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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 的 了解 当代高校大学生的 电子健康素养状况 ， 并探究其影 响 因素 ， 为进
一步提高大学生 电子

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借鉴 。 方法 通过电子健康素养问卷对河南省 ４ 所高校 的大学生进行线上和线下结合调查 。 采

用单 因素分析及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探讨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 的影响 因素 。 结果 共收集 １ １ ５ ３ 份问

卷 ， 其中有效 问 卷 １ ０９２ 份 ， 有效率 ９４ ． ７％
， 女 生 为 ９０７ 人 （

８ ３ ． １ ％
） ， 大

一

５４７ 人 （
５ ０ ． １ ％

） 、 大二 ３０９ 人

（
２ ８ ．３％

） 、 大三及 以上 ２ ３ ６ 人 （
２ １ ． ６％

） ， 医学生 ８ ６０ 人 （
７ ８ ． ８％

） 、 非 医学生 ２ ３ ２ 人 （
２ １ ． ２％

） 。 电子健康素养

平均得分为 （
４ １ ．３ １± ６ ． ４ ３

） 分 ， 具备率为 １ ６ ． ６％ 。 多因素分析显示 ： 户籍 （
９５％Ｃ／

： １ ． ９ ３ ９
￣ ０ ． １ ６０

） 、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
９５ ％ Ｃ／

：１ ． １ ７５
￣ ２ ． ６ ８４

） 、 学习成绩 （
９５％ Ｃ／

： ０ ． ０５４
￣

０ ． ９４０
） 等是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 的

影响 因素 。 结论 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 其影 响 因 素较多 ，
亟须提高大学生 电子健康

素养 。

【 关键词 】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 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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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

互联网 ＋

”

的快速发展 ， 公众从网络上

查找健康知识 已逐渐成为新时代解决部分健康问题

的方法之一 。 电子健康素养 （
ｅ

－ｈｅａｌ ｔｈｌ ｉ ｔｅｒａｃ
ｙ ） 是

指从电 子资源上获取 、 理解 和评估健康信息 的能

力 ，
以及运用获得的信息处理 、 解决健康问题的能

力
［

１
］

。 有研究表明 ， 电子健康素养是影 响 国 民健康

水平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的重要影 响 因 素
［

２
］

。 其

中 ， 在校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生活方式

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 另有研究表明 ， 大学生能够

使用互联网搜寻获取健康信息 ， 但应用 电子健康信

息维护和促进 自身健康的实践能力较低 ， 不能有效

地将获取的电子健康信息转化和 内嵌于 自 身行为和

【 基金项 目 】 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 目 （
２〇２３ １ 〇４ ５ ９ １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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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 ４ ５ ０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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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中
［

３
］

。 此外 ， 目前大学生对健康相关的 网

络信息关注度增强 ， 但其获取 、 甄别正确的 网络健

康信息的能力不足 ， 易导致认知偏差 。 因此 ， 大学

生需具备
一定的电子健康素养 。 为全面了解在校大

学生电子健康素养现状 ， 为后续制定有针对性的干

预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 项 目 组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１ １ 月 对河南省豫北 、 豫东 、 豫南 、 豫 中 ４ 个地

区的 ４ 所高校在读大学生进行 了 问卷调查 ， 现报告

如下 。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 １ 对象 河南省豫北 、 豫东 、 豫南 、 豫 中 ４ 个

地区 的 ４ 所高校 （ 郑州 大学 、 黄淮学院 、 河南大

学 、 新乡 医学院 ） 在读大学生 １ １ ５ ３ 人 。 纳入标准 ：

①正在这几所高校就读的在校本科学生 ； ②知情 同

意并 自愿参加填写问卷 ； ③具有 良好的理解表达能

力 、 阅读书写能力 。 排除标准 ： ①不愿配合完成调

查者 ； ②问卷错填 、 漏填 、 答案呈 明显规律性或 同

一作答者 。 本项 目 经郑州大学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

员会批准 （
ＺＺＵ ＩＲＢ２０２４－ ２０９

）

１ ． ２ 方法

１ ． ２ ． １ 抽样方法 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方法 ， 每

校按年级分层抽取在校生进行调查 ， 选择河南省

豫北 、 豫东 、 豫南 、 豫 中 ４ 个地 区 的 ４ 所高校在

读大学生群体作为抽样对象 ，
通过线上和线下两

种方式收集 问卷 ， 线上 问卷 由 辅导员 动员 学生通

过问卷星填写 ， 收集 ８ １ ７ 份 ， 占 比 ７ ０ ．９％
， 线下

问卷收集 ３ ３ ６ 份 ， 占 比 ２ ９ ．１ ％
， 共收集问卷 １ １ ５ ３

份 ， 其中有效问卷 １ ０９ ２ 份 。

１ ． ２ ． 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 问卷调查法 ， 采用

中 国 台湾学者江佳勳等
Ｗ
编制 的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ＥＨＬＳ（
ｅＨｅａｌ ｔｈＬ ｉ ｔｅｒａｃ

