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护理·

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分析

李允,刘腊梅,张荟钦,王丽,张琪函,索淑静

摘要:目的
 

分析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内涵,为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系统检索中英文数据库中与健康

信息行为有关的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4年2月,依据Rodgers概念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50篇文献。健康

信息行为包括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索、健康信息评价、健康信息利用和健康信息交互5个概念属性。前因包括个人因素、社
会因素和信息因素;后果包括促进认知行为转变和改善健康结局。结论

 

通过概念分析明确了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属性,可结合

其内涵,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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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to
 

enlighten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Method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search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databases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February
 

2024.Rodgers'
 

evolutionary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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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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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ture.Results
 

A
 

to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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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were
 

in-
cluded.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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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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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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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nducted
 

based
 

on
 

its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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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行为是指人类与信息来源和渠道有关的全

部行为,包括主动和被动的信息搜索和信息利用[1]。
健康信息行为是健康信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2],强
调个人和家庭应关注健康信息,积极主动获取健康相

关信息,提高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个人

和家庭对健康信息关注度的提升,有助于个体健康信

息行为的形成。而个体采取健康信息行为可扩展健

康知识,促进行为改变[3];不采取健康信息行为可能

会导致就医延迟,危害个体健康[4]。因此,有必要重

视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但目前健康信息行为概念尚

未形成共识,其内涵尚不明晰。Morse等[5]认为一个

成熟的概念应当具备界限清晰、定义明确、特征明确

以及前因后果被完整描述的特点。深入了解健康信

息行为的内涵,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健康信息行为效

率,使其更加高效地获取和利用健康信息[6]。因此,
本研究采用了Rodgers概念分析框架[7],对健康信息

行为的概念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明晰其概念内涵,为
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Web
 

of
 

Science、Embase和PubMed等数据库,分别以“健康

信息行为,健康信息,信息行为;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health
 

information,information
 

behavior”
为检索词,同时查阅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作为补充。
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年2月。纳入标准:以健康

信息行为为核心研究内容,探讨其概念的演化、属性、
前因、后果、相关概念、典型案例等其中一方面。排除

标准:会议论文、重复发表、内容不完整和无法获得全

文的文献。
1.2 纳入文献 2名研究者独立遴选文献,若遇到

分歧且双方讨论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则征询第3方意

见。将所检索到的文献导入 NoteExpress文献管理

软件,去重处理后共获得11
 

058篇文献,阅读题目摘

要后剩余文献116篇,阅读全文后保留50篇,其中中

文27篇,英文23篇。根据Rodgers[7]所提出的系统

抽样方法,从数据库中抽取能够代表整个研究领域的

样本,每个学科领域至少包含30篇文献,以此来检测

概念在一个领域中应用的不同和相似之处。本研究

在纳入文献的数量上满足Rodgers所设定的标准。
1.3 文献分析 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以清晰

界定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①明确核心概念,即健康

信息行为;②选定学术领域收集数据;③识别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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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行为相关概念及用法;④探究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

属性;⑤分析健康信息行为的前因与后果;⑥构建健

康信息行为的典型案例;⑦提出健康信息行为未来研

究的可能假设。

2 结果

2.1 健康信息行为的起源与发展 1948年英国举

行的皇家信息科学会议,标志着信息行为研究正式被

人们关注[8]。随着信息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化,信息行

为的跨学科发展逐渐成为主流趋势。20世纪50年

代,医学信息学开始萌芽;90年代医学信息学的研究

领域衍生出如临床信息学、公共卫生信息学以及健康

信息学等多个子学科[9]。随着研究者对健康信息学

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健康信息行为逐渐成为该领域的

核心主题。1999年,Vance[10]探讨了城市生态学背景

下健康信息行为与健康状况之间的11种关系,他认

为健康信息行为是指健康信息搜寻与健康信息扩散。
这时对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信息搜

寻。2001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S)提出“健康人类

2010”的倡议,强调了传播健康信息的重要性,为理解

和加强健康信息行为奠定了基础[11]。随后公众进行

健康信息行为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肖静[12]对高

校老师的健康信息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健康

信息行为是涵盖个体的健康信息认知和需求在内的,
个体对健康相关信息进行的搜寻、获取、评价和利用

的一系列连续过程。这一阶段对健康信息行为概念

的定义更为广泛,涵盖了对健康信息的评价和利用。
孙伟伟[13]指出健康信息行为是涉及个体从事的与健

康信息相关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分为意识和行动两方

面。具体来说,健康信息行为不仅包括对健康信息的

认知,还涵盖了查询获取,再到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

利用,最终促成了个体的健康决策或健康信息的传

播。因此,该行为模式被细分为5个核心组成部分:
健康信息认知、健康信息获取、健康信息评价、健康信

息应用以及健康信息道德。此定义在前人的基础上

加上了健康信息道德,考量了健康信息的安全和隐私

性。2019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将健康信息行为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

