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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人口正在步入老龄化阶段，我国当前人口

老龄化形势也很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9年数

据，截止到 2018年底，我国 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已达2.4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7.9%[1]，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同时，“银

发市场”的出现也意味着针对老年人的信息市场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健康信息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获取健康信息

的方式更加丰富，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

重要渠道。相比其他人群，老年人的网络使用情况

较差，但在线健康信息需求却较高，同时他们的认知

水平相对较低，在获取、使用在线健康信息过程中存

在障碍，容易形成数字鸿沟并造成恶性循环，这限制

了其所获信息的全面性与时效性，影响其风险感知，

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

已有研究指出，通过其他使用网络的用户代替

他们开展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能够有效弥合老年

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数字鸿沟[2]，这种代替他人获取信

息的行为，被称为替代搜寻(Surrogate Seeking)[3]。结

合“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等概

念，本文认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是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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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代替他人获取与身心健康、疾病、营养、养

生等相关信息的过程。本文替代搜寻的研究重点是

非专业信息人员出于情感、义务或责任感等而进行的

信息行为。有效利用替代搜寻，可以增加老年人健康

信息获取的质量和数量，重拾其获取在线健康信息的

信心，提升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和素养，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弥合老年人因年龄、认知局限、较低信息素养以

及对新技术采纳和运用的障碍等造成的数字鸿沟。

因此，对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研究对促进

数字融合和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替代搜寻的行为特征、影响

因素、理论支持等方面对替代搜寻现象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但老年群体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作为

替代搜寻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尚缺乏专门的系

统梳理。因此，本文拟对现有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

替代搜寻相关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归纳梳理老年人

替代搜寻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相关结论

等方面，探析替代搜寻过程以及替代搜寻效果，提炼

出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式，从而

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老年人数字鸿沟消解及在

线健康信息平台的服务优化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

和量化描述的质性研究方法[4]，可实现对文献内容可

再现的、有效的推断[5]。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老

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本文通过四个步骤获取目标文献：(1)选取数据库。

通过前期调研，不断引文检索追溯到相关数据库，

把涉及社会科学、医药卫生等学科的相关权威数据

库作为本文文献样本来源。最终选取Web of Science、
ScienceDirect、谷歌学术作为本文的外文数据库，中文

数据库为CNKI、万方数据库。(2)确定检索式。英文数

据库中，替代搜寻的相关表述有“Surrogate Seeking”
“Proxy Searching”“Lay Information Mediary Behavior”
“Proxy Internet Use”等。部分中文文献将替代搜寻

翻译为“替代搜索”，通过阅读发现二者并无本质区

别，因此将替代搜索作为中文检索词之一。初步调

研发现，替代搜寻相关文献量并不大，且主题中明确

包含老年人的替代搜寻研究更不多，但仔细阅读发

现，替代搜寻相关研究基本都包含了老年人这一特

殊群体，因此决定检索式暂时不对老年人进行单独

限定，而是在后续步骤中人工逐一筛选其中包含老

年人的文献。因此为了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本文

采取以下策略：(1)不限时间范围。(2)选用较宽泛的

主题词进行主题检索。英文数据库中采用的主题词

和检索策略为：主题词=“proxy search*”OR“proxy
seek*”OR“surrogate seek*”OR“surrogate search*”
OR“lay information mediar*”OR“proxy internet use”；
中文数据库中采用的主题词和检索策略为：主题词=

“替代搜索”OR“替代搜寻”，根据不同数据库检索语

法的不同，合理调整检索式。检索时间为 2020年 9
月5日，最终检索到33篇文献，其中中文检索结果为

1篇。(3)筛选文献。根据上一步骤的结果，筛选其中

符合要求的文献。筛选标准为：有与老年人相关的

部分、与健康主题相关、与替代搜寻相关、正式的期

刊或会议论文。最终筛选出 29篇文献。(4)补充文

献。在检索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研究主题词中并未

涉及替代搜寻，但其内容与替代搜寻显著相关。所

以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引文检索，发掘相

关检索词，补漏文献。通过上述步骤，最终获得了37
篇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相关文献作为分析

