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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冠心病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及其对网络健康知识	

搜索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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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人民医院  1. 老年病科；2. 心内科，河南 焦作 454002)

[摘　要]	 目的：调查中青年冠心病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并分析其对网络健康知识搜索行为的影响

情况，为促进冠心病患者的健康指导提供临床依据。方法：对 2 0 1 6 年 1 至 6 月在焦作市人民医

院心内科住院的中青年冠心病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及电脑测试方式对患者实

施调查研究，同时根据患者是否具备健康信息素养依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网络健

康信息搜索行为。结果：共回收1 2 6份( 9 6 . 9 2 % )有效资料，其中5 9例( 4 6 . 8 2 % )患者具备健康信

息素养；两组最常用的检索工具均为搜索引擎，其中观察组搜索引擎使用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健康网站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检索式长度及检索式制定时

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并且在检索式的构成比例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

浏览网站个数及浏览时间分别(6.81±4.01)个和(3.47±1.69) min，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33±2.64)个及

(2.62±1.30) min，并且两组浏览动作构成比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患者最常选

择的信息来源网站是综合问答类网站，其中观察组在健康信息来源网站的深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P<0.05)，在广告网站的选择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良好的健康信息素养有利于

中青年冠心病患者选择专业的检索工具，快速准确地实施检索，同时可明显提升浏览信息的详

细及认真程度，帮助其获得更专业的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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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on the search behavior of network 

health knowledge,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 guidance of patients with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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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良饮食习惯的增加和生活工作节奏的

逐步加快，冠心病的发生率正呈现逐年增长的发

展态势。研究 [ 1 ]指出：目前我国现有的冠心病患

者超过1 000万人，至2020年这一数值将会成倍增

长，同时冠心病具有较高的致死及致残率，严重

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健康信息素养

指个体能根据自我的疾病情况获取营养、保健及

治疗等方面的健康信息，并能评估信息的质量及

适用性，且可将信息内容进行加工利用，进而改

善健康状态的能力和素养[2]。罗爱静等[3]指出：良

好的健康信息素养可明显提高个体参与医疗决策

的能力，促进疾病康复及降低医疗费用。网络是

人们最常使用的健康信息搜索途径之一，但由于

网络上的信息内容众多且缺乏必要的分级评价及

监管系统，如果患者的网络信息搜索和区分能力

不足，将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安全事故，其

中2016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是网络信息搜索

利用能力不足的典型案例。本研究旨在调查冠心

病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并分析其对网络健

康知识搜索行为的影响情况，为促进冠心病患者

的健康指导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获得医院科研伦理委员会的审核。采用

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2016年1至6月在我院心内科住

院的中青年冠心病患者，根据调查问卷的条目数估

算调查样本量，《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信息素养

部分》包括10道题目，根据5~10倍的原则扩充至

100例，结合我院冠心病患者的实际住院数量及最

低30%的研究脱落率，最终确立130例的调查样本

量。纳入标准如下：确诊为冠心病；年龄30~55周

岁；沟通、认知能力正常，熟练使用电脑；了解研

究的基本要求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处于

急性期；具有医疗工作经历；合并其他严重的慢性

疾病或者肿瘤；存在精神病史或者认知功能障碍。

1.2  方法

在 患 者 入 院 第 2 天 实 施 调 查 ， 其 中 调 查 问 卷

由研究人员进行派发，电脑检索测试由研究者本

人亲自实施，所有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在

问卷调查前用统一的指导语向患者说明调查的目

Methods: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applied. Patients with CHD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June of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n th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 

and computer experiment. We divided the patients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ased on whether the 

patients hav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mpared the search behavior of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in both 

group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ix (96.92%) valid data were received, in which 59 patients (46.82%) 

with CHD had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earch tool for them was search engine, and 

the proportion selecting the search engi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proportion selecting the healthy website was also sharply higher (P<0.05). The selection 

length and retrieval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proportion difference in the retrieval compon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mber of 

browsing websites and browsing ti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81±4.01) and (3.47±1.69) mi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4.33±2.64) and (2.62±1.30) min. And the proportion difference 

in the action component of websites brows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most frequently selected 

information source for patients with CHD was comprehensive quiz websit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websi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profound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proportion selecting 

the advertising sit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avorabl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helpful to the selection of professional search tools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CHD. It can retrieve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nd improve the details and precision obviously, so as to achieve more 

profess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network; search behavior of heal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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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调查配合的相关注意事项，在患者充分理解