度[2]。2022年,朱庆华等[14]将健康信息行为定义为

建立健康信息需求和健康决策之间关系的所有行为

的集合。2023年,Jones等[15]在评估美国黑人高血压

患者的自我管理时,指出健康信息行为是对健康信息

的获取、共享和使用的一系列活动。虽然学者们对健

康信息行为的界定各有不同,但具有相同点,即健康

信息行为是由健康信息需求所驱动,以应对和解决健

康相关问题为目标导向,所进行的健康信息搜索、健
康信息评价、健康信息利用以及健康信息交互等一系

列连续性活动的总和。
2.2 概念属性 概念属性指构成特定概念的关键特

征、基本要素或组成部分[7],对于深化概念的理解和

把握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与归纳,识别并

提炼出健康信息行为的5个概念属性,即健康信息需

求、健康信息搜索、健康信息评价、健康信息利用与健

康信息交互。
2.2.1 健康信息需求 健康信息需求是健康信息行

为产生的动力和源泉。不同的个体健康信息需求不

同,年龄、性别等会影响个体的健康信息需求。杨霞

等[16]对大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中指出,63.5%
的学生能够清晰描述健康信息需求。而彭骏等[17]对

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的调查中发现,他们的健康信息

需求满足仅占1/3。个体产生健康信息需求的原因

不同,其中老年人更倾向关注疾病相关知识;年轻人

则更关注日常用药、减肥健身等健康信息[18-19]。
2.2.2 健康信息搜索 健康信息搜索是指个体为获

取有关健康、健康促进、健康风险和疾病知识等健康

信息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于良芝等[20]认

为,当个体面对特定问题或任务,而其知识储备不足

以应对时,个体会因此产生特定的信息需求,进而激

发了他们健康信息搜索行为。Longo等[21]在研究糖

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中,开发了健康信息搜索模

型,明晰了个体在主动进行健康信息搜索时,对健康

信息进行评价、整合的行为有益于糖尿病患者的自我

管理。而 Wang等[22]回顾了信息寻求综合模型、情
景理论模型和计划风险寻求模型,并基于3个模型归

纳出心理、信息、背景和人口学四类个体在线健康信

息搜索的影响因素。
2.2.3 健康信息评价 健康信息评价是指个体对健

康信息质量、权威性等进行鉴别,选取所需信息,判断

其健康信息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从而选择是否利用信

息的行为。Oktavianus等[4]指出个体会通过健康信

息的来源和可信度对健康信息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

要采取适应性措施。邹杨[23]在探索乳腺癌患者的网

络健康信息行为模式时,也发现个体会对搜索到的健

康信息的可靠性、可用性等进行评价、甄别,以确定是

否对健康信息进行利用和交互,或是继续健康信息搜

索行为。
2.2.4 健康信息利用 健康信息利用是指个体将所

掌握的健康信息加以实践,是决定健康信息能否真正

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而决定个体是否利用健康信

息取决于健康信息质量,且不同群体根据其健康信息

需求的不同,采取健康信息利用行为的目的也不

同[19]。徐芳等[19]指出亚健康人群对健康信息的利用

多侧重于预防保健和身体管理,从而预防疾病或提高

自身健康水平。慢性病患者则通过对健康信息的利

用,对疾病进行管理,促进健康决策,促使其健康行为

改变[15,24]。
2.2.5 健康信息交互 健康信息交互是指个体借助

一定的媒介对所获得的健康信息进行传递与交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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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健康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满足个体间健康信息需

求。个体进行健康信息交互时,不仅是健康信息的获

取者,也是健康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Oktavianus
等[4]也证实了健康信息交互可以对健康信息进行再

评价,提供情感支持,甚至能调动社会资源。而翟冉

冉等[25]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在线健康信息交互

的驱动因素,个体面临的外部健康问题、限制条件和

内在健康认知需求、健康情感感受和健康信息需求是

其进行健康信息交互的关键驱动因素。
2.3 前因 

前因是先于或导致概念事件或经验的特征[7]。
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将健康信息行为的前因归纳为

