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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

影响因素研究要要要以微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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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本文旨在探究社交平台中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社

交平台筛选健康信息，优化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借鉴。[方法 / 过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 27 位正在使用微信平台

获取健康信息的老年用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就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获取一手访谈数据。采用

主题分析法为主导工具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 结论]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信息质量、技术支持、生活环境是影响老

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最终构建了基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深入

探讨了各类因素与采纳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此外，为促进社交平台发展，提升其健康信息服务能力，本文分别从社交平台

开发方以及使用方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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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和趋势袁 老龄

化问题也因此引起了各国社会的普遍关注遥 叶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曳 中规定袁 凡年满 60 周岁的人群都属于老

年人 [1]遥 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袁 截至

2021 年袁 中国老年人口在原有规模人数上呈现出大幅

增加的趋势袁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 26 402 万

人袁 占总人口数的 18.70%[2]遥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不断加剧袁 老年人群对于健康信息的需求也愈加

强烈遥 他们希望获取健康信息以达到疾病预防尧 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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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尧 延缓衰老的目的遥 过往袁 老年群体主要通过电

视节目尧 听广播尧 阅读书籍报刊等形式来获取他们所

需要的健康信息袁 但是这些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存在

互动性差尧 时效性低尧 表现形式不够丰富等问题遥
当前袁 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

大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袁 尤其在健康信息传播的

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健康信

息传播的重要平台袁 例如 野健康冶 野养生冶 野饮食冶
等健康类信息遍布抖音尧 微信尧 微博尧 小红书等社交

平台[3]遥 同时袁 诸多老年人在子女的帮助下开始使用社

交平台与其保持沟通袁 老年人群通过社交平台来获取

健康信息已经成为了趋势[4]遥 然而袁 社交平台在方便老

年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隐患遥 现阶段

社交平台中在线健康信息的监管尚不完善袁 社交平台

中的健康信息存在很多错误尧 伪造尧 拼凑甚至具有危

害性的内容[5,6]遥 一些健康信息的质量也无法保证袁 老年

人群甚至会接触到一些欺诈的健康信息袁 危害他们的身

心健康[7]遥 社交平台上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来源在很大

程度上会影响到老年人群健康信息的采纳袁 最终影响社

交平台的未来发展[8]遥 鉴于此袁 社交平台中的健康信息

能否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袁 社交平台中老年人群的健康

信息采纳行为受到哪些方面的因素影响钥 这些因素又是

如何影响其行为的钥 上述问题值得进一步去探讨遥
因此袁 为满足老年人群对于健康信息迫切需求的

现状以及加强社交平台中健康信息的管理遥 本文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袁 选取社交平台中的 野微信冶 作为案例袁
旨在探究社交平台中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

响因素袁 构建基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

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袁 为社交平台筛选健康信息袁 优化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借鉴与参考遥

2 文献综述

健康信息是指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知识尧 观念尧 技

能尧 技术和行为等信息[9]遥 当前袁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

下袁 健康信息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多样遥 各大热门社

交平台例如微博尧 微信尧 抖音等在通讯聊天等主要功

能的基础上都进行了扩充袁 使得健康信息能够在社交

平台上广泛传播[10]遥 以国内主流的社交平台要要要微信

为例袁 在微信平台上面可以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就有

很多袁 例如微信公众号 野丁香医生冶 野养生中国冶 等袁
微信小程序 野极速问医生冶 野好大夫冶 等遥 公众通过

社交平台获取所需要的在线健康信息袁 降低了信息获

取成本袁 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袁 促进了公众与专业医

护人员的互动袁 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健康信息需求[11]遥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是情报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

一袁 主要是指以健康信息需求为驱动袁 用户进行筛选尧
判断尧 认同尧 接受并采用健康知识的行为过程[12,13]遥 与

信息搜寻尧 信息需求尧 信息检索等概念相比袁 信息采

纳更加强调用户自身认知在信息判断尧 选择与决策中

起到的关键作用[14]遥 因此袁 本文将 野社交平台中健康

信息采纳行为冶 定义为公众通过社交平台获取健康信

息后袁 掌握相关医疗健康知识袁 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

自身健康状态的行为遥 当前袁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研

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大学生 [15,16]尧 青年人群[17,18]尧 农村居

