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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健康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在智能互联时代，得

益于传播技术、方式的发展变革，健康传播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本文通过对 2023 年健

康传播案例网络传播数据的统计，提取出公共舆论高度关注且具有典型性的十大案例，以多

维度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进程下健康传播在内容主题、传播策略、传播方式、关注用户四

个层面的特征，总结健康传播策略以推动健康信息的传播和推广，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助力

健康、医疗主体应对数字化传播中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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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Healthy China" becomes a national strategy,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interconnection,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health communic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before. This article uses statistics from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data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cases in 2023, extracts ten typical cases that have received high public 
attention and are representative,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t four 
levels - content them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user attention -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data. It also summarizes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improve public health literacy, and help health 
and medical entities cope with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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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出“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而健康传播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变

公众的认知、态度、观念，影响其健康相关的行为决策，帮助公众预防疾病的发生、减少疾

病的流行、提高其健康水平。同时，以网络、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不仅拓宽了传播渠道，也为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健康传播带来了新变化。 

作为当下健康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平台之一，微博用户数量庞大、信息内容丰富、互动性

较强、获取信息便利。据微博 2023 年第一季度财报，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微博月活跃用

户达到 5.93亿，日活跃用户达到 2.55 亿。新浪舆情通统计，2023 年 1 月至 8 月，有关健

康1的微博信息量达到 3.1 亿条，在全网信息量2中占比 21.9%，仅次于客户端。2009年问世

以来，微博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信息集散平台和舆论场，涉及卫生健康的政府部门、医疗

行业媒体、医疗机构、具有医疗从业经验或知识的个人纷纷入驻其中，将其当作宣传窗口或

者健康传播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微博更是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微博作为数据收集与统计的平台，观察、分析健康传播的窗口，

总结概括微博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其传播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热度较高的十个健康

传播案例，对其进行深度研究。 

二、文献综述 
媒介效果一直是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焦点。作为新兴媒介平台的典型代表之一，微博健

康传播研究引发部分学者的关注。崔敏钿选取健康类热门微博和典型微博账号作为分析样

本，发现微博的健康信息流动呈现“多中心”的传播态势，根据流动路径的差异，健康信息

可分为一般性健康信息、争议性健康信息和微博问诊信息；此外，微博健康传播促进了公众

健康认知水平提高和行为转变，对医务人员形象塑造、媒体专业报道的监督等产生了有利影

响，但也存在科学论证不足、内容同质化严重、健康产品营销泛滥等问题。黄力力通过抽样

分析发现，微博健康传播账号博主密集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及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区、博主性

别比例悬殊、粉丝分布及微博数量呈现“两端少、中间多”的特征；微博账号的活跃度、传

播力和影响力以医务工作者为先，政府官员次之，医疗卫生机构再次之。廖玉洁以疾控中心

微博为研究对象，指出疾控中心微博的语言风格具有多样化、亲民化、口语化、语录化等特

征。此外，还指出疾控中心微博在语言表述上包括原创式、参与式、沉默式、正面式、负面

式等类型。以上研究与本文的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微博上的健康传播信息作为研究案例。作者运用“新浪舆情通”智能检索软件

检索出微博上涉及“健康”的各类信息。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设置多重关键词的方式，检索

2023 年 1 月-8 月期间的“健康”相关信息，并以“相似文章数”（信息热度）为指标进行

排序，筛选出微博信息量较高的事件及话题，再统计涉健康事件或话题的微博信息量，基于

此总结概括出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的传播特征。同时，本文选取微博信息量较高且具有典

型性的 10 个健康传播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详见表 1。 

  



表 1：微博平台健康传播十大案例 

案例标题 微博声量 

微博健康公开课 1087628 

家庭健康守护计划 468468 

防范诺如病毒 295353 

罕见病守护计划 202048 

防范猴痘病毒 191099 

中医式生活 172527 

关爱抑郁症患者 105635 

关注胃部健康 81346 

健康素养提升V计划 78838 

青少年接种HPV疫苗 73337 

 

（二）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不仅可以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探

