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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

及其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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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本文旨在探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丰富老年健康信息需求与服务的理

论内容，为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采用深度访谈法，对 30位老年人群进行数据收集。采用主题分

析法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通过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归纳子主题提炼主题。[结果 / 结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分为疾病预防、疾病诊治、养生保健及社会生活四大类。为满足其健康信息需求，本文

从政府、社区、媒体 3 个主体视角提出信息服务策略：1冤 政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传递信息；2冤 以社区

为单位，丰富基层信息传播途径；3冤 规范媒体信息发布，提高媒体行业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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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尧 有可能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尧 财产损失尧 生态环境破坏并危及公共安全的

紧急事件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其中一类袁 涉及传染

病疫情尧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1]遥 自古以来袁 全球范

围内的传染病对于人类的杀伤力袁 远超饥荒与战争造

成的人口伤亡总和遥 回顾过去袁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对瘟疫 渊即传染病冤 不断抗争的奋斗史遥 早在 14 世

纪的欧洲袁 黑死病 渊鼠疫冤 夺走了两千五百万人的性

命遥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感染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

人口袁 并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袁 直接导致一战结束[2]遥
到了 21 世纪袁 仍然有各种流感病毒波及全球袁 这些疾

病给人类带来了伤害和痛楚袁 造成了重大生命尧 经济

损失袁 例如非典尧 埃博拉尧 新冠等传染性疾病[3]遥 以新

冠为例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袁 当前全球感

染人数接近 5 亿袁 死亡人数达到了 600 多万袁 其数据

仍然在不断增长[4]遥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人口前所未有的

快速流动袁 突发传染病一旦爆发袁 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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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蔓延袁 发展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遥
在严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袁 老年人整体抵

抗力较低袁 且多数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袁 在遇到大流

行疾病时是极易患病的群体遥 在此背景下袁 老年人群

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关注健康信息袁 为老年人群提供

精准化健康信息服务显得尤为关键遥 健康信息服务的

首要是获取其信息需求袁 因此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有哪些尧 其健康信息服务如

何满足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索遥 基于此袁 本文采用

定性研究方法袁 旨在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

群健康信息需求的分布袁 并为如何满足其信息需求提

出了服务对策遥

2 研究现状

2.1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健康信息行为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是健康信息

学的研究重点袁 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遥 JACOBS

等认为个人信息素养尧 获取渠道尧 图书馆帮助等直接

影响女性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袁 其中健康素

养是最为重要的因素[5]遥 对于老年人群而言袁 具备良好

的健康信息素养才能够更好地获取健康信息遥 随着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袁 健康信息的获取已经不再局限于报

刊尧 电视等传统方式袁 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等都成为

了健康信息传播的通道遥 学者们开始研究网络健康信

息相关行为袁 例如吴丹和李一喆发现用户的信息检索

能力与素养会对其检索行为产生显著影响[6]遥 然而袁 陈

忆金等则认为信息检索能力不是影响健康信息行为的

主要因素袁 网络互动程度才是最关键要素[7]遥 此外袁 研

究还同时表明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在信息行为上的

差异并非由年龄造成遥 针对老年用户而言袁 其健康信

息行为还会受到信息获取动机的影响袁 即获取健康信

息的意愿[8]遥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服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突然发生的尧 造成公

众健康损害的重大传染病事件袁 具有突发性尧 多样化尧
复杂性和广泛性遥 研究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

后的信息发布相关进行了研究袁 例如李月琳对 2020 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类型尧 信息发布路径等

方面的特征展开研究袁 从政府部门与其他相关机构发

布信息的方式和信息类型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9]遥
MAXWELL 研究发现在社会危机面前袁 政府机构与公

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存在必要性[10]遥 SHAPIRA 等

通过构建信息共享模型袁 指导政府与医疗机构间的信

息交流袁 在突发灾害发生之前做好预先措施袁 缩小信

息鸿沟袁 便于为脆弱的受灾人群提供连续的医疗卫生

服务保障[11]遥
随着中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袁 健康信息对于老年

人群而言至关重要袁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袁 老

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是什么袁 政府又应如何为老年

群体提供信息服务亟需探索遥 鉴于此袁 本文采用定性

研究方法袁 选取一定数量的老年人群作为案例样本袁
借助深度访谈获取其健康信息需求内容袁 研究结果有

助于全面梳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健康

信息需求的分布袁 为精准化信息服务提供一定参考遥

3 研究设计

3.1 健康信息需求数据收集过程

考虑到老年人群的特殊性袁 特别是老年用户在使

用问卷等量化手段来获取健康信息存在一定的困难袁
导致健康信息需求内容不全面遥 因此袁 为获得全面尧
科学尧 有效的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内容袁 本文采用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用于数据获取袁 选取 60~80 岁之