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因素。
2.3.1 个人因素 ①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经济水平、专业等是健康信息行为的主要风险

因素。女性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进行健康信息行为

的频率高于男性[26]。老年人更倾向关注疾病相关知

识[27];年轻人则更关注日常保健、减肥健身等健康信

息,更倾向于采取网络健康信息行为[18]。文化程度、
经济水平越高的个体具有敏锐的健康信息感知能力,
获取健康信息渠道更丰富,评价健康信息更容易,健
康信息行为的频次也越高[27-28]。此外,不同专业学生

的健康信息行为也存在差异,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
医学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更积极、更频繁[29-30]。
②生理因素:个体及家属健康状况、疾病的隐私性以

及所患疾病的数量都会影响个体的健康信息行为。
高晨晨[24]通过访谈发现糖尿病患者对有关糖尿病健

康知识的需求更强烈,也更加愿意采取健康信息行

为。孙秋子等[31]的研究也证实了慢性病患者普遍对

健康信息持积极的态度,且愿意主动采取健康信息行

为。陈逸文[18]发现当家中有健康状况不佳或高龄的

家庭成员时,会促使大学生采取健康信息行为。③心

理因素:个体能否进行健康信息行为,与人格特质、心
理素质紧密相关。研究发现,外向型性格的个体更容

易实施健康信息行为,敏感型个体也会频繁实施健康

信息行为,固执型个体拒绝接受健康信息[32]。恐惧、
自卑以及健康焦虑等情绪会阻碍健康信息行为的发

生[33-34]。④内在力量:包括自我效能、健康信念和健

康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越强的个体,越有可能拥有

较强的健康信息行为意向,并发生相应的健康信息行

为[3,35]。个体对健康风险的感知以及感知益处、感知

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成本等健康信念对其健康

信息行为具有积极作用。Zhang等[36]指出,个体对健

康风险的感知越灵敏,越热衷于进行健康信息行为,
做出健康决策并采取预防措施。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越高的个体,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越多,从而促进更积

极的健康行为[34,37]。健康信息素养较低的个体则可

能会误判信息质量,对健康信息进行回避,从而有损

身体健康[23,38]。

2.3.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支持、主观规

范、社会环境等。社会支持可对个体健康信息行为产

生积极影响,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个体进行健康信

息行为的动机也越强烈[39]。主观规范指对人们最重

要的人或群体对个人实施某一行为的影响,包括指令

性和描述性两个方面[40]。张晶[35]的研究指出,主观

规范对个体的健康信息行为起正向作用。社会环境

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及热点问题对个体健康行为的

影响上。如“健康中国”战略显著增强了公众健康意

识,从而成为个体进行健康信息行为的助推力[2];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激发了个体对肺炎相关信息的强烈

