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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在线平台挖掘数据的网络志为质性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提供了新方法。介绍网络志的基本概念、特征、实施方法及其在

护理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并总结了网络志的优点和局限性,以期为国内护理领域应用多元化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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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交媒体广泛使用,基
于在线社区或网络平台的互动已成为健康信息和社

会支持的重要来源[1]。在线媒体的使用促进存在类

似状况的人交流、自我披露和接触,与疾病相关的表

达提供大量可挖掘的数据[2-3],这可以增强对患者偏

好和需求的了解,为医疗保健实践提供信息[4]。传统

基于文本的质性研究方法未能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

以及多元化数据产生现状,对人们在社交媒体活动的

原始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可为护理研究带来机会。网

络志(Netnography)可以收集和分析在线数据,深入

了解患者对健康相关主题的体验和观点,描述患者的

互动和行为,为健康研究提供新方法,已被证明是探

索虚拟社区和网络文化的宝贵工具[5]。目前,网络志

已应用于社会学[6]、管理学[7]、教育学[8]、心理学[9]等

领域,但在护理领域应用网络志收集资料的研究不

足。基于此,本文综述网络志的概念、特征、实施方法

及其在护理领域的应用现状,以期丰富我国护理领域

质性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1 基本概念
网络志又称网络民族志、虚拟民族志,是在民族

志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源于营销学领域,最初被应用

于消费者行为的调查[10]。Kozinets[11]于1997年最

先将互联网和民族志相结合,提出网络志的概念,并
将其定义为:一种采用民族志研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

文化和社区的质性研究方法。随着更多相关研究的

开展,网 络 志 的 概 念 不 断 更 新 完 善。而 后,Kozi-

nets[12]更新其定义为:一种旨在了解社交媒体中的痕

迹、实践、网络和系统所包含和反映的文化体验的质

性研究方法,涉及网络环境中进行的一系列质性资料

收集、分析、解释、呈现的活动,进一步强调了网络志

资料来源的丰富性、广泛性和研究的深度。
网络志的基本特征:①在网络环境中实施,关注

公开、在线的数据[13]。②参与式观察:根据参与程度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潜伏法,不干涉研究对象的

表达和互动,在自然发生的社会互动背景下解释数

据,能确保研究对象的动态和行为不受研究者的影

响[14-15];另一种是主动观察法,研究者参与其中,比如

管理网络站点,定期发布、回复帖子等[16]。③所收集

资料的形式多样,如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表情符号

等[13]。④描述和探索人际、人与技术环境的交互及

其体验和表达,以理解各种形式表达和交流背后的深

层含义[17]。⑤收集数据的方式侵入性小[18-19],较为

自然[11],具有灵活性[7,
 

16]。

2 实施方法
本研究结合Kozinets[11]和Salzmann-Erikson[20]

提出的网络志研究步骤进行总结归纳,具体步骤如

下:
2.1 步骤1:界定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 研究者

需了解该研究人群及领域的理论、标准共识和既往已

进行的实证研究,尽可能了解人群的特征。借助理论

可以梳理研究问题,并提供新的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数

据分析的思路。如Taylor等[21]使用良好死亡框架的

6个维度描述癌症患者临终轨迹,先根据理论框架对

维度进行分类,而后将数字叙述内容映射到现有研究

框架中描述的轨迹并阐明关键维度,该学者发现理论

是对数据进行分类的有效工具。Szafran等[22]使用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版(DSM-5)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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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障碍标准进行编码,用于描述广泛成瘾可能涉及

的经历,以规避分析主观性。而文献回顾可以帮助研

究者发现目前研究的空白或仍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领

域,明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2 步骤2:在线社区的识别和选择 研究者根据

研究需求和研究团队的精力选择一个或多个在线社

区,详细了解社区使用方法、规范要求、文化特征、语
言特色等。Kozinets[11]指出,社区的选择需考虑以下

5个方面:①与研究问题、主题高度相关。②浏览量

较高。③信息发布较多。④可获取丰富而详实的数

据。⑤成员之间高度互动。目前,有关研究多借助微

博[23]、知乎[24]、贴吧[25]、豆瓣[26]、论坛[27-28]、树洞[29]、
哔哩哔哩[30]、YouTube[31]、Twitter[3]、Facebook[32]、
Instagram[33]等平台进行。步骤1和2为进入研究现