的样本，其中英文文献 35篇，中文文献 2篇，并制作

了文献清单，以 P01-P37作为文献编号。本文对所

选文献的主题、研究所用的样本数、与本文主题相关

的主要结论以及数据来源或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梳

理，详见下页表1。
初步梳理后发现：(1)从研究主题来看，专门针对

老年人的在线健康替代搜寻仍不多，研究主要聚焦于

替代搜寻现象，而老年人是其研究范围内的一个重要

群体。除老年人外，替代搜寻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研

究对象是癌症等病患者。(2)从数据来源看，对替代

搜寻的研究中，二手数据被经常使用，如健康信息国

家趋势调查数据、来自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大规模代

表性调查数据、来自PEW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的

调查数据等，这些二手数据相较于访谈法等方式获

取的数据规模更大，但针对性较低。(3)从数据收集

方法来看，最常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此

外，观察法、电话调查法等也被较常使用。(4)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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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文献清单及简要内容

文献编号

P01[6]

P02[7]

P03[2]

P04[8]

P05[9]

P06[10]

P07[11]

P08[12]

P09[13]

P10[14]

P11[15]

P12[16]

P13[17]

P14[18]

P15[19]

P16[20]

P17[21]

P18[22]

P19[23]

P20[24]

P21[25]

样本数

6211

18103

1722

35000
+
空

26566

20

300
31

1113

2171

4528
1209

1407

1209

98
1142

空

385

1250

8937

主要相关结论

老年人的替代搜寻行为与性别和关系纽带强度有关；内在动机比外在动
机更明显。

互联网是人们获取在线健康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利用替代搜寻获取在线
健康信息的人数比例从2008年的31.3%增长至2017年的42.7%。

寻求健康信息但从未使用过互联网的受访者中，老年人、少数民族和受教育
程度较低的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十分之一的从未使用过互联网的受访
者也表示，互联网是他们的第一个健康信息来源，使用方式即替代搜寻。

替代搜寻通常发生在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之间；替代搜寻可有效提高癌
症筛查率。

老年人使用健康信息的可能性不低于其他年龄组；老年人通过各种渠道
获取健康信息，首要来源包括替代搜寻。

有61.0%的在线健康信息搜索者进行过替代搜寻。替代搜寻通常发生在
关系紧密的人们中，是否在一起生活是否发生替代搜寻的决定因素。

老年人采用替代搜寻动机的客观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和外
部动机；主观影响因素包括情感需求和感知收益。老年人通常更信赖他
们的家庭，需要孩子的情感照顾，特别是生病时。老年人采用替代搜寻获
取健康信息仍存在障碍。

先前的经验和使用的行为意向对替代搜寻行为有影响。

建立了与老年人健康方面互动的模型，模型包含三个主要要素，分别为健
康状况、健康信息与医疗领域；个体因素对替代搜寻有重要影响。

家庭看护者的健康信息自我或替代搜寻可以通过一些共有因素进行预
测，也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特定因素进行预测。对自我健康情况的评估
以及互联网使用状况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分之二(66.6%)的人表示寻求过替代搜寻；与仅仅为自己进行在线健康
信息搜寻的人相比，替代搜寻者更可能是与他人同住。没有观察到性别、
种族、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差异。

心理和身体健康因素对老年人寻求在线健康信息有显著影响。

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孩子、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更倾向进行替代搜寻。

个体的经济状况更好、社会网络更大，以及互联网使用能力更强的互联网
用户更有可能作为替代搜寻者为他人搜寻信息。

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程度取决于网络技术使用情况；替代搜寻是不使用互
联网的用户与网络相连的一种方式。用户不使用互联网主要受到兴趣、
易用性、成本和技术的影响。

感知易用性和主观态度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在线信息获取行为。

超过一半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会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但仅有三分之
一的人会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讨论获取的信息。

替代搜寻的参与者有七种角色；女性作为替代搜寻者的可能性更大，职
业、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等都对替代搜寻行为有影响。进行替代搜
寻的人通常比推动替代搜寻的人具有更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

在线和离线信息搜寻者大多依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获取健康信息；年龄、
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健康信息搜寻的关键因素；
更健康、更快乐的人更少专注于健康信息。

56%的受访者表示进行过替代搜寻。与为自己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搜寻的人
相比，替代搜寻者通常具有已婚且有孩子、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等特征，
更可能身边有老年人需要照顾，也可能有患病的联系紧密的亲朋好友。