民[19,20]尧 老年人群[21,22]等遥 针对老年用户这一特殊群体袁
学者 GOLLOP 最早开始关注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

问题袁 研究了女性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影响因素[23]遥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袁 研究人员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

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行为袁 就总体而言袁 研究表明老

年用户健康信息行为受到了三大类因素的影响遥 第一

用户个体因素袁 其中包括了心理特征尧 健康素养尧 人

口统计变量等[24]遥 第二信息因素袁 例如信息特征尧 信

息质量尧 信息可信度等 [25]遥 第三媒介因素袁 包括了互

联网使用经验尧 使用意愿等[26]遥 李月琳等认为健康信

息可信度感知会影响用户对健康信息的搜寻袁 同时信

息有用性尧 信息可信度等正向影响健康信息行为 [27]遥
此外袁 莫秀婷尧 邓朝华认为袁 社交平台是健康信息流

动的载体袁 同辈家属的意见对于老年用户采纳健康信

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8]遥 由此可见袁 健康信息可信

度不仅是信息因素中的变量袁 还会受到社会人际关系

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遥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微观层面针对老年用户健康信

息行为的分析袁 但是对于社会尧 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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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访谈提纲

Fig.1 Interview outline

响因素探讨较少遥 ZHAO 等认为袁 老年用户健康信息

行为同样会受到医疗环境尧 家庭环境尧 社会环境等因

素影响袁 这些宏观层面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去探索 [29]遥
此外袁 现有老年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成果往往都

是基于认知观的理性行为理论袁 例如 TAM尧 UTAUT

等袁 偏向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探索[30,31]遥 然而袁
老年人群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理尧 心理的群体袁 往往

多数中国老年人群是亚文化人群袁 通过质性路径对其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深层次理解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遥
基于上述讨论袁 中国老年用户通过社交平台采纳

健康信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袁 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

用于老年用户健康采纳行为遥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袁
深入探索并分析影响社交平台中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

纳行为的因素袁 旨在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袁 研究结果

可为社交平台进一步优化老年群体健康信息服务提供

参考与借鉴遥

3 研究设计与实施

3.1 研究方法选定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袁 在自然情境下立足老年

用户视角深入探索这一特殊群体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

影响因素遥 考虑到老年人群的特殊性袁 利用问卷调查

这样的数据收集方式在研究过程中难以深入探索老年人

群内心真实的想法袁 互动性较差袁 导致数据获取不全

面遥 因此袁 研究团队采用定性研究范式并通过半结构化

深度访谈法获取一手数据遥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作为定

性研究中数据获取的方式之一袁 能够通过多频次的互动

交流帮助研究人员在自然情境下对事物的微观层面进

行深入分析袁 获得更加深入尧 丰富的健康信息行为影

响因素数据[32]遥 本研究的具体访谈思路如图 1 所示遥
3.2 数据来源与获取

本课题共选取 27 位经常使用微信平台来获取健康

信息的老年群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访谈遥 为

了保证研究质量并且不打扰受访者日常生活袁 在正式

访谈前都会提前与对方联系袁 告知其访谈的主要目的

以及问题袁 有一些受访者会同步在其家人的陪伴下开

展访谈工作遥 每一次的访谈大约持续 40~60 分钟不等袁
并且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袁 录音采用的是

搜狗录音笔袁 一边访谈一边在云端形成文字稿袁 最大

程度减少后期转录的工作量遥 为了保证访谈质量袁 每

一天的访谈人数不超过 2 人袁 自动生成的文字稿都会

交由受访者进行校对袁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遥 最终袁 通

过对访谈文本的转录及人工校对袁 研究一共产生了 27

份文档袁 并将其命名为受访者 1~ 受访者 27袁 所有受访

者均符合课题研究要求袁 其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遥

参数 对象特征 频次/个 占比/% 

男 15 55.6 性别 

女 12 44.4 

60~70 17 63.0 年龄 

>70 10 37.0 

完美型  3 11.1 

活泼型  9 33.3 

平和型 12 44.4 

人格偏向 

急躁型  3 11.1 

高  8 29.6 

中 15 55.6 

使用社交媒体频率 

低  4 14.8 

优秀  3 11.1 

良好 12 44.4 

合格 10 37.0 

健康等级自评 

不合格  2  7.4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询问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职业、健康状况等）