场前的准备,此外还需关注和准备研究的经费、时间、
人员安排等。
2.3 步骤3:研究伦理 网络研究的伦理主要涉及

知情同意和获得许可[17]。符合伦理的网络研究需做

到以下几点[11]:①研究者向在线社区成员披露其存

在和目的。如 Kendal等[34]通过平台公告处提供用

户指南并阐述研究审核的目的,以便尽可能使研究对

象知情并了解平台规范。②对研究对象的数据和信

息进行保密和匿名化处理。③寻求在线社区成员的

反馈,即将研究报告部分或全部结果提交给研究对象

征求其意见。④对网络信息的私有性保持谨慎的立

场。
2.4 步骤4:数据收集 网络研究的数据收集涉及

内容管理和创作两部分,管理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原

始讨论记录以及研究者观察笔记或备忘录产生的数

据,后者常指数据分析过程、可能影响分析的看法等,
而创作则是对所收集资料的个人思考,如观察到的见

解和关系等[35-36];数据形式涵盖讨论记录、图片、表
情、特殊符号、音频等。研究者需沉浸于在线社区中,
在大量数据中筛选、过滤有效信息。进行数据提取

时,可搭配使用数据抓取工具将讨论原始数据复制或

导入到 Word或Excel,随后匿名化用户信息并创建

身份代码[37],整理并上传到数据管理和分析软件。
研究 者 可 借 助 Mozenda[38]、TalkWalker[39]、ROST

 

CM[40]等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服务公司或平台搜索和

查看数据,还可通过Import.io等数据集成平台自动

提取网站内容[1];数据管理可使用计算机辅助质性资

料分析的网络平台或软件协助进行,如 Nvivo,AT-
LAS,MAXQDA 等;另外,还可自行开发软件,如
Meylakhs等[41]开发的VKminer能够绘制在线小组