具有严重的健康需求的人群和在医疗保健方面存在较大障碍的人群更倾
向于获取在线健康信息。

数据来源或研究方法

问卷+访谈，扎根理论

来自《卫生信息国家趋势》的调查
数据，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

来自《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
数据

实验法、观察法

文献研究

来自欧盟 28个成员国的大规模
代表性调查数据

访谈法，扎根理论

调查问卷，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观察法，焦点小组会议

来自《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
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来自《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
的数据，多变量分析。

问卷+访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来自全国范围代表性样本的调
查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文献分析法

来自斯洛文尼亚全国范围代表
性样本的调查数据，访谈法，多
变量分析

问卷(李克特量表等)
结构化访谈法

文献研究法

来自 NORC 的 2000 年综合社会
调查(GSS)的数据，问卷调查

来自 PEW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
目 2008年 11月和 12月的数据，
多变量分析

问卷调查，多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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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看，研究主要使用了回归分析、卡方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来验证因子关系。

3 内容分析与发现

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替代搜寻的论述发现，替

代搜寻包含三个要素：(1)被替代搜寻者。信息需求

者存在信息需求，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通过自己满

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因此会通过他人为自己搜寻信

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的人称之为被替代搜寻

续表1

文献编号

P22[26]

P23[27]

P24[28]

P25[29]

P26[30]

P27[31]

P28[32]

P29[33]

P30[34]

P31[35]

P32[36]

P33[37]

P34[38]

P35[39]

P36[40]

P37[41]

样本数

空

空

空

23

550

3796

36

290

749

约
190000

空

438
空

20

1001

546

主要相关结论

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们的健康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的健康信息行为
可能会和其他人类似的问题捆绑在一起。个人健康结果不仅取决于自
身，也很大程度受其他人行为的影响，所以关注健康与医疗保健问题不应
该只关注个体。

健康信息搜寻研究需要汲取多种来源的理论框架，包括计划行为理论、技
术接受模型、健康信念模型等，也需要整合健康科学、社会心理学、传播
学、信息科学等学科。

现有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大多局限于现象层面的分析，对主体参与动机、
信息交换过程和效果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

对互联网的实用性、易用性和有效性有积极认识的老年人会更积极地获
取在线健康信息。

网络使用情况有明显的年龄和人口统计学差异，不使用网络两个主要预测
因素是无法使用计算机和缺乏有关网络的知识；相较于其他人群，老年人群
的网络使用兴趣最低。

使用互联网的人群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人群更信任在线健康信息，对于互
联网信息的信任度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大多数替代搜寻者不仅仅是被动的帮助者，他们同时也在互联网上做一
些自己想做的事；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们会依靠替代搜寻获取很多个
性化或非正式信息。被替代搜寻者绝大多数并非完全不使用互联网，仅
仅是由于一些原因使用受限；大多数时候人们进行替代搜寻是由某种义
务感驱动的；家庭关系在替代搜寻中具有重要意义等。

情感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寻求在线信息起到主要作用；老年人群中，女性
较男性更依赖来自家庭的相关支持；社会背景复对老年人寻求在线信息
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替代搜寻者会向周围的人提供新信息的同时，也会帮助其使用新技术、解
释新技术可能对他们和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具有更多社会支持的人
们通常不仅仅拥有家庭的支持，更可能拥有如朋友、同事等的支持。

癌症患者的配偶、亲戚和朋友等与患者关系紧密的人员为患者提供了很
多支持和帮助，但医疗体系常常忽略其信息需求。

家庭支持是患者获取信息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内部仍然还有还多支持
进行交流的机会。

社交网络中的特定健康信息传播会促进该疾病的筛查率。

与医疗信息需求相比，癌症患者的伴侣或家庭成员的护理信息需求还需
要进一步满足。

社会经济因素在决定人们是否进行在线信息搜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替
代搜寻由于其方便等特征，反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使用互联网的用户
学习信息技术。

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对于人们是否进行在线信息搜寻具有重要影响，与
此同时，家庭和个人等微观层面因素也对其有显著影响。