对于社交平台的认识，使用微信的频率？主要使用功能？

您会通过微信平台来查阅健康类信息吗？

对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您会采纳吗？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邢 飞，刘彩华，柴雪飞，彭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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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袁 有助于研

究人员厘清影响因素分类袁 进一步挖掘各类因素对于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程度遥 主题分析法被广泛应

用于定性研究中访谈数据的分析遥 基于 BRAUN 和

CLARKE 的方法指引袁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主题分析法

共包含以下 6 个步骤院 ①反复阅读转录文本袁 熟悉原

始数据曰 ②基于研究问题 渊社交平台老年用户健康信

息行为影响因素冤 构建初级编码曰 ③对初级编码进行

分类袁 逐级合并形成子主题曰 ④重新回顾已经构建的

子主题袁 聚类成明确的主题曰 ⑤对每一个主题的定义

和内容进行回顾袁 确保每一个主题具备内部同质化尧
外部异质化的特征曰 ⑥撰写研究报告 [33]遥 基于以上分

析步骤袁 本文一共构建了 11 个子主题袁 最终形成 4 个

主题袁 分别为个体特征尧 信息质量尧 技术支持以及生

活环境袁 部分编码如表 2 所示遥

主题 子主题 编码 原始访谈样本（部分） 

健康状态 

健康理念 

权威取向 

个人因素 

他人评价 

“…就我这个身体情况而言，我更会偏向采纳一些与我病情相关的健康信息，同时我也有自己

生活方式…”（受访者 3） 

“我看它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要是不一样那我就会怀疑它，基本不会相信”（受访者 2） 

“我得看是不是一些有名的平台发布的，我觉得大医院、有名的医生更有权威”（受访者 17） 

认知能力 

有效信息获取能力 

健康素养 

运用能力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半天也看不出来哪些是重点，所以干脆就不

采纳了”（受访者 11） 

“有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不好操作啊，所以我不会去采纳那些信息”（受访者 7） 

“我肯定是在相信的前提下，给我的子女们发一些这种健康信息，我也可以在生活中真正去传

播这些消息”（受访者 6） 

自我效能 

价值感知 

个体特征 

行为意识 

感知风险 

“…这得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一方面需求，这一般会根据我自己的健康情况来判断”（受访者 12） 

“是否会采纳的话，我得考虑到做出选择后可能有的风险”（受访者 7） 

“我也会自己去判断这些信息是不是值得信任的”（受访者 6） 

信息来源 

信息表达 

信息准确度 

信息发布平台 

信息标题 

信息可信度 

信息篇幅 

“那肯定要看信息是哪里来的呀，如果是是一些有名的平台、医院发布的，肯定更加可信”（受

访者 4） 

“…一般字数很少的文章我感觉它不够专业，像是骗人的，我更相信字数多描述详细的信息”

（受访者 9） 

“如果一篇信息出现多次或者我发现很多信息内容一致，那我会采纳”（受访者 12） 

“我一般对那种花里胡哨的文章标题没有好感，觉得没有专业性”（受访者 8） 

“一般我要是看到一些很难懂的词语，就是那种专业术语，我会感觉这篇文章更加可信，那我

就会比较容易采纳”（受访者 9） 

“我现在会特别关注微信公众号的丁香医生，上面每一天基本都会推送一些健康知识，我每天

都会看就当科普。在微信公众号中，除了丁香医生之外，还有腾讯健康、微医健康等企业化运

营的公众号，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一些防护小知识，知识内容都很相似，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

更加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吧”（受访者 3） 

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 

信息质量 

信息成本 

心理成本 

“有些信息它要付钱的呀，那我一般不去看”（受访者 14） 

“对于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去实践的信息，我其实担心它会不会没有效果，所以不太想去采纳”

（受访者 10） 

“我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到底有没有用，要是有什么消极作用还得自己承担风险，没有心理准备

的话不会轻易采纳”（受访者 6） 

 

表 2 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users'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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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讨论

