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王笑露,杨巧菊,王诗雨,刘文君,王静静

摘要:
 

综述老年群体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现状,从人口学、健康状况、健康素养、社会支持、互联网健康服务等方面深入分

析老年群体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高老年群体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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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老年人

数字健康能力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应对这一

挑战,2021年10月,工信部、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联

合发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5年)》[1],明确提出要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在健康养老领域

的应用。智慧健康养老已成为未来养老护理发展的

主要方向,而作为主要受益者的老年人,他们是否具

备搜索、选择、评估以及应用在线医疗健康信息及相

关医疗保健数字应用程序的能力显得至关重要。在

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2-4]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互

联网或其他数字渠道进行医疗健康相关信息搜索、筛
选、评估、分析、应用和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老年人增强健康素养,采取更为积极的健康行

为,提高疾病自我管理的能力,这对于推动健康老龄

化和积极老龄化具有深远影响。鉴于此,笔者对老年

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

行综述,旨在为相关研究和护理实践提供参考。

1 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现状

1.1 老年人在线信息获取能力偏低 国内外研究显

示,老年人很少利用互联网获取医疗健康信息。一项

关于糖尿病前期老年人在线获取糖尿病相关信息的

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人依赖网络或移动通讯来获取这

些信息[5]。Weber等[6]对6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发

现,互联网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搜索行为中仍然只起

着次要作用。Shahrabani等[7]在以色列进行了一项

关于成年人使用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依从性影响因素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70岁以上的互联网用户中,医
疗信息论坛的用户占比为44%。北爱尔兰关于公众

对互联健康的知识和看法的调查中,60岁以上的受

访者表示不太愿意使用互联健康服务[8]。尽管许多

老年人知道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医疗健康相关信息,但
在实际的搜索、筛选、评价、分析以及应用这些信息的

过程中,他们仍面临诸多困难。傅应凡等[9]对293名

接受电子心理健康服务的老年人调查发现,64.9%的

老年人了解与健康或疾病信息相关的电子健康服务

网站,其中有心理健康需求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电子

心理健康服务行为。加拿大一项调查显示,老年人在

使用慢性病在线自我管理支持系统时,对于新一代技

术的熟悉程度和应用能力普遍较低[10]。可见,老年

人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能力,直接影响他们利

用数字健康服务进行自我管理的效果。
1.2 老年人存在数字技术焦虑 即使老年人有兴趣

和意愿获取在线医疗健康信息,但由于在信息技术应

用方面的能力有限,他们在获取信息时往往面临数字

技术焦虑的问题。张宁等[11]基于“感知-情感-行为意

愿”范式对老年人使用在线健康信息服务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在那些未曾使用过在线健康信息服务的老

年人群中,48.74%的老年人表示有兴趣且愿意尝试

使用在线健康信息服务。智慧医疗环境下60岁以上

慢性疾病患者的技术焦虑得分为(37.12±9.75)
分[12];吴青娴等[13]的研究显示,老年患者的就医技术

焦虑条目均分为(3.16±0.86)分。这些研究均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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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在面对数字技术时存在中等偏上水平的焦

虑,这种技术焦虑会阻碍他们在数字健康服务方面的

使用和接受度,从而影响他们获取和利用在线医疗健

康信息的意愿和能力。
1.3 老年人在线获取信息态度欠积极 部分老年人

只有在面临具体的健康需求时,才会考虑去查找和利

用在线医疗健康信息。威斯康星州的一项纵向研究

结果显示,在6
 

279名老年受访者中,仅有1/3的人曾

在网上 搜 索 过 与 自 己 健 康 或 医 疗 保 健 相 关 的 信

息[1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间,一项由伦

敦某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发现,中老年慢性呼吸困难患

者对使用在线支持性呼吸困难自我管理干预表现出

积极态度[15]。这表明在特定情况下,部分老年人愿

意通过互联网采取适当措施管理和提升自身的健康

状况。
总体来说,由于研究对象来源、样本量大小等不

同,各国、各地区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

存在一定差异,但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

水平整体偏低、态度欠积极这一现象不可忽视。因

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家庭照护者,需密切关注老年人

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的现状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并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指导和帮助,
以增强老年人利用数字资源管理自身健康的能力,从
而促使他们实现更健康、更积极的老龄化生活。

2 老年人在线获取医疗健康信息影响因素

2.1 个体因素

2.1.1 一般人口学因素 影响老年群体在线医疗健

康信息获取能力的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研究表明,女性对健

康促进服务的需求高于男性[16],这可能与女性在生

理结构、生育以及性别特定疾病等方面与男性存在的

显著差异有关。正因为女性特殊的健康需求,而更有

可能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健康信息[17]。一项针对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的横断面调查研

究显示,参与调查的老年人年龄越小,电子健康素养

越高[18]。推测年龄较小的老年人可能较早接触并学

习了信息技术,因此在获取在线医疗健康信息方面表

现出更好的能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使用互

联网进行健康相关活动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群[19-20]。分析原因可能为受教育程度高的

老年人对信息技术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他们更容易理

解及应用在线医疗健康信息。经济状况影响老年人

在线获取健康信息。出于对经济状况的考虑,一些老

年人会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以减少相应的医疗

支出[21],收入较高的人群由于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

医疗保健和服务[20],他们更可能通过传统的医疗保

健渠道获取健康信息。根据美国国家健康访谈调查

分析结果[21],已婚老年人(55岁以上)更有可能在网

上查找健康信息,而未婚老年人在线健康知识获取能

力低[18],这可能因为婚姻使老年人有情感依托,有助

于社交和资源共享,从而有助于提升获取健康信息的

行为和能力。
2.1.2 健康状况 老年群体选择在线获取医疗健康

信息的行为与他们所患的疾病类型以及如何进行疾

病自我管理有密切关联。美国一项研究发现,病情较

重的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以及被诊断出多种疾病

的人或经常需要服用处方药的患者,更有可能在网上

获取健康信息,或在医生就诊后利用互联网寻求健康

信息[14]。这是因为病情较重或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

老年人,他们渴求了解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疾病、
缓解相关症状、获取心理支持以及做出医疗决策,而
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便捷且丰富的信息来源渠