ｙＳ ｃａｌｅ
，ＥＨＬＳ

） ， 张 筱 晗

等
［

３
］

证明其具有 良好的适用性且信效度 良好 。 问卷

包括 ４ 个部分 ： 基本情况 、 健康行为调查 、 电子健

康使用情况调查和 电子健康素养量 ＥＨＬＳ
。 量表一

共 ３ 个维度 １ ２ 个条 目 ， 功能性 电子健康素养 （ 维

度 １
） 包含条 目 １

￣

３
；
互动性电子健康素养 （ 维度

２
） 包含条 目 ４￣ ７

； 批判性电子健康素养 （维度 ３
）

包含条 目 ８￣ １ ２
。 功能性电子健康素养是指基本的

对网络健康知识的 阅读能力 ；
互动性电子健康素养

是指对网络健康知识 的选择 、 理解及运用 的能力 ；

批判性电子健康素养是指对 网 络健康知识进行分

． 论著 ．

析 、 批判及 回应的能力 。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评分

法 ， 维度 １ 的 ３ 个条 目从非常不相符到非常相符分

别计 ５￣ １ 分 ； 其他条 目从非常不相符到非常相符

分别计 １
？ ５ 分 。 总分 ６０ 分 ， 得分越高 ， 说明 电子

健康素养水平越高 。 其中搜索过的健康知识 内容种

类包括 ： 药物 、 健康生活方式 、 疾病 、 疾病护理 、

患者团体 、 与健康状况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 对

搜索到的健康知识常用的评价方法包括 ： 向卫生技

术人员或老师请教 、 向有相 同经历的人请教 、 看信

息的作者或发布机构是否权威 、 依据个人知识和经

验判断 、 看 网友评价 、 选择点 赞数最多 的健康知

识 ，
以及查看相关书籍的鉴别网络健康知识 。

１ ． ２ ． ３ 统计分析 双人录入数据 ， 同 时对 问卷进

行核查 。 采用 Ｏｆｆｉ ｃｅＥ ｘｃｅ ｌ２０２ 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 ，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计数资料以频

率和百分比表示 ， 采用 ｘ

２

检验 ； 计量资料以 （
元 士

ｄ 表示 ， 采用单 因 素方差分析 ，

Ｐ ＜０ ．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通过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探讨电子健

康素养的影响相关因素 ， 检验水平 ：
ａ
＝ ０ ． ０５

。

２ 结果

２ ． 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问卷 １ １５３ 份问卷 ，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０９２ 份 ， 有效率 ９４ ． ７％
， 调查对象 １０９２

人中 ， 平均年龄 （
１９ ． Ｍ ± １ ． ２９

） 岁 ， 其中女生为 ９Ｗ

人 （
８３ ． １％

） ， 大
一

５４７人 （
５０ ． １％

） 、 大二３０９人

（
２８ ． ３％

） 、 大三及以上 ２３６ 人 （
２ １ ． ６％

） ， 医学生 ８６０

人 （
７８ ． ８％

） 、 非医学生 
２３２

人 （
２ １ ． ２％

） 。

２ ． ２ 大 学 生 电 子健康 素 养 状 况 本次调查 中 ，

１ ０９２ 名大学生 中 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最高分为 ６０ 分 ，

最低为 ２〇 分 ， 平均分为 （
４ １ ． ３ １ ± ６ ． ４ ３

） 分 。 结合

以往研究调查
［

３
］

， 将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得分 ４８ 分

以上视为具备电子健康素养 （ 平均各条 目 得分 為 ４

分 ） ， 本次调查对象 中有 １ ６ ．６％ 的大学生具备电子

健康素养 ； 在 ８６０ 名 医学生 中 ，

１ ７ ．７％ 的大学生具

备电子健康素养 ， 在 ２ ３ ２ 名非 医学生 中 ，

１ ２ ．９％ 的

大学生具备电子健康素养 ， 结果见表 １
。

２ ． ３ 河南省 ４ 所高校电子健康素养的单 因素分析

在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单 因素分析 中 ， 户籍 、 专

业 、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 学 习成绩 、 父亲 的文

化程度 、 每天的睡眠时长等共 ２２ 个 因素 的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

结果见表 ２
。

？

２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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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河南省 ４ 所高校电子健康素养得分〇 
＝

