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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el 4 of the 7th "Medicine, Humanities,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focused on "The Pathway and Effec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even

present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showcased their research, covering diverse topics in

digital health communication. Key themes included e-cigarette prevention among adolescents,

accessibility of visual new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fertility health information avoidance

among young women, media engagement and loneliness in empty-nest elderly,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at-risk populations on Weibo, online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rural wome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The presentations

highlighted the multifaceted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ddressing

health issues across different demographics. Discussion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health literacy, and

the need for more inclusi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eviewers praised the social relevance

of the research while suggesting areas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methodological

refinement. The panel underscore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to address various social and health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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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4：数字传播技术的作用路径与效果

马靖茹，高荣

2024年 7月 10日下午，第七届“医学、人文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会场四“数字传播技

术的作用路径与效果”顺利举办。本分论坛点评人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芮牮和香

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周硕。七位发表人逐一进行论文展示，分别是陈瑜（北京大学）、蒋

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楚彤（武汉纺织大学）、董方杰（重庆大学）、赵鑫（上海浦东微

热点大数据研究院）、李冰菲（天津中医药大学）以及季奕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大学陈瑜做现场汇报

陈瑜、刘浩熠和许静的《青少年电子烟预防的信息设计：一项范围综述》关注系统梳理现

有青少年电子烟预防信息设计的研究证据，识别研究不足，并为未来研究和实践提供建议。该研

究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PubMed、Embase、Scopus、PsycINFO 和 CNKI六个数据库中进

行了全面文献检索，依据排纳标准纳入了有关青少年电子烟预防信息设计的同行评议文章。研究

结论指出，初步证据为青少年电子烟预防信息设计提供了指导，但未来研究需评估更多元样本的

信息效果，探索信息定制化策略，评估对行为结局的影响，并加强理论指导和应用。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周硕做点评

点评环节，周硕认为在当前中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的现状下，该研究通

过勾勒现有文献的边界，未来需要适应中国青少年文化背景的理论来指导干预，另外也建议扩大

研究视野，关注更广泛的健康行为，不仅限于电子烟使用。芮牮同样认为这项研究是一项很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强调了在设计预防活动时选择合适的理论支持的重要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蒋俐做现场汇报



蒋俐和张雯的《视障群体国内可视化新闻可及性困境与优化路径》关注视障群体在阅读可

视化新闻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探讨如何实现真正的“信息无障碍”。研究从媒介人性化趋势

出发，分析了视障群体在触及可视化新闻时的主要困境，包括“可视化不可看”和“可视化不可听”

两方面。研究建议，在可视化新闻的未来发展中，应更加关注视障群体的需求，优化新闻的可及

性，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信息社会。芮牮认为该论文关注了社会弱势群体，具有重要的公共

价值。未来在交叉设计学等学科理念的指导下，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和发展。周硕则从美学

和视觉效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如何解决美学和视觉效果的矛盾这一问题，建议作者尝试进行文

本分析，使用规范化的方法来提供数据支持。

武汉纺织大学周楚彤做现场汇报

马旭、周楚彤和黄婉婷的《“未知的恐惧”: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年女性生育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探究》关注青年女性在生育健康信息领域的回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扎

根理论，探讨了社会压力和个人生育认知如何共同影响青年女性的生育态度，并揭示了信息茧房

如何加剧“生育恐惧”情绪。研究发现，结构性压力和信息环境压力与个人生育认知和态度动态交

织，共同导致信息回避行为。同时，社会支持和生育效能对压力和生育恐惧有调节作用。周硕对

此研究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女性话题，从扎根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她提出，信息回避行为本身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并建议下一步研究可以分析回避行为的

不同类型，以进一步丰富理论内涵。



重庆大学董方杰做线上汇报

董方杰、刘梦尧、陆锐轩和吴一波的《空巢老人的多动机媒介接触与孤独：检验直接、间

接与调节关系》关注空巢老人的媒介接触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沟通、邻里关系和社会

网络规模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等纽带型社会资本，可以有效

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促进其健康老龄化，研究为提升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

和实践思路。芮牮认为该研究回应了当前社会现实，但指出二次数据分析存在局限性，并建议未

来研究应更加注重理论驱动的模型构建。周硕则强调了理论基础的重要性，提出需要更深入地解

释现有研究中的调节关系和作用路径。

上海浦东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赵鑫做现场汇报



赵鑫、尹慧英、董月文和季婧的《基于微博健康传播案例的风险人群传播效度与策略研究》

关注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健康传播针对风险人群的传播效度。研究基于微博平台上的 13个健

康传播典型案例，分析了 58.6万条数据，评估健康信息在风险人群中的传播效果。研究从健康

信息感知度、健康需求满足度和健康信息采纳度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典型案例的传播效度，挖掘

了风险人群的行为偏好，并提出了优化传播策略的建议。研究发现，通过提升健康信息的感知度

和满足健康需求，可以显著提高风险人群对健康信息的采纳度。点评环节，周硕询问了如何验证

量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应用，以进一步提高健康

传播的精准度和效度。

天津中医药大学李冰菲做现场汇报

李冰菲和杨一丹的《农村女性健康传播中的反哺效应：在线健康干预的介入效果研究》关

注农村女性的健康传播问题，特别是通过在线自助健康干预措施来提升她们的健康信念和健康行

为。针对农村女性面临的“健康代沟”问题，研究通过对比实验的方法，比较代际传播与非代际传

播两种模式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代际传播在改善农村女性健康素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尤其

是在提升疾病知识和自我效能感方面。代际支持的介入模式不仅有助于弥合健康素养的代沟，还

能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变。非代际传播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积极影响，

但其效果相对有限。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芮牮做点评

点评环节，芮牮认为该选题具有良好的社会关怀，并指出现有健康反哺似乎局限于子代转

发信息给亲代，解释、沟通、说服和讨论等反哺行为更为重要。周硕则强调，健康信息来源而非

健康反哺可能更契合现有研究结果。她提出，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健康信息的来源和传播方式，

以更有效地提升农村女性的健康素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季奕彤做现场汇报

苏春艳和季奕彤的《伤以求生：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质性研究》关注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在青少年中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通过对 12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者的深度访谈，从



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这一行为的内外在驱动力。通过探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具体发生过程及其

动力机制，为理解和预防这一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周硕对此研究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探

讨身体在自伤行为中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伤者的行为动机，实现更有效的干预，建议未来

可以增加与身体相关的理论，以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点评人与作者合影

本论坛的论文报告深入探讨了数字传播技术在不同领域的作用和效果。针对农村女性的健

康传播，研究揭示了代际传播在弥合健康代沟方面的独特优势；随后，探讨了青少年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的内外在驱动力，为干预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接着，研究了空巢老人的媒介接触与孤独

感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家庭沟通和邻里关系的关键作用。此外，针对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分析了

微博平台上的风险人群传播策略，提供了优化建议。青少年电子烟预防的信息设计问题也得到了

系统梳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指导。视障群体在可视化新闻中的无障碍问题被提出并探讨了优

化路径。这些报告不仅反映了数字传播技术在健康传播、老龄化社会、青少年行为问题等方面的

实际应用，还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议，丰富了数字传播技术的

应用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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