通过深入的定性分析袁 研究发现袁 基于社交平台

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主要受到了 4 个方面因

素的影响袁 分别为个体特征因素尧 信息质量因素尧 技

术支持因素以及生活环境因素遥 最终袁 本文构建了基

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

型袁 如图 2 所示袁 详细讨论如下遥

4.1 个体特征因素对健康信息采纳的影响

个体特征因素主要是指老年人群自身心理尧 生理尧
认知水平等能够影响其采纳行为的内部因素遥 本文中

的个体特征因素具体表现为个人因素尧 健康素养和行

为意识遥
个人因素是指用户自身的健康状态尧 健康理念和

权威取向遥 XIAO 等研究发现袁 发布健康信息的平台尧
自身的信任观念等因素对于用户健康信息的判断与采

主题 子主题 编码 原始访谈样本（部分） 

个人信息泄漏 

媒介病毒 
信息质量 

信息安全 

诈骗手段 

“网上骗子多，只要需要个人信息的内容我都不看，更别说采纳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为重”（受

访者 25） 

“…有的图标一点进去手机就会黑屏，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对于这类信息也会十分小心，

一般情况不太相信”（受访者 9） 

便捷化程度 软件设计 

使用感受 

“有些用的不太明白的软件我也就懒得看了，用不好”（受访者 11） 

“如果用起来比较方便的话，那我会持续使用的，也更容易采纳”（受访者 19） 

“这些媒体在使用的时候确实感觉方便了许多，既可以发消息也能了解健康信息，还是很不错

的”（受访者 16） 

信息筛选方式 

信息推送方法 

技术支持 社交平台管理 

信息反馈管理 

“…发现总有一些健康信息小弹窗，对它的印象不好，时不时跳出来，怪烦人”（受访者 7） 

“…但是发布的时候如果能够先筛选一下，看看是否准确，这样我们在采纳的时候也不用犹豫

了”（受访者 8） 

“我想看看别人怎么评价的但总是没有发现评论的地方，看不到别人的感受我也就不怎么想采

纳”（受访者 22） 

医学背景 家庭影响 

家属影响 

“因为我儿子在医院工作，所以对于这类信息我会先问问他，再决定会不会采纳”（受访者 25） 

“…但每次把这些信息转发给子女，他们好像都不太相信，这也让我对这些信息产生了怀疑”

（受访者 10） 

“很多养生保健的信息内容都是好朋友、亲人转发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会认真地去看看，上

面的一些健康指南我们也会去试试，反正也没有什么害处嘛”（受访者 9） 

社会宣传工作 

社会支持程度 

社会影响 

社会关系 

“我主要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都从这些平台上采纳健康信息，如果人多的话，那我感觉这是可

靠的”（受访者 1） 

“…之前不都宣传什么在家看医生嘛，其实用一用也挺方便的”（受访者 19） 

“既然国家社会都支持我们这些老年人多看看网上的健康信息，那肯定是件好事，我还是很乐

意的采纳的”（受访者 4） 

互联网更新 

社交平台发展 

信息频率更迭 

生活环境 

时代影响 

智能化普及 

“你看现在网络发展的太快了，新的东西太多了，都在督促我似的，不得不跟上步伐啊”（受访

者 24） 

“现在的这些平台发展真快，以前主要就是用来联系家人朋友，现在什么功能都有，还能免费

做信息科普”（受访者 5） 

“…这些东西的出现也在慢慢改变我以前老旧的思想喽，还是要不断跟进时代的”（受访者 21） 

 

表 2 渊续冤
Table 2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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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Fig.2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elderly users'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s