间的 30 位老年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袁 其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遥 为了保证老年人群可以有组织地生活在某一个

区域袁 参与区域统一的公共活动袁 因此受访对象都是

长期稳定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内的人群遥 并且袁 为保证

后续的数据分析袁 访谈过程都将被录音袁 每一次访谈

时间持续 30~60 分钟不等遥 本文的访谈问题主要有院
野您认为什么样的信息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帮助钥冶 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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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是您想知道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咨询的钥冶 野在发

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袁 您主要通过哪些方式了解健

康方面的信息钥冶 等遥
3.2 健康信息需求数据分析步骤

本文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 遥
CLARKE 等认为主题分析一共 6 个步骤院 ①反复阅读

转录文本袁 并多次听取录音内容曰 ②从研究问题出发袁
将大量的无序信息进行整理袁 转换成具有代表性的关

键词袁 生成编码曰 ③将初级编码按照不同性质分类袁
提取总结为子主题曰 ④回顾上一步骤提取出的子主题袁
比较并思考它们是否存在数据支持袁 提炼它们存在的

差异性与一致性袁 进行拆分尧 重组与合并袁 形成能够

代表最广泛内涵的主题曰 ⑤进行主题的最终概括袁 确定

主题能够代表每个子主题的本质曰 ⑥撰写研究报告[12]遥
3.3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编码结果及分析

本文共得到 13 个子主题袁 最终聚类成为 4 个主

题袁 分别为疾病预防尧 疾病诊治尧 养生保健尧 社会生

活袁 部分编码及原始访谈资料如表 2 所示遥
本文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健康信

息需求进行可视化袁 如图 1 所示遥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袁 无论是普通患者还是专业医生袁 从普罗大

众到媒体人袁 都会对健康信息保持特别的关注遥 其中袁
对于最易感染的老年人群而言袁 他们会更加关注与其

相关的健康信息遥 基于分析结果袁 本文发现在面对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袁 老年人群的健康信息需求内

容如下遥
渊1冤 对于慢性疾病信息的额外关注袁 尤其关注自

身已患有的慢性病注意事项信息袁 老年人在面对比日

常更加严峻的健康环境时袁 尤其关注某些特定疾病预

防和保健的专项信息袁 作为易感人群袁 非常重视预防袁
并督促家人加强防护遥

渊2冤 养生保健类信息是老年人群最为常见的信息

需求袁 他们尤其会重视一些营养品的食用遥 相关研究

表明袁 老年人群对于营养品或者食物疗法特别注意袁 秉

承中国人注重食补的这种提高身体素质的方法袁 例如

野非典冶 时期袁 许多居家父母尧 长辈常购买食材及补品

进行烹制袁 提供给家人以实现提高抵抗力的功能 [13]遥
因此袁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袁 即使食补与流行病

并无过多关联袁 但这也会成为诸多老年人群的首选袁
通过食疗的方式来提升其免疫力袁 此类养生保健信息

他们会额外关注遥
渊3冤 疾病诊治类信息需求也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曾任）职业 

1 64 男 工人 

2 68 女 银行职员 

3 62 男 工人 

4 70 女 农民 

5 65 女 工程师 

6 76 男 医生 

7 79 女 小学教师 

8 71 女 自由职业者 

9 66 女 工人 

10 73 女 工人 

11 64 女 农民 

12 65 男 自由职业者 

13 73 男 新闻工作者 

14 78 女 中学教师 

15 65 男 农民 

16 64 男 农民 

17 67 女 自由职业者 

18 66 女 小学教师 

19 78 女 工人 

20 75 男 工人 

21 79 女 工人 

22 68 男 自由职业者 

23 72 女 工人 

24 74 男 自由职业者 

25 71 男 小学教师 

26 69 男 中学教师 

27 65 女 自由职业者 

28 62 男 农民 

29 67 男 工人 

30 73 女 工人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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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子主题 编码 原始访谈资料（部分） 

疾病预防 

突发性疾病预防 

 

 

 

慢性病预防 

突发病 

 

科普 

 

预防 

 