及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实施调查，本研究共计调查

1 3 0 名 患 者 ， 共 回 收 1 2 6 份 有 效 资 料 ， 回 收 有 效

率为96.92%，其中女性33例(26.19%)，男性93例

(73.81%)，年龄(44.83±8.96)岁。

1.2.1  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由《冠心病一般情况调查表》及《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部分》 [ 2 ]两部分组

成，其中《冠心病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患者的性

别、年龄、婚姻情况、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情

况、付费方式、诊断类型、心功能分级及合并症等

情况；《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部分》由

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1个题目)、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1个题目)、健康信息理解能力(3个题目)、健康信息

甄别能力(3个题目)以及健康信息应用能力(2个题目) 
5个部分组成，共计10个题目，题目类型包括单选

题(7个题目)和多选题(3个题目)两种，其中单选题

1分1道，多选题2分1道，总分为13，得分≥10为具

有健康信息素养。经测试该问卷在本研究的内在一

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76，具有较高的信度。

1.2.2  电脑检索实验

采用电脑实验评估患者的网络健康知识搜索

行为，检索的任务设定为“心肌梗死”及“心绞

痛”两种疾病，让患者自行上网搜索与之治疗相

关的健康信息。采用研究者与患者一对一的形式

进行实验，实验前由研究者向患者描述疾病及健

康信息的概念，在其充分了解后实施检索、浏览

及内容选择等上网操作，上网过程采用屏幕录制

工具进行录制，由研究者在实验后对检索工具、

检索式、浏览行为及健康信息选择几个方面进行

评价和资料收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冠心病患

者的一般资料、健康信息素养、检索工具、检索

式来源和构成、浏览动作及信息来源网站为一般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检索式的长度和制定时间、浏览网站

个数和时间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冠心病患者健康信息素养情况

冠心病患者的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共计

5 9例( 4 6 . 8 2 % )，所有题目的正确率均低于8 0 %。

“健康信息获取途径”的正确率最高( 7 6 . 1 9 % )，

“ 健 康 信 息 应 用 能 力 ” 的 正 确 率 最 低 ( 3 3 . 3 3 % ) 
(表1)。

表1 冠心病患者健康信息素养情况(n=126)

Table 1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126)

项目 正确率/[例(%)] 排序

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 93 (73.81)

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 93 (73.81) 2

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96 (76.19)

获取疾病相关信息的最佳路径 96 (76.19) 1

健康信息理解能力 177 (46.83)

药品说明书—适应证 27 (21.43) 10

药品说明书—服用时间 81 (64.29) 4

药品说明书—不良反应 69 (54.76) 5

健康信息甄别能力 196 (51.85)

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 53 (42.06) 6

判断医疗机构的合法性 93 (73.81) 2

辨别医疗广告的真伪 50 (39.68) 7

健康信息应用能力 84 (33.33)

通过科普短文计算BM I 45 (35.71) 8

通过科普短文判断体质类型 39 (30.9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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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将 具 有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的 5 9 例 患 者 设 为 观 察

组，将不具有健康素养水平的6 7例患者设为对照

组，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年收入情况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不同健康信息素养冠心病患者的网络健康知识

搜索行为

2.3.1  网络检索工具的比较

两组最常用的检索工具均为搜索引擎，其中观

察组为50.85%，对照组为70.15%，观察组的最少检索

工具为浏览器地址栏(11.86%)，对照组则为健康网站

(5.97%)；两组在内置搜索框及浏览器地址栏的选择比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搜索引擎的

选择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在健康网站的选择比例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3.2 检索式的比较

两 组 在 检 索 式 来 源 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观察组在检索式长度及制定时间依次为

7.63个字符及1.98 min，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1.12个

字符及4.32 min(P<0.05)，并且两组在检索式的构

成比例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2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项目 观察组(n=59) 对照组(n=67) Z/χ2 P