究，而且因其具有关注案例本身、内容全面、典型性以及有界性等特点，在学术研究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研究“为什么、怎么样”这类问题时，案例研究更具优势。本

文旨在研究健康传播在微博平台的传播路径、特征与效果，与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高度契合，

因此本文选择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式。相较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具有更高的可信

度，推导出的结论通常更有说服力，因此本文选择对 10 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系统地描述，包括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本文对微博平台 2023 年 1 月-8 月的健康传播信息进行整理、聚合，归纳出 172 个

相关事件或话题，统计其全网信息量、微博信息量等数据，对其进行分类。从中，本文选取

微博信息量较高的 10 个典型案例进行数据统计及深入分析，统计数据维度包括微博信息内

容层面的文本、信息类型及形式、提及话题等，传播效果层面的转发、评论、点赞等，以及

用户层面的账号类型、IP、性别、年龄及兴趣标签等，并对信息内容进行主题、属性、情绪

倾向等统计，进而分析微博平台健康传播的特征。 

四、健康传播特征  
（一）内容和主题层面 

1. 健康主题相对多元 结构分布及传播力不均衡 

对 2023 年 1 月-8 月的 172 个健康传播案例依据主题进行分类，其中涉及向公众传播关

于健康知识和科学研究内容的“健康科普”类案例数量最多，如“微博健康公开课”“防范

诺如病毒”“关爱抑郁症患者”等。通过健康科普内容的传播，可以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

科学素养，提高公众的身体素质，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医患关系”类案例主要涉及医生

和患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医患沟通、合作、冲突等。这些医患关系类传播案例在传递与医

患关系相关的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能够促进社会对医患关系的理解和改善。同时，通

过这些案例的宣传和讨论，可以提高患者的医疗素养，引导患者正确对待医生和医疗服务。

涉及“侵害未成年人医疗强制报告”等政策措施类案例为 18个，这类案例可以通过传播特

定政策措施来提高公众知晓度和接受度，进而促进健康行为和改善健康状况。 

统计 172 个健康传播案例的微博信息量，再统计各类别案例的微博信息总量，“健康科

普”类案例微博信息总量达到 460万，侧面说明社交平台该类型健康信息传播最为活跃，公

众需求量也最大。“政策措施”类健康传播案例数量较少，但微博信息总量较大，或说明与



公众关系密切的健康政策措施往往能够引发较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相比之下，医疗机构及

其主管部门虽然通过传播“医患关系”案例来改善公众对医生、医院、医疗的认知和接受程

度，但该类型案例传播效果有限。 

 

图 1 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传播主题数量与微博信息总量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开展 15

个重大专项行动，包括健康知识普及、控烟、心理健康促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癌症防治

等。对健康传播案例中 119个“健康科普”案例依据涉及的专项行动进行分类，再统计各类

别案例的微博信息总量，如图 2所示，“健康科普”案例涉及 12 个专项行动，未涉及健康

环境促进行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心血管疾病防治行动。这侧面说明“健康科普”案例的

主题覆盖较为全面，但从数量和微博信息总量来看，传播结构和力度并不均衡。例如，涉及

“控烟行动”的“健康科普”案例仅有 3 个，包括“男子吸烟 40 年肺里长出大气球”“丈

夫吸烟近 50 年夫妻同患肺癌”“医生接诊 6个心梗患者 5个爱抽烟”，微博信息总量仅有

1209 条。相比之下，因吸烟引发争执、纠纷及争议的事件较多且往往关注度和讨论度较高，

如“大妈在地铁里抽烟还给娃点烟”“广州男子边抽烟边跑马拉松火到国外”，这类事件微

博信息总量达到 4.3万。 

健康科普 医患关系 政策措施 突发事件 其他

案例数量 119 23 18 8 2

微博信息总量 460.0万 7.0万 16.1万 4.3万 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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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博平台“健康科普”案例涉及健康中国专项行动情况及微博信息量 

2. 微博话题“科普”主题更均衡 差异化主题设置成亮点  

在健康传播过程中，设置微博话题可以起到聚合公众关注的作用，也成为观察、分析健

康传播特征的窗口。统计微博平台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提及话题并依据主题分类，再统计十