问诊 

 

预防 

“无论是新冠还是刚出现的猴痘等这类以前没听过的病，我们都是在新闻、手机上看到的，现在其实

纸质的资料看的不多了，实效性肯定不如手机或者电视..（受访者 24）” 

“我女儿帮我关注了几个健康科普公众号，我每天都会看，有时候还跟邻居聊一些了解到的预防知识

（受访者 5）” 

“冬天天气冷，普通流感也容易变得多，所以这个时候会关注一些冬季预防疾病的内容，我们都是在

手机上面看的，今日头条这种看新闻的上面都有这种内容的（受访者 7）” 

“…社区的义诊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检查检查一些指标，问问医生护士一些疑问，挺好的方式（受

访者 17）” 

“家附近药店经常有针对性的预防类药品，我们也会看情况进行购买和食用（受访者 29）” 

疾病诊治 

疾病治疗 

 

疾病护理 

 

 

 

 

疾病确诊 

 

 

病因 

 

治疗 

护理 

 

检查 

 

诊断 

 

检测 

“我们对照着类似科普文章这种，现在的疾病科普文章写的通俗易懂，也很容易了解到自己一些病的

原因是什么，可以更好预防和治疗（受访者 17）” 

“新闻上说国家医保会承担新冠治疗的费用，这让人很有安全感呐…（受访者 30）” 

“我们会看新闻啊，我们国家不是用中药的方式来慢慢缓解症状，这些中药的配方什么的会去看看，

这样自己也可以买一些来做预防（受访者 12）” 

“我会定期去医院挂号做检查，糖尿病很多年了，我自己也大概有数，只要日常注意点，但是医院还

是要定期去的。（受访者 29）” 

“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也会关注，例如这一轮的新冠肺炎，如果得了会出现发烧、腹泻、头疼等症状，

我们年纪大了，有时候冬天也容易感冒，那我们就会去和这些症状来比较（受访者 17）” 

“现在这个核酸检测太方便了，社区就有定点的，我们早上出去买菜顺便就做了，这样不耽误进超市。

（受访者 16）” 

养生保健 

功能性产品 

 

 

 

健身运动 

 

 

 

 

滋补膳食 

免疫 

 

保健 

 

锻炼 

 

运动 

 

养生 

 

 

食补 

 

中药 

“现在不是说要提高免疫力嘛，然后定期我们会喝一些蛋白粉，然后年纪大了也会稍微吃点钙片，主

要为了增强免疫力吧（受访者 10）” 

“家里有亲戚来看，会买一些保健品之类的吃的过来，有的是大品牌我们吃着也就放心，有一些也没

听过的牌子，也不知道功效和安全性怎么样…（受访者 18）” 

“冬天天气冷就在小区里运动运动，便民健身器材上稍微动动，有时候十分钟就冒汗，感觉还是得到

了健身的效果（受访者 29）” 

“…晚饭后家里收拾利索了我就去门口广场跳广场舞，就当出出汗运动运动，现在的手机太方便了，

什么音乐、视频都有（受访者 18）” 

“现在疫情也是很少可以出门，出去一次就会补充一些药品，常用药还有一些维生素片什么的，吃这

些有时候是女儿让我们吃，她们会发一些养生内容给到我们，在家把身体养养好，不给她们添乱（受

访者 5）” 

“电视上也经常类似的节目，我们边看边记，可以在家试着做做，也会更加注重不同种类菜肉之间的

搭配…（受访者 6）” 

“路过家门口的药房有时候会过去稍微开一点可以熬在鸡汤里的中药，感觉喝汤顺便也可以补一补。

（受访者 25）” 

 

社会生活 

工作信息 

 

 

 

 

 

 

 

 

开门 

 

上班 

 

 

 

 

 

 

“家里开小商店的，城市封控的时候，一点生意也没有，好多食品挤压亏损，我们也没有办法提前得

到通知，进货什么的可以有所准备。（受访者 22）” 

“我现在还在一间药房开展中医坐诊，周围有确诊的话药房就会通知我说这两天不用过去了，主要的

方式是打电话。（受访者 6）” 

 

 

 

 

 

表 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信息需求编码结果

Table 2 Coding results of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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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子主题 编码 原始访谈资料（部分） 

社会生活 

休闲消遣 

 

 

 

 

 

交通出行 

 

 

 

个人权益 

 

 

 

政府政策 

 

旅行 

 

购物 

 

散步 

 

