的 APP 应用程序应尽量简单[35]。同时，通过社区或养老机构医疗人员的线下服务，

有效弥补一些老年人不懂互联网，不能通过互联网咨询的不足[36]，结合线上线下，健全自媒体健康信息

服务体系。 

5.2. 增加自媒体健康信息可信度 

老年人在自媒体查询健康信息时，查询的健康信息并非来源与专业人士或者权威，信息来源不明、

传播者资质不清，使健康信息的可信度大大降低，这也导致了老年慢性病人对使用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意

愿下降。所以，增加自媒体信息可信度非常必要，可以由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管理自媒体程序

运营，让权威的医生和专家通过手机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发布健康信息，同时正规管理的自媒体程序

也会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例如病毒软件入侵、个人信息泄露等。 

5.3. 增强自媒体健康信息可读性 

一些老年慢性病人由于文化程度等自身原因，无法理解甚至排斥自媒体健康信息的内容。为了促进

老年群体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我们要增强自媒体健康信息的直观性、趣味性，以及与季节变化、

饮食起居的结合性，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信息交流平台与形式，如提供与微信

等即时通讯工具结合、与短视频应用融合的健康信息服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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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大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 

一方面，政府可以完善扶持政策和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给予资金、人员、场地等支持，积极吸

纳社会养老相关企业和资本参与建设。其次，加大对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帮

助其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政府发挥监督作用，对胡乱造谣、无科学依据的自媒体予以惩罚打击，肃清

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弘扬敬老、养老和助老的社会风尚，鼓励年轻人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数字

反哺，并吸纳优秀人才组建专业网络医疗服务队伍。 

6. 小结 

随着智能手机中自媒体应用的普及，自媒体传播健康信息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慢性病人

健康信息素养不足和慢性病健康管理问题。接纳和利用正确的自媒体健康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老

年慢性病人树立新的健康认知，并促进老年人利用互联网，步入积极老龄化。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

为老年慢性病人自身、健康状况和健康意识、自媒体的缺陷以及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了老年慢性病人

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和利用。为此，本文建议在促进老年慢性病人对自媒体健康信息的接纳和应用

的同时，政府、医疗机构、健康信息服务提供方应提供新的服务途径和服务模式，促进老年慢性病人的

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自媒体健康信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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