大案例涉及的热门话题主题 Top10，如图 3所示，“健康”主题的微博话题提及量占比最高。

而涉及话题主题的多样性，也说明健康传播案例涵盖了各个方面与健康相关的内容，满足了

公众对健康信息的多样需求。 

同时，十大案例中部分案例提及话题的主题有所侧重，差异化的主题设置成为其吸引公

众关注的“亮点”“利器”。例如，“家庭健康守护计划”较多提及“育儿”主题话题，“防

范诺如病毒”较多提及“社会”主题话题。而“关注胃部健康”的话题较多提及“创意征集”

主题，“关注抑郁症患者”的话题较多提及“读书”主题，这涉及了公众的参与和社交互动，

说明健康传播案例通过创意征集、调动兴趣等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和互动，也提升了健康

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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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热门话题主题 

3. 健康传播多传递理性、积极情绪 涉公共卫生公众负面情绪较多 

在健康领域内容的传播中，专业性和客观性较为重要，媒体及专业机构更倾向于提供事

实性和科学知识的内容，以及更可信、权威的信息，有助于让公众的理解保持客观性和公正

性，避免情绪化的偏见或误导。基于微博信息的文本、标点符号及表情分析情绪倾向，十大

案例传递的情绪均以中性情绪为主，占比均在 50%以上，其次是积极情绪。可见微博平台健

康传播十大案例较多传递理性、积极的情绪。 

涉及公共卫生事件或话题的健康传播案例，其信息较多倾向“悲伤”“愤怒”“恐惧”

情绪。公共卫生事件通常会引发公众的担忧和恐慌，由于涉及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很容易引

起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而一些不负责任的消息源散播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

可能加剧公众的担忧和愤怒情绪。例如，“防范猴痘病毒”案例中，“上海医院门诊查出猴

痘病毒飞沫传播”“死亡的小鸟会传播猴痘病毒”“百寿路出现猴痘病例并被隔离”等谣言

在社交平台传播，引发一定负面情绪。 

“关爱抑郁症患者”案例中，微博信息较多传播“悲伤”情绪，同时“积极”情绪也相

对较高。这说明，一方面有关信息更倾向于传递悲伤情绪以引起情感共鸣，但同时也试图传

递积极情绪以给予抑郁症患者希望和支持，鼓励和帮助他们战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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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微博情绪 

（二）传播策略层面 

1. “主动传播”案例占比七成 “化被动为主动”或可平息负面舆论 

在健康传播领域，主动传播是指医疗、健康主体或组织采取积极的行动和措施，有意识

地传递健康知识、信息，以促进、引导和影响公众对健康问题和健康行为的认知、态度和行

动的过程。而被动传播则是在涉健康、医疗的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引发公众关注后，医疗、

健康主体或组织面对舆论关切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其中包括被动回应、变被动为主动传播，

以及回避舆论关切。对微博平台 172 个健康传播案例的传播策略进行分类，如图 5所示，七

成的健康传播案例属于医疗、健康主体或组织主动传播。而在三成“被动传播”的案例中，

医疗、健康主体或组织多能化被动为主动，在回应舆论关切的同时，传递健康知识及信息，

为公众答疑解惑，例如，“广州男子边抽烟边跑马拉松火到国外”事件中，有网民产生“为

什么有人吸了一辈子烟也能长寿”这类疑问，@生命时报 发文解释了这种“幸存者偏差”现

象，并以此为契机传播“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 

从传播效果看，“化被动为主动”的案例，虽然数量较多，但微博信息总量与“被动传

播”的微博信息总量基本持平。这一方面说明传播策略的“化被动为主动”能够起到一定的

平息负面舆论的作用，一方面也说明“被动传播”案例中无论医疗、健康主体或组织回应与

否，都可能造成舆论的持续追问和质疑，甚至产生长尾效应，危及其美誉度和公信力。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性 积极 悲伤 愤怒 惊奇 恐惧