性别 0.049 0.824

女 16 17  

男 43 50

年龄/岁 15.415 <0.001

30~35 11 5

36~40 16 10

41~45 17 12

46~50 15 40

婚姻情况 0.280 0.869

未婚 1 2

在婚 55 61

离异或丧偶 3 4

文化程度 31.590 <0.001

高中、中专及以下 2 30

大专或高职 38 31

本科及以上 19 6

家庭年收入情况/元 22.800 <0.001

<50 000 2 17

50 000~100 000 28 40

>100 000 29 10

付费方式 1.039 0.595

自费 4 5

医疗保险 53 57

公费 2 5

诊断类型 0.159 0.890

心肌梗死 20 25

心绞痛 39 42

心功能分级 0.726 0.696

I级 43 50

II级 14 13

III级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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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浏览行为的比较

观 察 组 的 浏 览 网 站 个 数 及 浏 览 时 间 分 别

(6.81±4.01)个和(3.47±1.69) min，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33±2.64)个和(2.62±1.30) min，并且两组在浏览动作

构成比例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5)。

2.3.4  健康信息选择的比较

观 察 组 患 者 所 选 择 的 健 康 信 息 来 源 网 站 深

度 为 ( 6 . 4 1 ± 1 . 7 2 ) 个 ， 明 显 大 于 对 照 组 的 ( 3 . 5 2 ± 
0 . 8 3 ) 个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9 . 1 4 9 ，
P < 0 . 0 5 ) ； 综 合 问 答 类 网 站 是 观 察 组 及 对 照 组

最 常 选 择 的 信 息 来 源 网 站 ， 分 别 为 3 7 . 2 9 % 及

46.27%，观察组在广告网站的选择比例明显低于

对照组( P < 0 . 0 5 )，其他网站的选择比例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6)。

表3 两组检索工具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retrieval too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内置搜索框/[例(%)] 浏览器地址栏/[例(%)] 搜索引擎/[例(%)] 健康网站/[例(%)]

观察组 59 9 (15.25) 7 (11.86) 30 (50.85) 13 (22.03)

对照组 67 11 (16.42) 5 (7.46) 47 (70.15) 4 (5.97)

χ2 0.032 0.705 4.918 6.936

P 0.858 0.401 0.027 0.008

表4 两组检索式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retriev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长度/字符 制定时间/min
来源/[例(%)] 构成/[例(%)]

人工输入 网站提示 自然语言 词组

观察组 59 7.63±2.33 1.98±0.94 94 (65.28) 50 (34.72) 102 (70.83) 42 (29.17)

对照组 67 11.12±3.98 4.32±1.52 272 (59.38) 186 (40.62) 400 (87.34) 58 (12.66)

t/χ2 t=4.673 t=8.179 χ2=1.294 χ2=21.540

P <0.001 <0.001 0.207 <0.001

表5 两组浏览行为的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brows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浏览网站数/个 浏览时间/min
浏览动作/[例(%)]

翻页浏览 链接浏览

观察组 59 6.81±4.01 3.47±1.69 102 (29.73) 241 (70.27)

对照组 67 4.33±2.64 2.62±1.30 118 (22.52) 406 (77.48)

t/χ2 t=3.985 t=2.950 χ2=5.705

P <0.001 0.040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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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59例(46.82%)的中青年冠

心病患者健康信息素养得分≥1 0，高于国内调查

的18.52%，但是仍有超过50%的冠心病患者的健康

信息素养处于较低水平。同时结果还显示：冠心

病患者在健康信息应用能力、健康信息理解能力

及健康信息甄别能力3个方面的得分最低，依次为

33.33%，46.83%和51.85%，说明健康信息的理解、

甄别及应用能力不足是造成冠心病患者健康信息

素养不足的重要方面[4]。由于住院冠心病患者的健

康信息仍以医疗机构提供为主，专科性较强且多

以文字展示为主，患者难以理解[5]，同时冠心病是

一种个体差异性较大的疾病，普适性的健康信息

并不一定适用于患者[6]。因此，在对冠心病患者的

健康指导过程中应充分评估患者的个体情况，并

注意应用生动形象的教育方式，以提高个体对健

康信息的理解、分辨及应用能力，进而起到促进

健康的临床作用。通过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可知：

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年收入情况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患者的年龄越小、文化程

度越高及收入越高则其健康信息素养越高，这可

能与年龄较低患者的思维方式相对活跃，文化程

度较高的患者对疾病具有较高认识，收入水平较

高患者可便捷获取优质医疗资源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5 0 . 8 5 % )及对照组