中的关系图,下载近两年内的在线数据,并计算每个

参与者的帖子、评论和点赞数量。此步骤可结合访

谈[42]、问卷调查[32,
 

43-44]、联合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设计

研讨会[1]等方法补充获取多元化数据,提升可信度。
2.5 步骤5:数据分析和解释 此步骤是多次分析

并不断调整的迭代过程[18]。研究者需反复阅读所收

集的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命名,使用注释标注后进

行归类,并不断对比和验证,挖掘和提炼与研究主题

相关的信息。目前,网络志尚未形成具体的数据分析

方法,已有研究基本沿用传统的质性资料分析处理方

法,如内容分析、主题分析、扎根理论分析等。数据分

析方式可采用手动分析,如使用便签、笔记等;也可借

助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自动社交媒体挖掘

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工具[4]进行分析,有助于加快编

码、分析、数据链接和理论构建,使质性数据处理更加

系统和透明[18];此外,还可以将两者相结合。
2.6 步骤6:报告研究结果,检查可信度 研究者需

根据分析结果陈述主要发现,并讨论与相关理论和既

往研究的关系[20]。为提升可信度,可通过增加数据

来源、研究对象的反馈和检查、与以往理论概念[45]及

实证结果比较、研究人员定期讨论和分析结果以达成

共识[46]。此外,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在结果报告时详

细描述研究的原始背景、数据收集的过程、数据分析

的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透明度。

3 网络志在护理领域的应用

3.1 探索疾病症状体验,制订健康管理策略 随着

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患者逐渐借助网络平台寻求

帮助和支持。运用网络志可以帮助了解和探索患者

的真实症状体验和治疗经历,有利于明确患者的需求

和问题、形成对复杂疾病更全面和细致的理解,以制

订个性化干预和支持方案。Taylor等[21]运用网络志

分析癌症患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生活经历,了解其

中以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获得的高度情绪化和敏感的

阶段,形成癌症患者临终轨迹,帮助解释癌症患者的

临终经历和需求,并规划支持性的护理措施和应对策

略,从而改善健康结局。Bayen等[37]通过在论坛上收

集帕金森病患者的疾病经历、认识和对医务人员的期

望,发现患者寻求各种替代和补充疗法来改善日常生

活和阻止疾病演变,并常面临医疗工作者缺乏时间、
具有同理心倾听的问题。研究提示医护人员应支持

患者在非正式场合中获取有关疾病的新疗法、新技术

以及临床试验进展,并鼓励“专家患者”在其中发挥作

用;同时,在共同制订护理方案前需协助患者明确讨

论对现有治疗方案的偏好和需求,以支持患者决策、
加强医患连接。Khalil等[47]通过收集克罗恩病肛周

瘘患者的经历、看法及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结果

发现患者在论坛寻求有关诊断和症状、药物及非药物

疗法等方面的教育知识,亟需制订和传播有关疾病应

对、治疗方案导航的信息,以便帮助患者做出治疗决

策、减轻疾病负担。另有研究通过在网络平台收集患

者的经历、体验、需求,明确最普遍和重要的干预成

分,提高护理质量[4,
 

38,
 

48]。
3.2 完善护理教育方法,促进健康知识传播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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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可通过收集干预后的体验和反馈、总结形成主题或

要点、发现计划短板,为改进和完善现有干预的内容

和过程提供参考。De
 

Gagne等[36]通过分析课程论坛

中的讨论记录了解护生的学习经历以及与教学方法

的关系。研究基于社区理论框架、运用网络志探索护

生在学习研究生课程中的观点和经验,结果发现师生

关系、学习环境、评估反馈、学生参与在高质量教育体

验中的重要作用,补充完善了现有教学法的关键策略

和教学体验的影响因素,推动创造性学习和教学策略

的发展,以激发未来医疗服务提供者潜力。Aragão
等[49]关注到青少年学生在性与生殖相关健康行动中

提升参与度和深层次讨论的重要性,使用Facebook
开发一项为期6周的基于数字学习的性与生殖健康

教育干预。此项目由青少年居住地社区的护士主导,
通过发布文件、视频、照片和创建活动进行干预,结束

后学生通过论坛发表意见和回答问题。研究运用网

络志结合面对面访谈了解学生使用社交网络在线学

习健康知识的看法和体验,结果发现社交网络为性与

生殖健康学习提供了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途径,减
少部分青少年讨论性健康知识的尴尬,并通过加强与

医疗工作者的联系使其更接近卫生服务,这提示利用

网络虚拟空间在年轻群体中传播健康知识的有效性。
3.3 预测护理研究趋势,指导护理实践发展 网络

志作为挖掘在线数据的重要工具,可在追踪探索领域

发展的热点和趋势、帮助解构复杂概念、指导护理实

践方 面 发 挥 重 要 作 用。Erjiksson 等[3]通 过 分 析

Twitter上在线发表的推文以研究老年护理机器人使

用影响和应用困境,推文分析涉及对各类型机器人的

描述、信息来源的主要城市分布、对市场及产业的影

响,描述了网络用户对使用护理机器人的态度、体验。
研究结果揭示了护理机器人对老年患者、护理人员的

日常生活的影响,且可预见引入护理机器人改变了老

年护理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
Dehkhoda等[2]在5个Facebook社区进行为期20个

月的网络志研究,分析在线文本评论以概念化和理解

临终痴呆症患者照顾者的辅助死亡实践,了解照顾者

的疾病照护体验、对辅助死亡的态度和观点,明确痴

呆患者临终关怀的需求和支持照顾者的重要性,最终

形成了解痴呆症、了解辅助死亡法律、照顾者的感受、
道德困境4个主题,指导和完善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痴

呆护理实践。Tesch等[44]运用网络志结合问卷调查

研究在线社区中1型糖尿病儿童的父母的看法和互

动,发现患儿父母主动寻求饮食、社交等方面的糖尿

病儿童护理信息,探讨了同伴支持和糖尿病患儿对父

母决策的影响。通过了解照顾者在疾病应对机制中

的支持来源和影响因素,可指导以儿童为中心、关注

亲子关系的糖尿病教育,这对提升儿科护理质量十分

重要。
3.4 改善医护患关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网络志

可在探索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等人群的关系方面发

挥独特作用。Thunborg等[45]为探索患者与医疗保

健人员间的关系及其与医疗环境的相关性,在
 

You-
Tube

 

