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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运用微信新媒体建立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线上应急健康教育服务模式,通过服务模式

的运作与评价,形成一种成熟的线上健康教育服务推广模式,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提供一种新的健康科普

思路。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向调查对象发布自制问卷,选取χ2 检验和秩和检验分别比较不同人口学特

征分类下人群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信、行情况及公众对微信线上健康教育培训的满意度情况。结果 不同

人群间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认知、行为、态度存在统计学差异;运用微信新媒体进行线上公共应急健康

教育,公众接纳度和满意度高。结论 科学的需求评估和合理的新媒体运用,能有效提高健康宣传工作的服务

效能,满足大多数公众的需求,可在今后应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进行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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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推广卫生防疫知识和及时预警和干

预的作用。正确、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策略能

够提升公众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和技能,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保持积

极的心态,避免恐慌和社会秩序紊乱[1-2]。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初

发期公众自我防护意识薄弱情况,本院通过对四川省

公众关于新冠肺炎知、信、行现状进行前期摸底,根据

疫情期间大众健康知识获取来源特点、科普知识需求

和掌握情况,依托“华西健康大讲堂”科普平台,运用

微信新媒体技术,开展了新冠肺炎应急健康教育微信

线上科普专场直播讲座,有效实现健康科普讲座的实

时直播、在线回放和互动交流等功能。本研究的应急

健康教育服务模式利用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和网络的

便捷性扩大健康教育的受众面和惠及面,让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接收疫情相关的健康知识,避免人员聚集造

成交叉感染风险。同时也提高了大型公立医院健康

教育宣传的服务效能,发挥区域医疗中心健康促进和

健康宣传引领作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提

供一种健康教育宣传思路,为建立更符合公众需求的

线上健康教育服务策略和构建区域健康教育平台示

范基地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分为前后两阶段。前阶段以四川省居民

作为抽样单位,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收集2020年2
月4~11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四川公众关于“新冠

肺炎知、信、行现状”的调查结果,为开展后期健康教

育提供理论依据。后阶段选取2020年2月15-22
日在线观看“华西健康大讲堂”健康科普视频的观众

为调查对象,收集观众对“微信新媒体应急健康教育

模式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来评价本次应急健康教育

策略的效果。

1.2 调查工具及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其中

“新冠肺炎知、信、行现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以下4
个方面:(1)一般人口学特征;(2)新冠疫情期间关注

的信息、获取途径、科普需求;(3)新冠肺炎相关认知

和行为;(4)应对新冠肺炎的心理状态。“新冠肺炎微

信线上健康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以下2个

方面:(1)一般人口学特征;(2)满意度情况,包括对培

训课程内容设置、授课老师教学水平、培训方式、教学

效果4个维度,共9个条目,采用Likert评分法设为5
级。统计描述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统计分析

采用χ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  果

2.1 四川公众对新冠肺炎相关知信行结果

2.1.1 基本情况

收回有效问卷506份。调查对象中的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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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36,以中青年为主(91.7%),来自四川的调查

对象占93.3%,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n)
构成比

 

(%) 项目
人数

(n)
构成比(%)

性别 居住地

 男 151 29.8  成都市内 245 48.4

 女 355 70.2  成都市郊 53 10.5

年龄  省内市州 174 34.4

 18~35岁 201 39.7  四川省外 34 6.7

 36~59岁 263 52.0 职业

 ≥60岁 42 8.3  医务人员 130 25.7

文化程度  企业人员 92 18.2

 初中及以下 94 18.5  务农人员 28 5.5

 高中/专科 177 35.0  单位人员 131 25.9

 本科 182 36.0  个体人员 125 24.7

 硕士及以上 53 10.5

2.1.2 信息获取情况

在疫情 期 间,调 查 对 象 最 关 注 的 是 防 疫 知 识

(92.7%),其次为疫情数据(88.7%),主要的信息获

取途径为手机应用(社交、短视频、新闻资讯类软件)
和电视广播,分别占比82.4%、80.8%。大众的科普

需求排前3位的分别为:个人防护、病毒流行病学(病
原体、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等)、疾病诊疗,见表2。

 

2.1.3 新冠肺炎认知水平和行为评价

调查 对 象 对 新 冠 肺 炎 的 整 体 认 知 正 确 率 为

83.0%,仅70.0%的调查对象能够正确认知新冠肺炎

症状。调查对象在防疫期间的整体行为正确率为

86.1%。性别方面,女性对于新冠肺炎症状(Z-Q2)和
防护措施(Z-Q4)的知晓率较男性更高,并且在密切接

触者自我管理(X-Q2)、户外防范(X-Q3)方面也做得

更好。不同职业人群在所有认知和行为条目上的正

确率均具有统计学差异,表现为医务人员最高,单位

或企业人员次之,务农人员最低,见表3。将人群按年

龄段、文化程度划分后,采用趋势χ2 检验比较不同人

群间认知和行为正确率,发现新冠肺炎症状(Z-Q2)的
认知和口罩使用(X-Q1)的正确率均表现出随年龄增

长而逐渐降低的趋势,而所有认知和行为条目的正确

率都表现出随学历增加而逐渐升高的趋势,见表4。

2.2 公众对微信线上新冠肺炎应急健康教育模式满

意度情况

公众对微信线上华西健康大讲堂(新冠专场)培
训总体满意度为96.56%,见表5。公众满意度的单

因素分析,运用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分类下

人群满意度差异。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对微信线上培

训的满意度因素中,文化程度和职业背景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其他变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6。
表2  调查对象的疫情信息获取情况