替代搜寻者更多地帮助与他们有强社会关系的人搜寻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者一般在患者就医之前帮助他们在线搜寻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的信
息来源于搜索引擎、在线健康社区和在线问答社区等；替代搜寻者更加需
要与疾病本身相关的一般性信息、日常保健以及治疗相关的信息。

数据来源或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

献研究法

访谈法

问卷法

采用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HINTS)
的数据，使用 logistic回归

文献研究，访谈法

问卷法，结构方程模型

问卷法，结构方程模型

来自全国癌症信息服务中心(CIs)
的电话数据

文献

实验法

文献研究

访谈法

结构化

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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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于本文是针对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研究，所以下文对该主体统称为“老年被替代搜寻

者”。(2)替代搜寻者。替代搜寻者在替代搜寻中扮

演“中介”角色。他们要从被替代搜寻者处获取其信

息需求，而后对信息资源进行一系列检索、甄别、评

价与获取等行为，最终将所获取的信息传递给被替

代搜寻者。(3)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并不是静止的，

特别是网络环境下，信息在快速更迭。信息资源的

背后可能会存在信息服务提供方，有时替代搜寻者

可能会直接与信息服务提供方进行信息交接。信息

资源包含多种类别(如健康信息、娱乐信息等)、以多

种形式(如文字、图像等)、在多种渠道(如纸质媒介、

电子媒介等)存在，本文所指的在线健康信息资源则

是其中的一个子集。

已有研究表明，在需求驱动下，用户会激发一系

列健康信息行为 [42]，而行为最终是否满足了健康需

求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学者们已经逐渐从仅关

注行为过程到关注行为最终的效果。老年人由于在

线健康信息获取、利用的能力和年轻人群相比存在

差异[43]，因此，本节从信息的获取、利用两个方面探讨

了替代搜寻过程。老年人的替代搜寻最终目的是满

足其信息需求，所以，在对替代搜寻过程研究的基础

上，探析了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对于老年人的效果

如何。最后，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替代搜寻者以及

在线健康信息资源三方交互的环境下对老年人在线

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式进行了归纳提炼，构建

了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生态环模型。

3.1 替代搜寻过程

3.1.1 信息获取

由于老年人群健康状况比年轻人群相对较差，

因而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也更多。当他们的健康信息

需求无法通过自身满足时，便可能会产生替代搜寻

的渴望。老年人在替代搜寻者的帮助下可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自己的健康信息需求(P05，此处编号即表1
中样本文献的编号)。

学者们对使用替代搜寻获取健康信息的老年人

群的个体因素指标进行了一系列测量研究，指标包括

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居住情况(共同

居住人数或居住地等)、自我效能和自我肯定等(P01，

P15)。结果表明，对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来说，家庭

关系和身体状况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寻求在线健康

替代搜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P18)，对在线健康信息的

信任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P25)。此外，心理

和身体健康因素对老年人寻求在线健康信息有显著

影响(P12)。身体状况较好、较快乐的老年人寻求在线

健康替代搜寻的可能性较患病或具有严重健康信息

需求的老年人更小，与子女或其他亲属联系较密切的

老年人(指标为是否与他人同住等)寻求健康信息替代

搜寻的可能性较大(P20)。老年人通常更信赖他们的

家庭，需要孩子的情感照顾，特别是生病时(P07)。
从替代搜寻者角度而言，已婚且有孩子、自身具

有较好的健康状况的人更容易成为在线健康信息替

代搜寻者，也有研究表明，在老年群体中，女性较男

性为他人进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可能性更大

(P18)。替代搜寻者身边很可能有老年人需要照顾，

或可能会与患病者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P29)，他们

更加需要与疾病本身相关的一般性信息、日常保健

以及治疗相关的信息(P37)。此外，信息与信息环境

也对老年人是否继续寻求替代搜寻去获取健康信息

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老年人而言，产生健康信息需

求时，他们对互联网信息的信任程度是其选择是否

寻求在线健康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线健

康信息的实用性、易用性和有效性很大程度影响了

老年人决定是否主动地去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以

及主动寻求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P25)。替代搜寻

者的帮助能够一定程度弥补老年人在健康信息获取

方面的不足，丰富其在线健康信息储备(P16)，促进老

年人在线健康信息需求的满足。

3.1.2 信息利用

本文所指的“信息利用”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

(1)老年人如何“利用替代搜寻”满足自身健康信息需

求。此方面主要是通过融合相关理论，明晰老年被

替代搜寻者与替代搜寻者的双向互动，强调的是互

动的过程。(2)老年人如何“利用通过替代搜寻获得

的健康信息”。此方面则大多聚焦于老年被替代搜

寻者如何使用从替代搜寻者处获取的健康信息，强

调的是老年人对信息的使用。在各种人为选择中，

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循着一个基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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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法则——最省力法则，老年人也是如此。研究