纳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34]遥 由于多数老年人都患有慢

性疾病袁 他们会更关注与自身疾病相关的健康信息袁
受访者 01 提到院 野噎我更会偏向采纳一些与我病情相

关的健康信息噎冶遥 此外袁 老年人群会将信息发布来源

的权威性作为健康信息采纳的衡量标准之一袁 受访者

04 谈到院 野我觉得大医院尧 全国知名的医生所给出的健

康指南会更有权威袁 这个也会增加我们对其的信任感冶遥
健康信息素养是指老年用户对社交平台上的各类

健康信息的获取 尧 认知 尧 运用以及传播等能力 遥
SOROYA 等认为认知度的高低对于信息采纳行为具有

重要影响袁 用户对于信息的认知程度越低袁 则其信息

采纳行为就表现出更消极的趋势[35]遥 受访者 11 坦言院
野其实我自己也很难去证实这些健康说明是真的还是假

的袁 与其我自己无法判断袁 我就干脆看看得了冶遥 此

外袁 基于访谈数据分析结果袁 个人行为意识同样会对

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造成影响遥 行为意识具

体包括了老年人群的自我效能尧 情感机制尧 信任机制

以及感知风险遥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袁 感知风险尧 信息

机制直接影响用户的信息行为[36]遥 因此袁 一旦老年用

户在社交平台中感受到风险的存在袁 他们就会大概率

拒绝采纳相关的健康信息遥 正如其中的受访者 06 说

到院 野是否会采纳的话袁 我得考虑到做出选择后可能

有的风险袁 有很多发布的渠道不是很权威袁 而且很多

医院有点像电视上说的莆田系袁 我基本就不考虑继续

往下阅读冶遥
4.2 信息质量因素对健康信息采纳的影响

信息质量因素主要是指社交平台中所发布的健康

信息的质量袁 具体包括了信息可信度尧 信息安全尧 信

息成本等袁 信息质量因素属于客观类内部因素遥 其中袁
信息可信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交平台中老年用户

是否会采纳相关健康信息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GUPTA 等

研究发现袁 信息内容的可信度越高袁 则用户采用该信

息的可行性也越高[37]遥 然而袁 信息可信度在一定程度

上也受到了信息源权威性尧 用户信息素养等多方因素

的影响[38]遥 因此袁 在健康信息采纳行为过程中袁 老年

用户会特别关注那些信息的来源渠道尧 是否为权威机

构和平台遥 受访者 17 谈到院 野那肯定要看信息是哪里

来的呀袁 如果是一些有名的平台尧 医院发布的袁 肯定

更加可信了袁 我们也会根据上面的准则来规范我们日

老年用户健康信息
采纳行为

社交软件设计

信息安全

信息成本

信息可信度

信息质量

技术支持

健康素养

个人因素

行为意识

个体特征

时代影响

社会影响

家庭影响

生活环境

外
部

外
部

内部 内部

社交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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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习惯冶遥 此外袁 如果社交平台中健康信息的内容

重复率较高袁 多个渠道都在传播袁 那么老年人群也会

更加容易接受遥 受访者 03 表示院 野我现在会特别关注

微信公众号的丁香医生袁 上面每一天基本都会推送一

些健康知识袁 我每天都会看就当科普遥 在微信公众号

中袁 除了丁香医生之外袁 还有腾讯健康尧 微医健康等

企业化运营的公众号袁 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一些防护

小知识袁 知识内容都很相似袁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更

加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吧冶遥
信息成本主要是指用户在采纳信息前后包括了搜

寻尧 识别尧 比较等行为过程中所承担的时间尧 经济和

心理成本[39]遥 由于多数老年人群都患有各种程度的慢

性疾病袁 他们希望通过获取到健康相关的知识从而来

加强其身体袁 起到疾病预防尧 养生保健的功能遥 然而袁
相关健康信息获取的周期越长袁 他们所要承担的风险

也就越多袁 进一步影响其采纳的概率遥 受访者 09 坦

言院 野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平台直接搜索相关健康知识袁
年纪大了现在毛病也是比较多袁 一些疾病也会引起并

发症袁 那不想老去看医生的话我们就会自己在平台里

面搜索遥 因为消息内容五花八门袁 而且容易一看就是

绝症袁 看的都让人害怕和担心袁 看久了有时候就干脆

不看了冶遥 信息安全主要是指搜寻尧 点击等一系列操作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个人信息泄漏尧 引入媒介病毒以及受