项目 人数(n) 比例(%)

关注信息

 防疫知识 469 92.7

 疫情数据 449 88.7

 官方应对 390 77.1

 科研进展 378 74.7

 抗疫故事 365 72.1

获取途径

 手机应用 417 82.4

 电视广播 409 80.8

 医疗机构 321 63.4

 卫健委网站 259 51.2

 社区宣传 230 45.5

 他人告知 153 30.2

科普需求

 个人防护 463 91.5

 病毒流行病学 438 86.6

 疾病诊疗 390 77.1

 专家辟谣 283 55.9

 心理应对 281 55.5

表3  不同性别、居住地和职业人群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和行为正确率比较(%)

项目
性别

男 女

居住地

市内 市郊 省内 省外

职业

医务 企业 务农 单位 个体

Z-Q1 74.2 69.6 75.9 62.3 64.4 82.4* 80.8 73.9 53.6 72.5 60.8#

Z-Q2 63.6 72.7* 75.1 56.6 66.7 70.6* 90.8 66.3 35.7 71.8 56.8#

Z-Q3 97.4 95.2 95.1 92.5 97.1 100.0 98.5 97.8 85.7 94.7 95.2*

Z-Q4 92.1 96.3* 97.6 94.3 92 94.1 98.5 92.4 85.7 95.4 95.2*

X-Q1 87.4 91.5 91.0 86.8 89.7 94.1 96.9 94.6 85.7 90.1 81.6#

X-Q2 90.1 97.5# 96.3 96.2 93.1 97.1 99.2 96.7 92.9 95.4 90.4*

X-Q3 64.9 76.1* 75.1 56.6 74.1 73.5 80.9 68.5 42.9 74.0 72.8#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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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年龄段和文化程度人群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和行为正确率比较(%)

项目
年龄

18~35岁 36~59岁 ≥60岁 χ2 P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χ2 P

Z-Q1 73.1 70.3 64.31.297 1.30 0.255 44.7 67.8 81.9 90.6 50.01 <0.01

Z-Q2 78.6 65.5 50.0 16.33 <0.01 44.7 65.5 83.5 83.0 44.53 <0.01

Z-Q3 98.5 93.9 95.2 4.07 0.044 91.5 95.5 97.8 98.1 6.13 0.013

Z-Q4 96.0 93.9 97.6 0.08 0.776 88.3 95.5 97.8 96.2 8.14 <0.01

X-Q1 96.5 86.3 85.7 12.25 <0.01 81.9 89.3 93.4 98.1 13.09 <0.01

X-Q2 97.0 94.7 90.5 3.51 0.061 86.2 96.0 98.4 98.1 15.8 <0.01

X-Q3 74.1 73.4 61.9 1.41 0.234 62.8 72.9 78.0 71.7 3.9 0.048

表5  线上华西健康大讲堂(新冠专场)培训后满意度分布情况

调查内容
非常满意

人数(n)构成比(%)

满意

人数(n)构成比(%)

一般

人数(n)构成比(%)

不满意

人数(n)构成比(%)

非常不满意

人数(n)构成比(%)

新冠肺炎诊疗培训内容 408 66.9 184 30.2 18 3.0 0 0 0 0

个人防护培训内容 407 66.7 184 30.2 19 3.1 0 0 0 0

情绪管理培训内容 395 64.8 196 32.1 19 3.1 0 0 0 0

内容设置的实用性 407 66.7 177 29.0 26 4.3 0 0 0 0

授课老师师资与技能 408 66.9 178 29.2 24 3.9 0 0 0 0

知识技能提升 399 65.4 170 27.9 38 6.2 2 0.3 1 0.2

心理压力管理 384 63.0 179 29.3 43 7.0 1 0.2 3 0.5

线上培训方式 396 64.9 189 31.0 25 4.1 0 0 0 0

总体满意度 407 66.7 182 29.8 21 3.4 0 0 0 0

表6  公众对线上华西健康大讲堂(新冠专场)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调查内容
性别