外出 

 

出行 

 

封闭 

 

知情 

 

通知 

 

看报 

 

文章 

 

“我们退休后这几年在周边的城市走的挺多，由于疫情原因哪些城市能去哪些不能去，信息太混乱，

感觉很难清晰判断…（受访者 26）” 

最近去商场啊超市啊买东西，动不动就要看核酸证明，有时候没做，去了不让进也白跑一趟…（受访

者 7）” 

“饭后习惯出去小公园散步，疫情严重那段时间，小公园都封掉了，吃完饭只能在小区里溜达。我们

社区通知不够及时，有时候开放了我们也不知道。（受访者 13）” 

“我们主要就是坐公交车出行，但是现在好像公交车班次变少了，等的时间变长了，不知道是不是受

疫情影响（受访者 17）” 

“有的时候公共交通因为坐的人少了，班次也会有所调整，那这些我们都会去关注的，直接影响了我

们的出行，特别是接送小孩子上下学（受访者 23） 

“我们小区是没有，之前看到有别的小区会封闭管理，那这个时候我们买菜出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去关注社区的通知，社区都会出通告的（受访者 15）” 

“你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摊上这么大的全世界范围的传染病，具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来龙

去脉我们也是知道的迷迷糊糊的…（受访者 30）” 

“我们每天看地方新闻，新闻里会有不少关于政策的信息，我们以新闻的为准，有时候孩子在家里的

群里说一些通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受访者 24）” 

“我们家现在还定着报，这么多年看惯了，每天都要在报纸上看看新闻，看看政府有没有什么公告。

（受访者 2）” 

“孩子会经常转发给我一些文章，主要关于医保啊什么的政策之类的，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写的很精

炼，有时候觉得比看新闻更直接。（受访者 21）” 

 

事件下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之一遥 由于传染性疾病

具有强传染性尧 高危险性尧 高不确定性的特征袁 因此

老年用户会着重关注疾病诊治类信息袁 以此缓解其焦

虑感袁 他们会着重关注疾病的诊治信息袁 从而来缓解

表 2 续

Table 2 Continue

图 1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可视化

Fig.1 Visualiz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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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焦虑感袁 从心理上来降低传染性疾病所带给他们的

不确定性遥
渊4冤 老年人群对于社会生活类信息需求有较大诉

求袁 具体表现为生活信息尧 城市交通出行尧 政府政策

等信息内容遥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导致的特殊城

市和医疗环境袁 直接影响了整个城市居民的工作与生

活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对于日常生活

相关的信息仍然非常重视袁 并且这些信息内容多数直

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起居遥

4 老年人群健康信息服务对策建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人群对于疾病预防尧
养生保健尧 疾病诊治尧 心理健康尧 社会生活这五类信

息内容产生需求遥 基于此袁 笔者从政府尧 社区尧 媒体 3

个不同主体出发为满足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内容提

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遥
4.1 政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袁 充分利用科技

手段传递信息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袁 政府成为权威信息

发布的排头兵袁 这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遥
中国政府早在 1978 年已经制定了 叶急性传染病管理条

例曳袁 并在 2004 年抗击非典过后修订了 叶传染病防治

法曳袁 构建了新的传染病法律保障制度[15]遥 即便在制度

上已有保障袁 但是在健康信息服务方面袁 仍然需要依

靠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及信息管理能

力袁 从而实现国家尧 省市尧 区街道尧 社区自上而下各

级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遥 与此同时袁 互联网时代袁 考

虑到多数老年人群众同样活跃在自媒体尧 社交媒体平

台上袁 因此政府部门还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及时向公

众更新最新消息袁 例如使用新兴的社交媒体尧 自媒体

渊如微博尧 微信公众号尧 抖音尧 快手直播等冤 与官方新

闻机构协同合作袁 借助科技平台袁 构建通畅的信息传

播渠道袁 扩大信息传播范围遥 此外袁 对于居家老年人

群而言袁 政府部门可以在小区利用无人机来播报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知识袁 避免面对面的沟通袁 降低人员聚

集造成的传染可能性袁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力尧 物力

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4.2 以社区为单位袁 丰富基层信息传播途径

老年人在信息获取时效上相对滞后袁 渠道相对单

一袁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袁 社区 渊居委会冤 作

为与老年人群直接接触的一线单位袁 研究表明袁 社区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表现出来的精细化尧 网格