表明，替代搜寻由于其方便性等特征，反而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P35)。老年人是否

使用替代搜寻以及使用频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

系纽带的强度(P01，P37)，替代搜寻者通常是老年人

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等与其关系较为紧密的人

(P03)，其中是否与老年人在一起生活是发生替代搜

寻的决定因素(P06)。老年人在最省力法则的驱使

下，倾向于选择寻求他人的帮助获取健康信息，并且

替代搜寻常常发生在家庭内部，或出于其他有较深

的感情羁绊，也因此，老年人会更加信任替代搜寻者

传递回来的健康信息。

关于“利用”的第一层含义，即老年人利用替代

搜寻获取健康信息，学者们当前主要聚焦于融合相

关理论解释该现象。其中，社会支持理论是学者们

关注的重点。社会支持理论反映了至少两个人之间

的资源交换，分别为提供者和接收者，二者正好对应

替代搜寻者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该理论长期以来

被认为是对抗健康状况不佳的保护性因素之一，研

究表明，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与社会支

持理论有明显相关关系(P30)，具有较多社会支持的

老年人成功寻求在线健康替代搜寻的可能性更高

(P32)。此外，社会背景复杂性对老年人寻求在线健

康信息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P29)，具有更多社会支

持的人们通常不仅仅拥有家庭支持，更可能拥有如

朋友、同事等的支持(P30)。除社会支持理论外，代际

团结理论也用于解释老年人利用替代搜寻获取健康

信息的现象。其中，“团结”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联系

的积极方面，比如温暖、感情、互动，以及必要时提供

帮助等。研究表明，情感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寻求

在线健康信息起到主要作用；在老年人群中，女性较

男性更依赖来自家庭的相关支持(P29)。因此，出于

强烈的亲情、友情等情感联系，老年人倾向并乐意通

过利用替代搜寻获取在线健康信息。

关于“利用”的第二层理解，是老年人如何利用

替代搜寻者为其搜寻到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

常常是出于强烈的亲密关系支持，因此老年人倾向

于相信替代搜寻者为其获取的信息。Detlefsen等在

探究老年人如何获取健康信息时，表明老年人使用

健康信息的可能性不低于其他年龄组(P05)；在不使

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中，也有10%的群体表示，互联网

仍然是其获取健康信息的首个来源，使用方式就是

替代搜寻(P03)。在老年人群中，自身使用互联网者

比不会自己使用互联网者更乐于相信并利用替代搜

寻者为其获取的在线健康信息，且对在线健康信息

信任程度的差异会随老年人自身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P27)。上文已提及，老年人被替代搜寻者并非完全

不使用互联网，而是由于一些原因使用受限，因此，

在获取了替代搜寻者传递过来的在线健康信息时，

部分老年人会结合自己获取到的健康信息一同使用

(P28)。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更容易患慢性病，但医

疗系统常常会忽略其信息需求(P07)；出于情感联系，

老年人的配偶、亲戚和朋友等与其关系紧密的人员

便会在健康信息的利用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

(P31)，帮助促进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的满足。

3.2 替代搜寻效果

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现象产生的重要

原因是老年人依靠自己无法满足自身健康信息需

求，在对替代搜寻过程梳理后可知，替代搜寻者能够

帮助老年人获取在线健康信息，提高老年人获取、利

用健康信息的能力。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如今已有

国内外学者关注到替代搜寻的效果，但针对性的表

述或专门的梳理很少。因此，本文综合内容分析的

结果与启示，对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效

果进行总结分析。健康信息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当

个体拥有了某种健康知识，并进行有依据的独立思

考，便会产生认知的变化，继而支配其健康行为，最

终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44]。因此对于行为效果的研

究，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归纳：(1)认知视角，即

经过替代搜寻后，老年人在认知上是否发生变化、发

生了何种变化；(2)行为视角，即替代搜寻行为是否以

及如何改变了老年人实际健康行为。

3.2.1 认知视角

替代搜寻有效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处理健康相关

的问题，在导致积极的心理结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P30)。人们在互联网上搜寻健康信息主要出于两