( 7 0 . 1 5 % )患者的最常用检索工具均为搜索引擎，

这可能与检索工具的普及程度及患者的惯性思维

有关 [ 7 ]，搜索引擎是网络上最为常用的综合性检

索工具，大部分网民均能熟练及经常应用搜索引

擎完成生活、学习及工作等方面的搜索工作，所

以二者的选择比例均较高。此外，本研究结果还

显示：观察组在搜索引擎的选择比例明显低于对

照组，在健康网站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健康信息素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对网

络检索工具的选择。健康网站是一类以疾病的治

疗、用药、营养及保健等作为主要内容的专科网

站，信息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专科性及针

对性，个体能更安全及高效地检索所需信息，而

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患者具有丰富的健康信息获

取途径及信息的甄别能力，因而能选择更为专科

的健康网站[8]。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观 察 组 检 索 式 长 度 及 制

定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两组检索式的构成

比例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自然语言的

选择明显低于对照组，词组的选择明显高于对照

组，表明健康信息素养直接影响患者对检索式的

构建，低健康信息素养的患者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进行检索式的构建，且构建的内容不够精

确。对检索任务的理解及认知程度是个体建立检

索式的基础 [ 9 ]，而低健康信息素养的患者可能检

索的经验相对较少，对信息的理解及应用能力较

差，不能对检索任务进行有效的逻辑性分析和处

理，难以根据检索任务进行相关词语的联想和扩

展[10]，从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构建精简的检索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浏览网站个数及

浏览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两组浏览动作构

成比例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链接浏览

的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翻页浏览的次数明显高

于对照组，表明健康信息素养有利于提升冠心病

患者对健康信息的详细及认真程度。浏览是个体

发现信息的关键步骤，浏览时间越长及浏览的网

站个数越多则越有利于获得更丰富及精确的信息

内容 [11]。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患者通常具有更高

的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浏览信息的愿望更为强

烈，而较高的甄别能力则意味着患者的评判性思维

表6 信息选择来源网站的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information selection sources

组别 n
综合类网站/

[例(%)]

综合问答类网

站/[例(%)]

健康类网站/

[例(%)]

健康问答类网

站/[例(%)]

广告网站/ 

[例(%)]

学术网站/ 

[例(%)]

观察组 59 7 (11.86) 22 (37.29) 9 (15.25) 15 (25.42) 2 (3.39) 4 (6.78)

对照组 67 10 (14.93) 31 (46.27) 5 (7.46) 9 (13.43) 11 (16.42) 1 (1.49)

χ2 0.252 1.038 1.928 2.925 5.755 2.301

P 0.616 0.308 0.165 0.087 0.016 0.129

健康信息来源网页深度为该网页在搜索网页中的排序。

Depth of the health information source web page is the sort of the web page in the search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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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高，能对网页的信息进行理性分析[12]，因而

不单纯局限于网页内所推荐的链接浏览，从而更趋

向于选择翻页浏览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内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所选择的健康信息

来源网站深度大于对照组，广告网站的选择比例

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健康信息素养有利于提升

冠心病患者健康信息选择的慎重性，减少不良信

息造成的困扰。网页深度指该网页在搜索网页中

的排序，排序的主要依据为网民对该网页的浏览

数量或好评数量，单纯依靠排序难以评估该网页

信息内容的好坏程度 [13]，而低健康信息素养能力

的患者不能准确分辨信息内容的好坏，只能依靠

他人的经验和提示 [14]，而且由于搜索网页中存在

竞价排名机制，广告信息可能排名在最前面，因

而对照组患者的网页深度较浅，且在广告网站的

选择比例较高。

疾病康复与治疗相关网络信息安全已成为社

会关注热点，为进一步提升冠心病患者对健康信息

利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必须做到：1)国家应不断

加强对网站信息的监管力度，且建立健康信息专业

程度的等级划分机制，以方便患者进行健康信息

的有效查询和区分；2)临床医护人员应充分重视健

康信息素养在冠心病患者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的改

善作用，同时采取教育手册、视频等多形式的健

康教育手段，以全面提高患者对健康信息的获取

主动性、获取途径、甄别能力、理解能力及应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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