到诈骗等安全问题遥 王晰巍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袁 社交

网络中的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用户信息行为[40]遥 因

此袁 对于老年人群而言袁 在使用社交平台的过程中一

旦感知到自身的信息安全得到了侵犯袁 则直接会影响

到他们通过社交平台来获取健康信息遥
4.3 技术支持因素对健康信息采纳的影响

技术支持因素主要是指用户在使用社交平台中产

生的由于平台设计尧 技术稳定性等对于采纳行为的影

响因素袁 技术支持因素主要都是外部因素遥 本文中的

技术支持因素具体表现为社交平台的设计以及社交平

台的管理遥
社交平台设计具体包含了社交软件平台的便捷化

程度尧 操作使用感受尧 操作界面是否友好型等袁 上述

因素直接影响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遥 受访者 22 提

到院 野我自己本身一直会用好大夫在线袁 这个是在微

信里面的一个小程序好像袁 是我女儿教我的遥 她帮我

注册好了后袁 里面一搜就直接可以出来了袁 这个用起

来很方便袁 而且功能模块很清晰袁 有专门门诊预约的尧
有查询健康报告的尧 还有健康知识科普的等袁 我觉得

设计的是蛮好的袁 界面很清晰冶遥 并且袁 有研究人员以

旅游网 野马蜂窝冶 为例袁 研究发现社交网站的界面设

计尧 操作便捷尧 系统反馈等因素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

体验袁 进一步影响用户的信息使用行为[41]遥 由此可见袁
社交平台的设计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老年用户使用他们

来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遥
社交平台管理具体包括对平台对于健康信息的筛

选尧 推送以及用户对相关信息的反馈管理袁 而这方面

则主要取决于设计平台算法的智能程度遥 在信息寻找

过程中袁 多数老年人群都是带着其明确的信息需求去

寻找相关健康信息袁 因此他们希望获取得到的是贴合

度高的健康信息内容遥 受访者 13 表示院 野我们这个软

件用了也好久了袁 但是我感觉我输入关键词搜索的时

候袁 出来的健康内容和我想要的总是有所出入袁 精细

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袁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费时费力

的冶遥 因此袁 老年人群在使用社交平台来获取健康信息

的过程中袁 他们寄希望能够快速尧 有效地得到与自身

需求相关的健康信息内容袁 因此作为社交平台开发团

队来说袁 他们应该进一步来优化其人工智能技术的水

平遥 此外袁 老年人群还比较关注社交平台的反馈程度袁
其中受访者 07 表示院 野很多时候我有一些健康类的问

题输入进了平台去询问袁 好久也都没有反馈袁 有时候

第二天才会回复袁 这样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袁 所以以

后一些紧急的健康问题肯定不会在这里问了袁 容易造

成严重后果冶遥 由此可见袁 上述社交平台系统设置尧 算

法设计尧 界面设计等技术支持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老

年人群对于社交平台中健康信息的采纳行为遥
4.4 生活环境因素对健康信息采纳的影响

生活环境因素主要是影响老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

采纳健康信息的外部因素袁 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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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尧 社会因素以及时代因素遥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

析可知袁 家庭因素直接影响到老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

采纳健康信息袁 本研究中的家庭因素具体包括了医学

背景尧 子女影响尧 家人影响等方面遥 其中受访者 25 说

到院 野因为我儿子是医生袁 当我看到一些健康信息推

送的时候袁 很多我就会直接转发给我儿子遥 他的话因

为平时都比较忙袁 到了晚上才会回复我消息袁 里面一

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健康新闻就会和我说袁 我就不会再

去遵循袁 基本上我都会发给他的冶遥 对于社交平台中的

老年用户而言袁 如果老年用户的子女或者亲人拥有医

学背景袁 则会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袁 从而

进一步提高他们对于健康信息的采纳率遥 王治等通过

对广州市老年人群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结果显示袁 医

学家庭背景的老年人群比非医学家庭老年人群的健康

信息素养高袁 且存在较大差异化[42]遥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了社会宣传工作以及社会支持

程度遥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袁 中国社会在老

年人群健康管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行动支持袁
例如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 规划纲要曳 叶关于印发 野十四

五冶 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曳 以及 叶关于全面加强老

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曳 等遥 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袁
老年人群普遍接受使用信息技术来进行居家养老服务袁
进一步影响到老年人群使用社交平台获取并采纳健康

信息遥 受访者 19 表明院 野之前都习惯于任何头疼脑热

就会去医院挂号看医生袁 现在手机很发达了袁 手机上

面都可以进行网上就诊尧 健康咨询等袁 之前不太会用

智能手机的时候觉得这是不是假的袁 感觉不方便袁 但

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袁 而且也就慢慢习惯了冶遥
此外袁 时代因素也会进一步影响到老年用户的健