道。
2.1.3 健康素养 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水平、数字健

康能力以及对于在线健康信息的态度均是影响他们

获取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
健康素 养 与 健 康 信 息 获 取 行 为 之 间 呈 显 著 正 相

关[22],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越高,越有可能采取健

康的生活方式[23],这说明具有较高健康素养的老年

人在搜索、理解、评估和应用在线医疗健康信息时更

能轻松应对。同样,数字素养高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

的主观能动性,能更积极地利用信息技术或互联网获

取健康信息[18,22]。然而,缺乏电子健康网络技术经验

的老年人在线寻求健康信息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

战和障碍[24]。因此,社区可通过加强在线医疗健康

信息获取的宣传和培训,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在线健康

信息的重要性,进而提升他们的相关技能。另一方

面,Chaudhuri等[25]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研

究发现,尽管老年人认为互联网是最容易获取信息的

来源,但他们对互联网上的健康医疗信息持怀疑态

度,而更容易相信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亲属或社区工

作人员提供的信息。这种偏好可能是受到传统观念

的影响,使得老年人在寻求健康咨询和服务时更倾向

于选择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
2.1.4 其他 退休前职业、居住地和自我效能感会

影响老年人获取在线医疗健康信息。Han等[26]发

现,退休前的职业是影响老年人采取健康促进生活方

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在政府部门工作,或从

事工业和服务业的老年人对健康促进服务的需求分

别是从事农业和其他行业老年人的1.707倍和2.422
倍[16]。这可能与职业特点、工作环境以及积累的社

会资源有关。另外,陈佳佳[27]的研究揭示了城乡老

年人在健康信息获取和利用方面的差异,城镇老年人

使用健康类社区网站、健康类 App和健康类公众号

的比例分别为22.30%、26.60%和38.00%,而农村

老年人由于通讯设施落后、教育和培训机会较少等原

因,使 用 这 些 数 字 健 康 资 源 的 比 例 较 低,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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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1.60%和19.60%。这显示出农村老年人

在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方面面临着更多困难。此外,
Crouch等[19]研究发现,许多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和

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时存在困难,这可能与他们缺乏使

用电子健康资源的经验和信心有关。研究表明,具有

较高自我效能感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寻求

与慢性病或多病共存健康相关的信息[28]。因此,有
必要实施针对性干预策略,提升老年人对在线健康信

息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接受度和使用技能,有效提高

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促进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2.2 外部支持因素

2.2.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用户在线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29]。有研究显

示,社会支持是老年患者寻求健康信息的预测因素,
对在线健康信息寻求具有直接影响,它能够显著改善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进行健康信息搜寻的行为[30-31]。
拥有广泛社会网络关系的老年人更容易通过人际关

系渠道获得有效的健康信息资源[32],他们获得的社

会支持越多,就越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找与健康相关的

信息。因此,为提高老年群体的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

取能力,需要社会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和指导。应鼓励

子女、亲友和邻里增加关于在线健康信息服务的话

题,通过分享使用体验、交流心得,给予老年人正面反

馈,增强老年人在线获取医疗健康知识的信心和技

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2.2.2 互联网健康服务 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

获取能力还受到是否具备信息检索技能和在线医疗

健康网站页面设计的影响。研究表明,掌握网络信息

检索技巧的老年人能更加准确地检索到自己所需的

健康信息[33]。Czaja等[24]的研究发现,健康网络信息

网站的界面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和需

求,这与 McLean等[34]的研究结果一致。针对这一问

题,Ma等[35]提出,健康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应该开

发和优化健康信息搜索功能,以提高用户友好性,满
足老年人的检索需求。因此,为了提供更适合老年人

的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服务,开发者需考虑到老年

群体的实际需求。对于在线健康网页的设计,需关注

到老年人的视觉感受和认知力[36],采用柔和的色彩

搭配、大图标、大字体和简洁清晰的操作界面,减轻他

们的视觉压力和阅读负担;另外,需简化操作流程,减
少页面跳转次数[37],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操作

体验;同时,确保在线健康信息的真实性、有益性也是

至关重要的,相关健康信息平台可与医院或医疗机构

合作建设,由医疗专业人员审核在线健康信息的准确

性、科学性及可读性,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有益、
易操作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

3 小结
提高老年人在线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对于推

动积极老龄化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多项

研究显示,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普遍不足。因此,
研究如何激励老年人更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满足其健

康需求,进而提升医疗决策效率,是当前老年人在线

医疗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研究的重要方向。首先,应致

力于提升老年群体的健康素养,强化其健康行为意

识,包括在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使老年人意识

到在线健康信息的重要性,并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其次,需确保在线医疗

健康信息的质量,提高信息利用率,可通过建立完善

的信息审查、管理和筛选机制,定期清理虚假信息等,
加强用户对在线平台的信任,提升老年人使用在线健

康信息服务时的满意度和安全感。第三,应加强社会

支持,以促进在线医疗健康信息的获取,包括制定和

完善相关政策,增加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资,以及在社区中提高对在线医疗健康信息的搜

索、筛选、辨别和使用过程的宣传,增强老年人在使用

信息服务时的自我效能感。第四,要强化在线平台信

息管理,开发适老化健康服务;健康信息平台的开发

者在设计和开发应用软件时,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

实际需求,确保平台的易用与实用,为老年人提供更

优质、更贴心的在线健康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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