种目的，一种是为自己搜寻健康信息(自我搜寻者)，
另一种是代替其他人搜寻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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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替代搜寻者更多的可能是其亲人，如配偶、

子女、孙子孙女等，这些强烈的关系会使得替代搜寻

者在为其搜寻健康信息时更加认真细致，他们会更

加针对性地关注一些老年人惯有或突发的健康信息

问题；又由于老年人的信息交流能力相比其他人群

较弱，因此替代搜寻者在进行搜寻时会比在为自己

搜寻健康信息时更加小心谨慎(P01)，在传递获取的

信息时，也会出于情感等因素，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努

力为其解读信息，此举能够促进老年人结合自身情

况做出判断。此外，替代搜寻者更可能在互联网上

定向地寻找一些有关特定疾病与治疗方法等的信息

(P20)，会更关注用户生成内容并追踪信息动态、更多

参与其讨论(P11)，会关注多种渠道、更多来源的在线

健康信息，会经常访问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进行在线

健康信息阅读以及主动分享，也可能会更多地下载

以及保存健康信息(P25)等。

以上这些现象都促进了老年人获取、利用健康

信息能力的提升，增强了其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信心，

从认知层面辅助了老年人信息素养与自身健康管理

能力的提升。具体来看，首先，替代搜寻给老年人提

供了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会定向、针对性地搜寻

一些关于某疾病、某医院的信息并向其传达。通过

替代搜寻，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健康信息需

求无法满足等问题，丰富其健康信息储备(P05)。其

次，替代搜寻增加了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信

心。替代搜寻者常常是与老年人关系密切的亲人、

朋友，且替代搜寻是一个双向动态的过程，老年人与

其替代搜寻者之间存在不断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这

种强烈的联系会使得老年人感受到来自家庭等方面

的支持，降低因年龄产生的焦虑、不安全感等负面情

绪，从情感上给老年人信心，增加老年人关于健康状

况的确定感与安全感。最后，替代搜寻有助于提升

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素养。替代搜寻者在向老年被替

代搜寻者提供新信息的同时，也会努力帮助其使用

新技术、解释新技术(P30)，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老年人信息素养的提升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

帮助其实现健康目标。

3.2.2 行为视角

对老年人来说，替代搜寻者为其搜寻在线健康

信息并有效传递回来，这个过程不仅产生了认知上

的转变，同时也对老年人实际行为产生了影响。替

代搜寻促进了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利用，由此产生

的健康行为与决策也发生了变化(P24)。研究表明，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对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而言是

有积极作用的(P18)。有效的在线健康信息对老年人

的情感影响是正向的，当老年人使用替代搜寻获取

了所需的健康信息后，会倾向于再次使用互联网获

取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仍是使用互联网有障碍的老

年人获取在线健康信息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替代搜寻促进了老年人自己进行在线

健康信息搜寻。当替代搜寻者在将搜寻到的健康信

息传递给老年人时，也通常会帮助其使用新技术

(P30)，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对在线信息的

信任程度，促进老年人自己学习使用网络获取健康

信息。另一方面，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促进了老

年人健康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在老年人感受到在

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好处前，他们如果存在健康

信息需求，当需求较低(如普通感冒等)时，可能直接

不寻求方法解决；当需求较高时(如身体某部分从轻

微疼痛感转为剧烈疼痛时)，可能直接寻求医院等专

门医疗机构的帮助。而替代搜寻由于其方便性等特

征，老年人只需与被替代搜寻者描述情况便能得到

自己可能较难获得的健康信息，从而促进其更加积

极地描述自身的健康状况、表达自己的健康信息需

求，降低了老年人健康方面的安全隐患，间接促进了

其健康状况的提升。

3.3 老年人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式

基于内容分析的结果，本文从被替代搜寻者、替

代搜寻者以及在线健康信息资源三方交互的环境下

对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进行阐述。

当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认识到自己的健康信息需

求后，作为中介的替代搜寻者主动或被动得知老年

人存在信息需求，通过沟通、了解、解读其信息需求，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系列信息检索、甄别、评价与获