微博健康公开课 家庭健康守护计划 防范诺如病毒

罕见病守护计划 防范猴痘病毒 中医式生活

关爱抑郁症患者 关注胃部健康 健康素养提升V计划

青少年接种HPV疫苗



 
图 5 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传播策略类型 

2. 微博话题“加持”提升传播效果 自媒体影响力凸显 

微博话题通常反映当前的热点事件、话题和关注点。对于登上热搜榜的微博话题，公众

往往会认为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引发更多关注和讨论。经统计，172 个健康

传播案例均提及微博话题，为其聚合公众关注、提升传播效果起到一定作用。对健康传播案

例提及的热门微博话题的主持人及贡献排名 Top1进行统计，88.3%的微博话题有主持人。如

图 6所示，微博话题主持人多为媒体，而话题贡献排名 Top1自媒体、包括普通用户及企业

等的其他类型账号比重增加，可见自媒体等类型账号对于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

是，在无主持人的微博话题中，自媒体及其他类型账号的影响力较媒体更大。 

 
图 6 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话题主持人及贡献者 

3. “持续型”走势传播效果显著 “单高峰型”案例具有突发性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传播趋势可分为“持续型”“多高峰型”及“单高峰型”。首先，

“持续型”走势的信息量波动较为平缓，公众的讨论度和关注度相对较平稳。这一类型的案

例多有商业媒体运营、管理，定期进行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关注有关健康信息、话题，如“微

博健康公开课”“健康素养提升 V计划”等。由于健康信息的持续输出，公众的持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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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案例的传播效果往往更为显著，@健康公开课 运营的“微博健康公开课”输出#去看痛

经医生叫我生孩子#、#国医的精诚力量#、#心理成长联盟#、#吃出好身材#等多个热门话题，

在 2023 年 1 月-8 月共收获转评量 113.7 万条转评、点赞量 464.1万人次。第二，“多高峰

型”的健康传播案例，公众的讨论和关注度呈现出多个高峰期，即出现了多次集中的讨论热

点。这可能是由于有关健康问题与季节、疾病高发期及传染期等相关，如“防范猴痘病毒”

案例在高发期 6-8 月形成多个舆论高峰。此外，“单高峰型”健康传播案例的讨论和关注度

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高峰期，而在其他时间段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有关健康问题具有突发

性、不可持续性，促使公众爆发高度关注。例如，在“防范诺如病毒”案例中，因广东 2月

中旬进入诺如病毒高发期，再加上该病毒聚集性强、易发生在学校和托幼机构等场所的特征，

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再如，7月 5日，著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自杀不治离世，使“关爱抑郁

症患者”的呼声高涨，有关案例在 7月形成一轮明显高峰。 

 

图 7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微博信息走势及类型 

（三）传播形式层面 

1. 健康传播以“一次转发”为主 具有高传播层级的案例较少 

传播层级是指微博平台上的健康信息被转发的层数，这一维度能够反映健康信息在微博

平台上的传播效果和社交影响力。经统计，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传播层级以“一次转发”为

主，其中“中医式生活”的“一次转发”占比最高。“罕见病守护计划”““防范猴痘病毒”

“关爱抑郁症患者”的传播层级较为深入。高传播层级的健康信息往往能够触达更多的用户，

提高公众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意味着更多的用户参与了健康信息的传播，反映了他们

对于相关信息的认同程度和兴趣程度。 

 
图 8 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传播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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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样化媒介手段提高健康传播可视性、吸引力 

在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的信息形式多样，包括图片、视频、短链等，这丰富了健康

传播案例的呈现方式，也有助于吸引不同类型的用户，增加信息被浏览和传播的机会。经统

计，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信息形式以“含图片”为主，占比均在 40%以上。“含视频”信息

占比次之，其中“微博健康公开课”“罕见病守护计划”两个案例的“含视频”信息占比均

超过 35%。而“微博健康公开课”在 2023 年 1-8 月微博信息量超过 103万条，“罕见病守

护计划”的传播层级较深，这或说明在健康传播中，结合图片和视频等视觉和多媒体信息形

式，可以更有效地传递健康知识，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 

 
图 9 微博平台健康传播案例信息形式 

（四）用户画像与偏好层面 

1. 广东、江苏等地受众关注度高 受众年龄分布存在差异 

健康传播案例关注用户的画像与偏好数据可以帮助健康传播主体更好地了解受众的分

布特点，从而优化传播策略、定制内容，并针对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进行精准传播。对健康传