 １ ０９ ２
， 分 ）

调查项 目 各维度 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

功 能性 电子健康素养

无法理解 网络健康知识 中所用符号 （ 如 ＢＭ Ｉ
、
ＢＰ

、
ＲＢＣ 等 ） 等的意思

觉得网络健康知识的数学公式 （ 如热量消耗的算法 ） 难以计算 ２ ． ９９ ± ０ ． ８ ２

觉得网络健康知识的文字 内容难以理解

批判性 电子健康素养

会浏览讨论区许多人的意见 以求作出有利健康的决定或行动

会检验网络健康知识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会试着从不同来源寻找 网络健康知识以验证其是否正确 ３ ． ５ ２ ± ０ ． ６６

会思考 网络健康知识是否适用我 的情况

当对 网络上的健康知识有疑 问时 ，
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求证

互动性 电子健康素养

觉得通过搜索引擎 （ 如百度 ，
谷歌等 ） 有效率地找到 网络健康知识

会留心获取 网络健康知识新知识 ３ ． ６ ５± ０ ． ７ ３

可以理解我所获得的 网络健康讯息

可以从网络健康知识 中选取我所需要的讯息

量表总分 ４ １ ． ３ １± ６ ． ４ ３

表 ２ 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的单 因素分析〇 
＝

 １ ０９ ２
）

影响 因素 人数 构成 比 （
％

） 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 （
ｉ ±  ￥

， 分 ） 續 Ｐ 值

户籍 １ ２ ． １ ６３ ０ ． ００ １

城镇 ２ ８ ５ ２６ ． １ ４２ ． ４４± ６ ． ８ ６

农村 ８ ０７ ７３ ． ９ ４０ ． ９ １± ６ ． ２２

专 业 ５ ． ７ １ ４ ０ ． ０ １ ７

医学 ８ ６０ ７ ８ ． ８ ４ １ ． ５ ５± ６ ． ５ ０

非医学 ２３ ２ ２ １ ． ２ ４０ ． ４ １± ６ ． ０６

对 自 己健康 的关注程度 ６０ ． １ ９３ ＜ ０ ． ００ １

一般关注 ５ ９６ ５４ ． ６ ３ ９ ． ９７± ５ ． ７ ３

非常关注 ４９６ ４ ５ ． ４ ４２ ． ９２± ６ ． ８４

学 习成绩 ５ ． ７ １ ４ ０ ． ０ １ ７

及格及以下 ８ ０ ７ ． ３ ３ ９ ． ０６± ６ ． ０４

中等 ４０９ ３ ７ ． ５ ４０ ． ７ ３± ５ ． ８ ３

良好 ５ １ ８ ４７ ． ４ ４２ ． １ １± ６ ． ５ ８

优秀 ８ ５ ７ ． ８ ４ １ ． ３ ３± ７ ． ７４

父亲的文化程度 ３ ． １ ３ ９ ０ ． ０２５

小学及以下 ２０５ １ ８ ． ８ ４０ ． ７９± ６ ． ４６

初 中 ４ ８ ３ ４４ ． ２ ４ １ ． ２ ８± ６ ． １ ７

高 中 ２６６ ２４ ． ４ ４０ ． ９９± ６ ． ３ ８

本科及以上

１ 周 内有几天能够进行 ２０ｍ ｉ ｎ 的高强度运动

（ 或 ３ ０ｍ ｉｎ 的 中 强度运动 ） （
ｄ

）

１ ３ ８ １ ２ ． ６ ４２ ． ７９± ７ ． １ ５

４ ． ６ １ ９ ０ ． ００３

０ ２５ ５ ２３ ． ４ ４０ ． ０７± ５ ． ９０

１
￣＜ ３ ５ ３ ８ ４９ ． ３ ４ １ ． ５ ０± ６ ． ６２

３
￣

５ ２２４ ２０ ． ５ ４２ ． ０９± ６ ． ２７

＞ ５ ７５ ６ ． ９ ４ １ ． ７７± ６ ． ７４

每天睡眠时长 （
ｈ／ｄ

）
１ ． ３ ６０ ０ ． ２５ ７

＜ ７ ２６９ ２４ ． ６ ４ １ ． ０４± ６ ． ５ １

７
－

８ ６７ ８ ６２ ． １ ４ １ ． ２４± ６ ． ２７

＞ ８ １ ４ ５ １ ３ ． ３ ４２ ． １ ０± ６ ． ９７

？

２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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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的单因素分析〇 