取等行为，选择合适的在线健康信息资源，并将所得

结果反馈给老年被替代搜寻者。基于以上行为过

程，考虑到信息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环境等因素对替

代搜寻者、被替代搜寻者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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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生态环模型，该模型中不

仅包含了老年人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模式，也将整

个替代搜寻的系统过程纳入了考虑，具体如图1所示。

“生态环”这一概念多用于城市发展与建设等领

域，要求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要

素[45]。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是一个多方交互

的过程，无论是替代搜寻者还是被替代搜寻者，在进

行健康信息搜寻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等

多种因素，这些多主体、多因素在多种作用下构成了

一个可以促进老年人健康信息数字融合与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系统”，因此本图也以“生态环模型”命名。

如图1所示，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信息需求是动

态的，其与替代搜寻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也是双

向交互的，他们之间随时可以进行沟通与反馈。替代

搜寻者根据与前后双方(老年被替代搜寻者、健康信

息服务提供方)交流的结果进行搜寻策略的调整。健

康信息服务提供方一般作为幕后支持，通常情况下是

在后台进行信息资源的维护管理，但也有可能会与替

代搜寻者或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进行直接接触。需要

说明的是，老年被替代搜寻者并非完全不使用互联

网，只是由于其认知能力、信息技术水平等方面的不

足，因而需要替代搜寻者来帮助满足自己的信息需

求，但在这个过程中，老年被替代搜寻者仍然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自己对在线健康信息资源进行搜寻。

在该生态环模型中，不仅包含了老年人在线健

康信息替代搜寻现有相关研究内容，也隐含了日后

可以考虑的研究方向：如在某些流程中进行针对性

的量化与干预，或是嵌入厚数据视角，探索行为背后

的完整“故事链”等。这些在生态环模型中呈现的现

有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与展望

等方面，将在下一章节进行具体阐述。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老年

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相关研究，并从老年人

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过程、效果以及行为模式三个方

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替代搜寻

有利于老年人健康信息需求的满足，对老年人在线

健康信息数字鸿沟的消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

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梳理中发现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

问题，本文在发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以生态环模型

为框架基础，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与

展望，具体如下：

图1 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生态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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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针对老年被替代搜寻者主体的研究。由

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本身使用互联网有困难，观测

其行为存在较大障碍，因此，当前研究主要还是从替

代搜寻者的角度探讨：研究替代搜寻者的行为，或者

是通过替代搜寻者行为推测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信

息需求、信息行为或是行为效果。但是，替代搜寻的

最终目的是满足老年人的信息需求，因此对老年人

群体本身的替代搜寻研究还要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未来相关研究需要但不限于回答：是什么触发

了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需求？当需求被

触发，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是否寻求替代搜寻？他

们在寻求替代搜寻时的情感、动机、行为特征分别是

怎样的？在替代搜寻的过程中，老年人的情感变化

如何？行为特征如何？行为改变如何？

针对这些研究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厚数据

的支撑，对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需求与

行为进行系统观察与研究。在“大数据”环境中应运

而生的“厚数据”，包含着事件或行为产生的背景和

文化，追踪事件或行为的演变和发展，又能将事件或

行为还原到特定的背景和文化[46]。大数据与厚数据

的结合能够更精准地对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

搜寻需求与行为进行研判，帮助研究者寻找行为背

后的原因，探究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行为深层动机等

问题。这些对老年人群体本身的研究，有助于为精

准优化其个人健康信息行为、针对性提升老年人的

健康信息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2)缺乏深入的多方交互过程研究。老年人的在

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是一个涉及老年被替代搜寻者、

替代搜寻者以及健康信息服务提供方等多个主体的

信息不断传递与反馈的复杂过程。但当前研究主要

聚焦于替代搜寻者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交互过程

研究，且大多是融合现有理论解释该现象，对于更深

层次的理论研究仍需加强。此外，对于替代搜寻者与

在线健康信息资源、老年被替代搜寻者与信息资源或

健康信息服务提供方(寻求替代搜寻的老年人并非完

全不使用互联网)等的交互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未来相关研究需要但不限于回答：老年被替代