需求,促进了个体进行网络健康信息行为[41]。
2.3.3 信息因素 健康信息的呈现方式、健康信息

量、健康信息质量以及健康信息来源对个体的健康信

息行为有影响显著。研究发现,基于信息框架的健康

信息呈现方式影响着个体对接种 HPV相关的健康

信息行为[39]。同时,赵烨[38]指出健康信息数量过多

易造成个体信息疲劳,可能会增加个体的焦虑。目前

健康信息来源众多,健康信息质量高低不一、鱼龙混

杂,影响个体对健康信息的甄别评价,从而导致个体

健康信息行为的差异。健康信息质量是个体利用健

康信息做出有效健康行为的基础,包括健康信息的权

威性、全面性、时效性、可信度和可用性等[42-43]。使用

质量低的健康信息会引起潜在的健康威胁[4]。
2.4 后果 

后果是概念在实际情况下使用的结果[7]。健康

信息行为会对个人健康产生影响。
2.4.1 促进认知行为转变 多项研究发现,个体进

行健康信息行为可以增加疾病健康知识,促进医疗决

策、健康行为的转变,提升应对疾病的信心和自我管

理能力[24,44-46]。高晨晨[24]的研究证实健康信息行为

可促使个体的饮食习惯和锻炼方式的改变,提高其疾

病管理水平。Zhang等[46]的研究也证实健康信息行

为会增加个体健康知识,改变医疗决策,如影响个体

接种疫苗的意愿等。Lim 等[47]的研究显示,健康信

息行为与个体的服药依从性相关联,其中艾滋病人群

的健康信息行为可提高其服药依从性。
2.4.2 改善健康结局 健康信息行为不仅可改善个

体负面情绪状态,减少焦虑、恐惧和痛苦,提升个体幸

福感;还可以提高个体生活质量,改善其健康状况。
Broekhuis等[48]通过日记研究探索糖尿病患者的健

康信息行为,发现健康信息行为可以缓解个体的焦虑

和压力。高晨晨[24]的研究中指出,糖尿病患者通过

健康信息行为,不仅有助于患者获取糖尿病知识,对
健康信息加以利用,使其血糖水平得以控制;而且还

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获得情感支持,增加希望。
2.5 相关概念

2.5.1 信息行为 信息行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

念,涵盖了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和行为,研究者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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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行为作为信息行为研究的一部分[49]。健康信

息行为研究更加关注于信息内容是健康类信息的信

息行为。
2.5.2 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是指与健康和疾病预防

相关的各类活动,个体通过健康信息行为,获取健康

信息,有助于激发个体采取健康行为[50]。健康行为

关注的是身体的各种活动与习惯,健康信息行为更侧

重于对健康信息的获取与使用。
2.6 典型案例 构建案例旨在提供一个能阐释概念

属性、前因和后果的具体生活案例,从而展示该概念

在学科中的实际应用[7]。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有助于

理解健康信息行为的概念。案例[24]:王女士,44岁,
小学,家住农村,独居(丈夫常年外出打工,其收入为

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其因身体不适就诊,确诊为糖

尿病。医生开药服用,因药物胃肠道刺激,她服药不

规律。王女士对糖尿病不了解,这促使她开始主动寻

求信息,治愈疾病的希望推动她寻求各种偏方,并在

未加辨别的情况下直接试用。半年来出现头痛、头
晕,这促使她开始自我反省,利用网络搜索信息,但信

息冗杂庞大且观点多样,难以筛选。在这个过程中,
她突然想起有做医生的亲戚,便向亲戚咨询,确认了

糖尿病是终身疾病的性质,并被推荐了《糖尿病之友》
这本专业杂志。王女士随即订阅该杂志,从中获取到

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并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采纳对自己可行的信息,如在食材可及的情况下尝试

糖尿病饮食方案。此外,王女士在其他糖尿病患者的

介绍下接触了“稳糖”App,并坚持每周浏览,培养了

持续关注糖尿病相关信息的习惯。通过这些实践,王
女士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健康知识,还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健康管理方法,保持着血糖水平的稳定。
案例分析:王女士符合健康信息行为的典型特

征。①健康信息需求。王女士患病、药物刺激使其产

生健康信息需求。②健康信息搜索。王女士通过网

络、医生、杂志等进行健康信息搜索。③健康信息评

价。王女士进行自我反思,对获取的糖尿病知识进行

评价,选择高质量、适合自己的健康信息。④健康信

息利用。王女士通过了解到的糖尿病知识,更改食

谱。⑤健康信息交互。通过App和病友进行健康信

息的交流与共享。王女士的文化程度、月收入、患病、
社会支持、糖尿病知识等是影响健康信息行为的先决

条件,最终王女士增加了糖尿病知识,改善了饮食习

惯,维持了血糖水平平稳,提高了自我管理能力。
2.7 进一步研究方向 健康信息行为是横跨多个学

科的交叉研究领域,目前多针对健康信息行为的某个

环节、单一情景进行研究,缺乏从健康信息行为整体

视角进行的研究[48]。但 Wilson信息行为模型[51]认

为,健康信息行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由不同健

康问题引发的健康信息需求、获取、评价与利用等环

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任何环节出现

问题都将会影响其整体的健康信息行为。因此,有必

要对患者健康信息行为进行系统研究。

3 小结
本研究通过概念分析,确定了健康信息行为的5

个概念属性,包括健康信息需求和健康信息搜索、健
康信息评价、健康信息利用,健康信息交互。明确健

康信息行为的前因、后果及相关概念,有助于研究者

深入了解健康信息行为的内涵。未来可针对以下方

面开展进一步研究:针对某一人群、基于某一情境,在
分析该人群健康信息需求的基础上,从健康信息行为

整体视角探索其健康搜索、评价、利用及交互行为的

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明确健康信息行为各环节的干预

靶点,开发健康信息行为多元靶向干预模式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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