＝
 １ ０９２

）

影响 因素 人数 构成 比 （
％

） 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 （
ｉ ±  ￥

， 分 ） 續 Ｐ 值

１ 周 内有几天早上醒来是精力充沛的 （
ｄ

）
１ ５ ． ０９６ ＜ ０ ． ００ １

０ １ ５４ １ ４ ． １ ３ ９ ． ７４± ６ ． ５ ８

１
￣ ２ ３ ８ ７ ３ ５ ． ４ ４０ ． ３ ２± ５ ． ９２

３
￣

５ ３ ７４ ３４ ． ２ ４ １ ． ９ １± ６ ． １ ６

＞ ５ １ ７７ １ ６ ． ２ ４ ３ ． ５ ７± ７ ． １ ３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蔬菜 ６ ． ３ ７０ ＜ ０ ． ００ １

从来不吃 ２４ ２ ． ２ ４ １ ． ４２± ６ ． ９ １

１
￣ ２ｄ ２ １ ５ １ ９ ． ７ ３ ９ ． ７０± ５ ． ６ ３

３
￣

５ｄ ２７７ ２５ ． ４ ４ １ ． ２５± ６ ． ２３

每天 ５ ７６ ５ ２ ． ７ ４ １ ． ９ ３± ６ ． ６ ８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水果 ４ ． ７ ５ ５ ０ ． ００ ３

从不 ５ １ ４ ． ７ ４ １ ． ３ ７± ８ ． ２４

１
￣ ２ｄ ５ ６９ ５ ２ ． １ ４０ ． ６ ３± ５ ． ９ ５

３
￣

５ｄ ３ ３４ ３ ０ ． ６ ４２ ． ００± ６ ． ４６

每天 １ ３ ８ １ ２ ． ６ ４２ ． ３ ９± ７ ． １ ７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鱼禽 肉 蛋 ６ ． ０６９ ＜ ０ ． ００ １

从不 ２０ １ ． ８ ３ ８ ． ３ ０± ６ ． ３ ５

１
￣ ２ｄ ３ ８ ０ ３４ ． ８ ４０ ． ５ ６± ５ ． ８ １

３
￣

５ｄ ３ ７７ ３４ ． ５ ４ １ ． ３４± ６ ． ４ ３

每天 ３ １ ５ ２ ８ ． ８ ４２ ． ３ ６± ６ ． ９６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 牛奶或奶制 品 ３ ． ４４９ ０ ． ０ １ ６