上检索了30个包含紧张性互动的剪辑视频,研
究人们在日常说话和行动情况下的一般行为。核心

团队基于混沌与复杂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创建了不

可预测性、敏感性依赖、可抵抗性、迭代性共4个类别

的结构化矩阵并进行编码、审查和分析,将研究结果

转移到医疗保健环境中医护与患者紧张互动的特征,
揭示医疗系统整合患者价值观和期望的必要性,为医

疗工作者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计划和支持性活

动提供指导。Nemec等[50]运用网络志分析患者对医

疗保健服务不满意的原因,补充既往使用结构性问卷

评估患者满意度的结果,提供有关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的多元化信息。通过收集和分析5个论坛中的151
条评论,形成5个类别,包括关系与沟通、医疗组织、
告知患者的方法和一致性、私营与公立医疗机构的服

务对比、设备和空间安排,有助于确定改进医疗服务

质量具体的相关措施,以便提升患者满意度和依从

性。Cherif等[51]根据在乳腺癌患者论坛上所汇集的

患者疾病体验、需求和期望构建乳腺癌患者个性化医

疗保健路径模型,在该路径中明确了发现、检查、随访

和生存3个阶段特征以及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关键

接触点,并描述了患者在不同接触点的信息和情感需

求。医护人员可根据不同阶段患者的态度和需求,识
别并利用关键接触点提高患者在医疗保健过程中的

满意度和服务质量。

4 网络志的优点和局限性

4.1 优点 ①使用网络志进行在线资料收集不受时

间和地点的限制,较为便利,可以减少人力、财力损

耗。②研究对象的自由度和隐蔽性高,便于自我表

达、披露和参与讨论,比面对面方式能获得更真实的

见解。网络志尤其适合对传统上难以招募、边缘化、
污名化和备受争议的群体进行研究,或对敏感话题进

行讨论和探索。③网络志的信息来源广泛、形式多

样。研究者可从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论坛、网站收集

文本、图片、视频、表情符号等各种形式的资料,内容

涉及语言、身份、价值观等[42],产生大量可供挖掘的

丰富、真实的数据[16]。④在线平台能够为研究对象

提供熟悉和安全的环境需求和分享信息,研究者可以

直接下载完全真实的一手资料,避免发生数据失真的

问题。
4.2 局限性 ①对研究者的科研能力要求较高。
数据收集阶段,研究者需要面对并处理大量、各种形

式的临时信息,做出取舍;数据分析阶段,大量信息

中深刻的隐喻、部分笼统模糊的表达增加了分析的

难度[50]。②结果的可靠性。网络研究的结果是否

可靠主要受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影响。一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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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信息来源质量的评价和判断相对较为主观,价
值观、对语言表达理解的异质性会影响数据的严谨

性,且数据提取过程中关键词的选择本质上也存在

选择偏差[52];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可能会因信息匿

名而发表虚构或并非本意的观点,自我报告的数据

也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对经历症状的主观或情绪化

的解释[4],从 而 导 致 对 问 题 不 充 分、不 客 观 的 判

断[50]。此外,在线社区中人群倾向于表达与主要团

体倡导内容相一致的想法,“回音室现象”可能导致

某种观点强化和同化[2]。③样本的代表性及结果的

推广性。网络志以网络平台作为数据源,其匿名性

使得无法确认患者自我报告的诊断是否真实,也难

以描述人口特征[37]。并且,使用社交媒体用户的人

群往往偏向于年轻、更精通技术的人以及受影响更

严重或积极寻求支持的患者,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的外推性[4]。此外,网络志基于数字平台进行,而该

资源的获取存在地区差异[43],研究存在固有的选择

偏差。因此,对单一社群的调查是否能推广到全部

群体仍有待进一步考量。

5 小结
网络志作为一种侵入性小、自然灵活的质性资料

收集与分析方法,有助于挖掘大量数据,已被应用于

探索疾病症状体验与管理策略、改进护理教育方法、
辅助护理研究与实践、改善医患关系和服务质量等方

面。但网络志也存在局限性,在护理领域的应用仍面

临诸多挑战。因此,建议护理研究者提升资料收集与

分析的能力,继续完善护理领域的网络志方法学规

范,以为护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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