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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胜利等利用半结构访谈针对老年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面对虚假健康信息的应对行为展开研究，认为老年

群体对虚假健康信息的关注、理解受到信息类型等多方

因素的直接影响，并与所在地疫情程度相关。孙明雷等

提出要不断提高老年人群体健康风险意识及卫生健康应

急素养，强化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及社会各方支持。第

三类：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朱姝蓓等

通过对网络环境下我国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查寻行为影响

因素的研究，为开展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提供相关理论

指引和支撑。董悦青等通过对中老年人群体在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学术界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综 上 ， 目 前 国 内 外 对 于 老 年 人 群 体 健 康 信 息 搜 寻

行为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老年人有效获取

健康信息提供了理论指导。但不足之处在于如何将理论

成果用于实践，以往的研究尚未将重点落实于实践，关

于老年群体健康信息行为现有问题的解决对策探究暂未

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因此，本文依据老龄化老年人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过程中的现有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对

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健康中国”战略下老年人

健康信息搜寻的障碍分析

坚 持 “ 健 康 中 国 ” 发 展 战 略 目 的 在 于 提 高 国 民 健

康水平，推动国民健康事业发展。受益于互联网应用适

老化改造行动持续推进，老年群体关于健康信息的需求

活力被进一步挖掘，但老年群体在健康信息搜寻方面仍

属于比较弱势一方，本文将从老年人健康素养、信息环

境、社会支持三方面剖析老年群体健康信息搜寻障碍。

（一）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1、健康信息搜索技能较弱

以往多数老年人经常从各类养生节目及健康普及节

目获取相关的健康信息，但随着科技进步，以及手机、

电脑等网络媒介的普及，老年人也逐步趋向于使用网络

开展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在利用网络展开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时，老年群体由于对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操

作不熟悉、不熟练，对浏览器、搜索引擎使用起来不熟

练，甚至不会使用，给搜寻行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部分老年群体还存在缺乏网络检索技能的问题，主

要表现为：对于输入法的不了解，利用网络搜索的经验

严重不足；对于搜索的健康问题语言组织混乱，无法正

确描述出搜索需求；对于健康信息的搜寻目标不明确，

不知道自身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和资讯，往往查找不到自

己需要的知识结果。

2、缺乏医疗专业知识经验

老年群体对于医疗知识的判断力不足，由于自身缺

乏专业的医疗知识和经验，即使从电视节目、传统纸质

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搜寻到的关于专业医疗知识的表

述，对于部分老年群体来说也可能难以理解专业医疗术

语所表达的意思。从医护人员或者专业医疗机构获取健

康信息的过程具有及时性、交互性、可靠性，但各地区

由于医疗水平等的差异，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咨询专业

医疗人员的机会并不多。

（二）健康信息环境复杂

1、健康信息繁多无序

老 年 群 体 通 过 社 区 或 者 网 站 咨 询 日 常 疾 病 所 需 健

康信息时，相关信息缺少权威性，甚至还有为博取流量

冒充专业医护人员回答咨询问题的情况，给老年人的健

康知识获取带来巨大障碍。非权威网站所提供的健康信

息普遍质量不高，且网站界面复杂，没有简洁的指引导

航，难以指导老年人群体正确搜寻所需健康信息。

2、健康信息质量管控不足

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传统纸质媒体信息时效性较

差，对于老年人所需的健康信息更新不及时。各类良莠

不齐的健康信息遍布网络，大量低质量的健康信息、虚

假广告层出不穷，媒体和相关政府部分对相关健康信息

质量的管控力度不足。老年人群体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

有限，使得该群体转变信息搜寻方式，利用互联网搜寻

相关健康信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成为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这部分老年人的首要选择，但此类平台对于医

护人员的官方认证不足，对于医疗健康信息相关的作品

准确性监管不足。老年人群体对于低质量健康信息的认

知和辨别能力较弱，易误信低质量的健康信息，耽误及

时就医，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三）社会支持不足

1、社会医疗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专业医务工作者的指导和意见在多数老人眼中是最

权威、最可信的保健资讯来源，而现实生活中部分老人

咨询医务人员的机率很小，唯有真正生病时才会去医院

治疗。“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制约中国老人健康

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医疗保健资源的分配不均、

部分地方医院业务力量薄弱等原因，造成了专业的医疗

保健单位、专业医务工作者对老人保健咨询的社会帮助

缺 失 。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严 重 时 期 ， 老 人 群 众 的 卫 生 体

检、体检用药、保健锻炼等方面，均可由社会周边的专

业医疗工作者定期进行小范围辅导工作，以便于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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