χ2 P

年龄

χ2 P

文化程度

χ2 P

居住地

χ2 P

职业背景

χ2 P

新冠肺炎诊疗培训内容 3.380 0.066 1.430 0.699 1.190 0.755 4.418 0.220 3.535 0.031

个人防护培训内容 2.499 66.7 4.136 0.247 9.224 0.026 3.215 0.360 25.058 0.001

情绪管理培训内容 1.704 0.192 5.637 0.131 8.979 0.030 3.977 0.264 23.793 0.001

内容设置的实用性 0.000 0.993 4.396 0.222 10.719 0.013 0.955 0.812 21.594 0.003

授课老师师资与技能 0.002 0.962 5.828 0.120 12.583 0.006 2.061 0.560 27.934 <0.001

知识技能提升 0.022 0.882 1.689 0.430 15.899 0.001 7.056 0.070 27.351 <0.001

心理压力管理 0.004 0.948 1.833 0.400 9.713 0.021 2.187 0.535 11.135 0.133

线上培训方式 0.020 0.887 3.786 0.286 13.827 0.003 2.243 0.523 27.327 <0.001

总体满意度 0.117 0.732 6.073 0.108 12.800 0.005 1.657 0.647 16.083 0.024

2.3 研究结果

公众对新冠肺炎知、信、行方面的调查显示:(1)
四川公众对防疫知识的关注度高,科普需求强,其中

以个人防护技能、病毒流行病学、疾病诊疗最为迫切;
手机应用是公众获得疫情信息的首要途径。(2)公众

面对疫情大都具有恐惧心理,主要表现为对亲友或邻

居感染、口罩供应紧张感到害怕。(3)女性在认知水

平和行为评价上整体优于男性,而男性的恐惧程度要

低于女性。(4)医务人员的认知和行为表现整体最

优,务农人员最差,高龄和低学历人群是防疫知识匮

乏的主要群体。(6)公众对微信线上培训模式和内容

设置总体满意度高(96.56%)。新冠肺炎专题讲座培

训当天微信直播观看人数9.17万人次,线上互动交

流评论600余条,点赞人次1.49万次,截至2020年

12月20日,该视频总播放量高达12.47万人次。

3 讨  论

3.1 根据需求制订合理的健康教育科普主题和内容

需求评估是策划一场完整健康教育活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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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同时也是健康教育计划设计的依据。本次研

究正是前期通过对公众进行“新冠肺炎知、信、行”现
状调查分析,为后期开展“华西大讲堂”应急健康科普

微信线上直播培训提供理论依据和部分先验信息。
根据前期调查结果,针对公众防疫知识的薄弱点及不

正确的防疫生活习惯入手,设计健康科普内容的重点

辅导方向,并在课程中增设“疫情心理应对”的相关内

容,给予公众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辅导,避免公众心理

问题的加剧。考虑重点人群不同人口学特征,科普内

容方面,设置的通俗易懂,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因此,一场完整的健康教育活动需要进行科学的需求

评估、计划制订、计划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工作步骤,在
需求评估的基础上,找出与目标人群交流的重点信息

和渠道[3]。
3.2 借助新媒体充分发挥健康宣教工作的服务效能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信息

网络化时代改变了传统健康教育的宣教模式,人们获

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也在逐渐改变[4]。本次“华西健

康大讲堂”正是基于前期科学评估,结合公众获取知

识途径特点的调查结果,选定了疫情下合适的宣传媒

介———微信新媒体,运用微信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交
流便捷、互动参与性强、宣传成本低等特点,有效实现

了健康科普宣传的在线直播、在线回放和互动交流等

功能,改变传统健康宣教的单向传播模式,保证受众

群体不被时间和区域所限制,增强了健康教育信息的

时效性和传播速度,扩大了健康教育的受众面和惠及

面,提高了健康宣教工作的服务效能。
3.3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构建区域健康教育平台示

范基地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健全健康促进与教育体系”
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首要任务[5]。医疗机构作为

我国医疗卫生发展的前言阵地,不单是救死扶伤的地

方,更是健康促进的主阵营和健康教育的大讲堂[6]。
本院紧跟党中央“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思想,将传统单

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向医疗-预防-保健型转变,“华
西健康大讲堂”公益科普项目正是其中之一。2020年

全年共开讲“华西健康大讲堂”15期,微信直播及回放

总量超过160万人次,其效果显著,影响力广泛,为广

大群众搭建了一个吸纳健康知识的互动交流平台,体
现了大型公立医院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7]。通

过“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植入,提高了大型综合医

院健康教育宣传的服务效能,发挥区域医疗中心健康

促进和健康宣传引领作用,构建区域内健康教育平台

示范基地,形成一种成熟的推广模式[8]。为打造省

级、国家级健康教育平台基地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4 展  望

从2003年SARS的暴发,到2004年禽流感的流

行,再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这些急性传染病

的出现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同
时也留给人类一个警示:新、老传染病将长期与人类

共存[9]。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普及有关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基本知识,提高公众整体健康素养显得尤为重

要,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政府部门常抓不懈地

努力。健康教育促进工作的主体不仅需要卫生机构,
同时也需要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它
强调个体、家庭、社区和各个机构有组织地参与[2],需
要政府部门和大众传媒的密切合作。应加大健康教

育力度,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健康宣传和舆论导向作

用,建立合理的监督考核标准,促进健康科普的有效

落实[10],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健康知识的需求,从而

提高社会群众的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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