搜寻者与替代搜寻者具体交互的过程是怎样的？双

方表现出何种行为特征？替代搜寻者与健康信息服

务提供方交互的过程是怎样的？替代搜寻者在进行

替代搜寻时与为自己搜寻健康信息时有何种不同？

在老年被替代搜寻者自己搜寻在线健康信息的过程

中，其行为特征如何？情绪改变如何？是否可以优

化该过程？如何优化该过程？

在今后相关研究中，一方面，可以加强汲取多学

科、多来源的理论框架，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最省力

法则、计划行为理论等现有的信息行为理论深层次、

科学地解释替代搜寻现象；通过实验方法，使用刺

激-机体-反应(SOR)、健康信念模型(HBM)等模型，对

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行为进行干预优化和效果探析；

整合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探索替代搜寻

者、老年被替代搜寻者以及健康信息服务提供方等多

向信息传递与反馈的过程，为多方优化提供坚实基

础。另一方面，可对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

为交互过程进行精准干预。干预研究源于流行病学

研究，强调在研究中随机分组，平行比较，能够完整观

察到实验过程，因此具有可控性强、因果论证强度高

等特点，可以获得一种干预与多种结局的关系[47]。在

老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研究中，可以考虑干

预老年人寻求替代搜寻的过程，或是干预老年人与在

线健康信息资源交互的过程，再或干预替代搜寻者的

行为过程。这种对多维情境下个体信息行为过程的

比较，有助于探索复杂交互过程背后的影响因素，而

对深入交互机理的洞悉，能够为老年人替代搜寻过程

乃至其健康信息行为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3)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具体受益方式还有待考

量。当前替代搜寻被证明是有益的，本文也从认知

和行为两个角度探讨了替代搜寻对老年人而言的效

果，但是，健康状况方面的受益是一个需要长期监测

的主题。当前全方位、无间断监测老年人的行为及

效果尚存在困难，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需求满足作

为替代搜寻的最终目标，需要对其最终效果进行更

深入严谨的研判。

未来相关研究需要但不限于回答：在线健康信

息替代搜寻最终对老年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影响程

度如何？是否促进了行为模式的优化？认知或行为

上具体产生了何种改变？这种改变又会对老年人的

行为及其健康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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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1)、(2)两点，在夯实理论基础和洞悉交互机

理的前提下，对替代搜寻于老年人而言的最终影响

进行定性、定量地探析。可考虑对老年人的在线健

康替代搜寻行为效果进行量化研究，同时在研究过

程中寻找合适的干预手段与优化策略。不仅老年人

的在线健康替代信息搜寻行为，所有的信息行为研

究最终都要落实到信息需求者的需求满足上，今后

的研究需要从全过程探明老年被替代搜寻者的信息

需求满足状况，同时研判替代搜寻者的信息搜寻、信

息传递等行为过程以及最终效果。从老年人本身行

为机理的厚数据视阈出发，对交互过程的深层解析

和精准干预，以及对最终效果的量化分析，是对老年

人健康信息行为更深层次下“细粒度”探索，能够全

面且针对性提高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素养，促进老年

人在线健康信息数字鸿沟的消解。

此外，未来还可以针对老年人在线健康替代搜

寻的实践应用进行探索。如基于老年人在线健康替

代搜寻现象的研究，相关在线健康网站可以设置家

庭账号，子女搜寻到的相关健康信息存储在客户端，

老年人只需要简单的登录操作就可以看到这些信

息，或者平台方直接将信息以更简便的短信形式推

送给老年人；由于替代搜寻者不仅会为老年被替代

搜寻者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也会为自己获取

信息，平台可以考虑如何同时满足二者的信息需求，

从而更好地服务多方，达到“1+1＞2”的效果。相关

理论与实践探索还有很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

可以基于以上几点发掘新的角度、拓宽研究广度。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今天的替代搜寻者，未来可

能就是被替代搜寻者，望学者们、相关机构基于本研

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

为，为丰富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体系、促进老

年人健康信息数字鸿沟的弥合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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