播十大案例的微博信息地域进行统计，如图 10所示，健康传播的受众相对集中分布在广东、

江苏，其次为山东、福建、北京、上海、浙江。“青少年接种 HPV 疫苗”吸引了大量吉林用

户关注，因此“吉林”跻身信息地域分布的第二梯队。上述地区的人群对健康问题比较关注，

可能有较高的健康意识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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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信息地域分布 

依据用户注册时填写的出生年份信息，对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微博关注用户年龄进行统

计，如图 11所示，健康传播受众的年龄高度集中在 20-29岁及 30-39岁两个年龄段，这也

成为健康传播的主要目标群体。其中，“罕见病守护计划”“关爱抑郁症患者”的微博关注

用户较多分布在 20-29岁，或说明年轻人群更关注心理健康问题，且较为感性、易受到情绪

感染；作为家庭的中坚力量，30-39岁的用户多关注“家庭健康守护计划”“健康素养提升

V计划”。“中医式生活”的微博关注用户年龄偏大，40岁以上用户超过半数，这侧面说明

中医养生的理念和方法受到更多中老年人群的关注和认可。“微博健康公开课”的微博关注

用户年龄分布相对均衡，或说明其内容更为综合和全面，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用户。 

 

图 11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用户年龄 

2. 认证账号更具专业性与影响力 成为健康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 

对健康传播案例微博关注用户的账号类型及粉丝量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健康传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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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者、受众的规模和影响力。经统计，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微博关注用户主要为未经认证

的普通用户，占比均超过 65%，“青少年接种 HPV 疫苗”最高，占比达到 98.95%。健康问题

与公众密切相关，因此普通用户对于健康话题的兴趣度和参与度较高。而经认证的机构和个

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可信度，成为健康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如图 12所示，以媒体、企业、

政府部门为代表的机构认证账号“蓝 V”成为推动“防范诺如病毒”“健康素养提升 V计划”

等案例传播的主要力量。在“微博健康公开课”“防范猴痘病毒”，医疗、健康领域的个人

认证用户“橙 V”成为主要推动力量。“橙 V”的认证身份和专业背景令其在健康传播中更

具权威性，使得公众更加倾向于接受和相信其传递的健康信息。 

 

图 12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用户账号类型 

 

图 13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认证用户高频词 

3. “旅游”“美食”为高频兴趣标签 辅助定位受众并制定传播策略 

数字化进程下，圈层化是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统计健康传播受众的兴趣爱好的数

据，有助于分析其兴趣、需求、价值观等个性特征，更好地描绘人群画像及圈层归属。分析

受众的兴趣爱好，可以辅助确定适合的传播渠道、内容形式和传播策略，提高传播的效果和

影响力。依据用户注册时填写的兴趣标签信息，对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的微博关注用户的兴趣

爱好进行统计，如图 14 所示，“旅游”“美食”成为健康传播受众的高频兴趣标签，且各

案例的占比差异不大；“健康”“娱乐”“幽默搞笑”的词频位列第二梯队。同时，“健康

素养提升 V计划”的受众“健康”兴趣标签的频次更高；除“旅游”“美食”外，“罕见病



守护计划”的受众对“娱乐”“音乐”“名人明星”较为感兴趣。 

 
图 14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用户高频兴趣标签 

4. 9时-11时、15时为健康信息传播高峰 

基于健康传播十大案例微博信息的发布时间，分析健康传播的时序特征，如图 15所示，

8时-24时健康信息的传播量相对较高，尤其是 9时-11时、15时成为健康信息传播的高峰

时段。9时-11时是工作时段，健康传播的受众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获取健康信息，并在

这个时间段集中关注和分享与健康相关的内容；15 时，人们一般会感觉到疲劳和压力，可

能会寻求健康信息来放松和调节的身心状态。在上述时段传播健康信息，有助于提高传播效

果。 

 

图 15 健康传播十大案例微博信息时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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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传播策略  
（一）优化内容传播策略 提高薄弱主题传播效果 