化尧 系统化袁 可以有效帮助社区在信息传播方面实现

更高的处置水平[16]遥 社区不仅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

物资保障服务袁 还可以通过基层信息传递的优势袁 将

信息服务模式多样化尧 创新化袁 除了常规在社区群中

发布相关通知尧 信息袁 还可以在相关机构的专业指导

下针对性开展宣传讲座尧 健康义诊等活动促进老年群

体获取健康信息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袁 老年人群更加信任并且

愿意分享来自家人尧 邻居尧 朋友所提供的健康信息内

容遥 通过对重庆市某社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袁 老年人

群的信息获取主要来自于家人尧 朋友以及邻里 [17]遥 许

多老年群体由于长期脱离了工作环境袁 社会关系也缩

小到了社区范围袁 因此老年人群常常与邻居尧 社区服

务人员保持联系遥 正因如此袁 他们对于 野身边人冶 传

递的信息持有较高信任袁 因此在满足老年人群信息需

求过程中袁 以社区为单位为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内容袁
帮助老年人群了解健康信息遥
4.3 规范媒体信息发布袁 提高媒体行业社会

责任感

互联网时代袁 更加受到老年人群青睐的信息传播

渠道就是大众传媒袁 主要代表为电视新闻尧 媒体尧 手

机新闻客户端尧 各类手机小程序等遥 近年来老年人群

使用智能手机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袁 通过智能手机来

阅读并获取新闻等信息已经成为了很多老年人生活的

一部分遥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袁 老年人群倾向于通过信

任的媒体途径来了解政府的通知以及其他有关注意事

项袁 研究表明袁 许多老年人愿意主动通过网络渠道去

搜寻健康信息袁 但是他们独立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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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袁 比较容易被媒体提供的虚假信息迷惑袁 进一

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18]遥 因此袁 新闻媒体应遵循客观

的原则进行报道袁 尤其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健康信

息袁 更是应当秉持科学的态度袁 提高其社会责任感遥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度袁 完善监管机制袁
通过大数据监管等方式控制不实信息的传递袁 为老年

人群优化网络信息环境遥

5 结 语

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袁 老年人群健康问题应

该引起更多关注遥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袁 老年

人群相比于其他群体会更加关注健康信息遥 本文以定

性研究为起点袁 旨在探索老年人群健康信息需求袁 为

其提供精准化信息服务奠定基础遥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获取老年人群健

康信息需求内容袁 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文本进行

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 老年人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对于疾病预防尧 疾病诊治尧 养生保健及社会生活四

大类信息产生需求遥 同时袁 为满足老年人群的健康信

息需求内容袁 本文从政府尧 社区尧 媒体 3 个主体视角

提出了相应策略遥 首先袁 政府作为领导部门应确保健

康信息渠道畅通袁 并充分考虑到老年人信息获取的特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传递遥 其次袁 社区作为直接与

老年人群接触的第一线服务单位袁 应丰富信息传播途

径袁 通过专业知识宣讲尧 义诊等多种形式袁 传递准确

的健康信息遥 此外袁 互联网时代袁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

的最主要渠道袁 应当遵循客观的原则来进行报道袁 监

管部门也要不断完善监管机制袁 为老年人群营造更加

优质的网络信息环境遥 研究结果不但丰富了老年人群

健康信息需求研究袁 并且对于老年人群精准化信息服

务的提供具有借鉴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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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demand for health information, but the research

on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slightly insufficient. In early 2022, China officially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In addition,

people's attention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riggered the author's thinking about the

demand for health information for the elder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2-0653

研究论文

106



2023年第 35卷第 1期

elderly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an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Method/Process] In-depth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30 elderly people.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text, code the interview text, and summarize sub-them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isease prevention,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ealth car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life. In order to

meet their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this paper proposes information servic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media: 1) the government ensures that information channels are unblocked, and makes full u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considering that most elderly people are also active on the We Media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suggested to make full u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update the

latest news to the public in a timely manner, such as using emerging social media, We Media (such as Weibo,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iktok, etc.) to cooperate with official news agencies, and build smooth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s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2) to enrich grassroo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by taking community as a unit, in addition to regularly issuing relevant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in the community, we can also carry out

targeted publicity lectures, free health clinics and other activities under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of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help the

elderly obtain health information; 3) to standardize the release of media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edia

industry.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elderly who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es from the sam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may be paid to the semi-disabled and completely disabled elderly, and diversified group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regions will be considere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e elderly;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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