康信息行为遥 本文中的时代因素主要包含了互联网更

新尧 社交平台发展尧 智能技术普及等遥 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发展袁 微信尧 抖音等社交平台成为了老年人

群现代化社交工具袁 不断渗透到老年群体的生活中遥
因此袁 老年人群也逐渐开始使用社交平台来获取他们

所需要的健康信息袁 不仅方便了他们的生活袁 在一定

程度上也减缓了线下医疗压力 [43]遥 受访者 24 说到院
野尤其现在疫情后袁 进出公共场所都需要出具健康码袁

这就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学习使用这些智能手机尧 智能

软件遥 然后去医院看病袁 多数都需要提前预约了袁 所

以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手机来做预约尧 查报告尧 看健康

知识等袁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这些便利冶遥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访谈结果可知袁 老年用户对于社交平台提供

的健康信息并不是完全信任的袁 其采纳行为受到了多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遥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范式袁 选取老

年人群活跃度较高的 野微信冶 应用作为具体案例袁 探

索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袁 进一步构

建相关的模型遥 研究发现袁 基于社交平台的老年用户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受到了 野人为冶 和 野客观冶 两大类

因素影响袁 野人为冶 是指个体特征以及生活环境袁
野客观冶 则主要为信息质量以及技术支持遥

为帮助老年用户获取更多高质量的健康信息袁 促

进社交平台的发展袁 提升其健康信息服务能力遥 基于

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袁 本文分别从

因素来源 渊即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冤 提出了以下对策

建议遥
从外部影响因素来看袁 研究发现老年用户健康信

息采纳行为受到了信息质量及技术支持两个类型因素

的影响遥 社交平台是提供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内容的服

务方袁 社交平台开发团队应充分识别老年用户对于健

康信息的使用需求尧 使用习惯尧 需求内容等袁 为其提

供内容全面尧 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遥 同时袁 考虑到

社交平台界面尧 易操作性等都是影响老年人群使用平

台获取健康信息的因素袁 他们应充分提高其服务质量袁
优化平台的界面设计尧 操作流程等袁 有效保障老年人

群使用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袁 吸引更多老年用户袁 提供

其用户满意度和粘性遥
从内部影响因素来看袁 研究发现老年用户健康信

息采纳行为受到了个体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遥 老年

人群作为社交平台中对于健康信息产生需求的使用方袁
他们首先需要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袁 提高甄别健康信

息的能力袁 以此适应互联网时代遥 就具体而言袁 首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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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需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袁 拥抱信息时代

的互联网健康信息袁 积极提高并培养使用社交平台来

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和意识遥 其次袁 除了思想观念的

改变之外袁 从个人行动上老年人群也应当保持不断学

习的态度袁 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袁 尤其是理性地对待

社交平台上各类健康信息袁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袁 保障

自身安全遥
希望本文能够为社交平台中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服

务模式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袁 促进老年健康

服务能力提升袁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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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studies on health literac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s China enters an aging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of elderly users on social platform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cial platform managers to screen health information and optimiz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followed an inductive qualitative approach. Th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was adopted. To be specific, the WeChat platform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ypical social platforms, and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27 WeChat users was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fter

collecting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the themat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which contains six steps, namely (1) becoming familiar

with the data, (2) coding the data, (3) connecting codes and identifying themes, (4) reviewing themes, (5) developing concept maps, and

(6) writing a report. Following the steps, all identified codes were distributed into 11 sub-themes and regrouped into 4 main them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ctors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al,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of elderly users when they are using WeChat platforms. Moreov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elderly users'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 was developed and the mechanism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and adoption behavior is deeply discusse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indicated tha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are external factors while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rnal factor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latforms and improve thei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platform developers and users perspective. In particular, the social platform development team should

fully identify elderly needs and habits of using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nd the health information they need,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ing

elderly with comprehensive and targe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elderly needs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literacy and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health information, so as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era. Finally, due to the limited interviewee number, this paper only takes 27 elderly

users and WeChat as an example. In the future work, more social platforms can be explored and horizontal comparative studies can be

carried out.

elderly users; social platform;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form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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