为提升健康传播的效果、公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内容与主题方面提出建议。首先，

在策划健康传播内容与主题时，健康传播主体可以侧重一些较为薄弱的主题，并通过优质内

容和知名专家的引导，提升这些主题的传播力。第二，在设置微博话题时创新和设置差异化

的主题，可以更好地吸引公众的关注，如健康饮食的创新搭配、运动健身的趣味挑战等。第

三，提供实用性和具体详实的内容引起用户的兴趣和共鸣，如实用的健康小贴士、养生食谱

等，让用户可以从中获得实际的收益。第四，在健康传播中引导优秀内容创作者遵循理性科

学的原则，同时结合积极的情绪表达，以提高用户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规避公共卫生事件舆

论负面情绪的传染和扩散，引导公众保持理智与积极的态度，加大权威信息供给，挤压虚假

信息传播空间。 

（二）强化议程设置 提高引导主动性持续性 

在传播策略的制定与优化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传播，通

过自发地发布健康信息和倡导健康行为，引导舆论和影响公众意见。二是建立专业的传播团

队，制定明确的传播目标和策略，定期发布健康信息。三是面对负面舆论和质疑，主动回应

并提供准确、科学的解释和证据；通过积极互动，与用户对话和沟通，增加公众对健康信息

的认同感；吸取舆论的意见和建议，改进传播内容，提供优质健康信息。四是在制作传播内

容时，与当前热门话题结合，增加话题的曝光度和传播效果。五是持续策划和投入内容，保

持传播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长期有效的传播机制；注重传播效果的量化评估和用户反馈，

不断优化传播策略和内容，提高传播效果和用户体验。 

（三）丰富信息传播形式 提高传播深度 

形式多样的信息有助于吸引不同特征与需求的受众，在健康信息形式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采用图片、视频、短链等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丰富健康传播的呈现方式，吸引不同类

型的用户，增加信息被浏览和传播的机会。二是在保证权威信息真实性、准确性的前提下，

通过创新表达方式提高健康知识的可视性和吸引力。三是提供有价值的、实用的和易于消化

的健康信息，如制作短小精悍的视频或图文，以便公众能够快速了解和分享健康知识。四是

针对不同兴趣圈层的受众群体进行定制化的内容和传播形式设计，提高传播的深度与目标受

众的触达度。 

（四）识别受众挖掘需求 定制化内容精准触达  

依据健康传播受众特征与偏好的制定、优化传播策略，可进一步提升健康传播的效果和

影响力，具体建议如下。一是精准定位识别受众，根据用户年龄、地域等特征，进一步细分

目标受众群体，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例如对于年轻受众，可以采用更富有创意和时尚感

的内容形式，吸引关注和参与。二是深度挖掘用户兴趣，除了旅游和美食，可以进一步深入

分析用户的兴趣爱好，如运动、健身、养生等，以便通过定制化的内容和传播形式，更好地

满足受众的需求。三是优化传播时间，根据分析结果，健康传播的高峰时段为 9时-11时和

15 时，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发布重要的健康信息，以提高信息的曝光和传播效果。四是鼓励

用户参与和互动，通过答疑、问卷调查、评论互动等形式，增加用户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和

传播度。五是针对受众群体制定长期传播计划，定期发布定制化健康信息，以保持对目标圈

层的持续影响力。 

六、结论  
本文对 2023 年 1-8 月健康传播案例进行多维度数据统计与分析，并对微博平台关注度

高且具有典型性的十大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内容和主题、传播策略、传播形式、用户画像

与偏好等方面分析社交平台健康传播的特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优化策略的建议，包括

优化内容传播策略以提高薄弱主题传播效果；强化议程设置，提高引导主动性持续性；丰富



信息传播形式提高传播深度；识别受众挖掘需求，定制化内容精准触达目标受众，以期对提

高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和用户参与度提供参考。 

 

注释 

 
1 以“健康|全民健身|控烟|医养结合|医疗|医养”为关键词方案统计来自微博的信息量。 

2 全网信息，来源客户端、网站、微博、视频、公众号、互动论坛、数字报的互联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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