从不 ９５ ８ ． ７ ４０ ． ５ ９± ６ ． ６０

１
￣ ２ｄ ４ ８ ９ ４４ ． ８ ４０ ． ７７± ６ ． １ ３

３
￣

５ｄ ３ ３ １ ３ ０ ． ３ ４２ ． １ ０± ６ ． ３ ２

每天 １ ７７ １ ６ ． ２ ４ １ ． ７０± ７ ． １ ６

喝酒频率 ３ ． ４ ３ ２ ０ ． ００ ８

从不 ６２６ ５ ７ ． ３ ４ １ ． ７２± ６ ． ４０

极少 ３ １ ７ ２９ ４ １ ． ２ １± ６ ． ４０

很少 １ ０ ８ ９ ． ９ ４０ ． ２４± ５ ． ７ １

有时 ３ ７ ３ ． ４ ３ ８ ． ６ ５± ８ ． １ ０

经常 ４ ０ ． ４ ３ ７ ． ２５± ４ ． ５ ７

和 周 围 的人相处得融洽 ８ ． ２４７ ＜ ０ ． ００ １

很差 １ ２ １ ． １ ３ ９ ． ００± ４ ． ９４

一般 ２２７ ２０ ． ８ ３ ９ ． ５ ７± ５ ． ７７

融洽 ５ ７４ ５ ２ ． ６ ４ １ ． ６ ５± ５ ． ９９

非常融洽 ２７９ ２５ ． ５ ４２ ． １ ２± ７ ． ５ ２

使用互联 网搜索健康知识的频率 ３ ． ９ １ １ ０ ． ００４

从未 ９３ ８ ． ５ ４ １ ． ３ １± ６ ． ９９

每年数次 ３ １ ８ ２９ ． １ ４２ ． １ ３± ６ ． ７ ３

每月 数次 ４ １ ３ ３ ７ ． ８ ４ １ ． ３ ８± ６ ． ００

每周数次 ２２４ ２０ ． ５ ３ ９ ． ９４± ５ ． ７７

每天数次 ４４ ４ ． ０ ４ １ ． ６４± ８ ． ７７

利 用 网络获取健康知识的渠道数 （ 种 ）
４ ． ９７ ８ ＜ ０ ． ００ １

１ １ ７９ １ ６ ． ４ ３ ９ ． １ ５± ５ ． ８ ７

２ ２０２ １ ８ ． ５ ４０ ． ５４± ６ ． ３ ２

３ ２６６ ２４ ． ４ ４ １ ． ３ ５± ５ ． ８ ２

４ １ ５ ３ １ ４ ． ０ ４ １ ． ４０± ６ ． ７ ８

５ １ ０４ ９ ． ５ ４ ３ ． ６ １± ６ ． ４ ８

６ ５４ ４ ． ９ ４２ ． ０９± ７ ． ９２

７ ４４ ４ ． ０ ４２ ． ４ ３± ６ ． ３ ６

８ １ ６ １ ． ５ ４ ３ ． ０６± ６ ． ３ １

９ １ ０ ０ ． ９ ４２ ． ７０± ４ ． ５ ５

１ ０ ９ ０ ． ８ ４２ ． ６７± ５ ． ３４

１ １ ５ ５ ５ ． ０ ４ ３ ． ６７± ６ ． ８ ９

搜索过的健康知 识 内容种类数 （ 种 ）
１ ４ ． ８ ８ ５ ＜ ０ ． ００ １

１ １ ７７ １ ６ ． ２ ３ ８ ． ４９± ６ ． ３ ２

２ ３ ２７ ２９ ． ９ ４０ ． ５ ５± ６ ． １ ０

？

２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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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的单因素分析 （
《 
＝

 １ ０９２
）

影响 因素 人数 构成 比 （
％

） 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 （
ｉ ±

＾分 ） 續 Ｐ 值

３ ２９ １ ２６ ． ６ ４ １ ． ９０± ５ ． ９ ８

４ １ ６４ １ ５ ． ０ ４ ３ ． ０ １± ６ ． ５ ０

５ ４２ ３ ． ８ ４４ ． ５ ７± ６ ． ２７

６ ９ １ ８ ． ３ ４ ３ ． ０ ３± ７ ． ４６

注册并使用 过的社交 网络数 （ 种 ）
５ ． ９ １ １ ＜ ０ ． ００ １

１ ３４ ３ ． １ ３ ８ ． ００± ５ ． ８ ２

２ １ １ ６ １ ０ ． ６ ３ ９ ． ０６± ６ ． ２４

３ １ ８ ９ １ ７ ． ３ ４０ ． ５ ５± ６ ． ２２

４ ３ ０ １ ２７ ． ６ ４ １ ． ３ ５± ６ ． ４０

５ ３ ８ １ ３４ ． ９ ４２ ． ２ ８± ６ ． ２ １

６ ４２ ３ ． ８ ４ ３ ． ３ ６± ７ ． １ ６

７ １ ６ １ ． ５ ４０ ． ６９± ５ ． ６４

８ ５ ０ ． ５ ４ ３ ． ６０± ６ ． ２７

９ ８ ０ ． ７ ４６ ． ８ ８± ９ ． ６９

计算机水平 ７ ． ９ ８ ＜ ０ ． ００ １

非常差 ７６ ７ ． ０ ３ ８ ． ６２± ６ ． ４ ５

差 ２６４ ２４ ． ２ ４０ ． ２３± ５ ． ９２

一般 ６９４ ６３ ． ６ ４ １ ． ８ ７± ６ ． ４６

好 ５ ０ ４ ． ６ ４ ３ ． ３ ６± ６ ． ５４

非常好 ８ ０ ． ７ ４ １ ． １ ３± ７ ． ６ ８

对搜索到 的健康知识常用 的评价方法数 （ 种 ）
１ １ ． ３ ５４ ＜ ０ ． ００ １

１ ２２ １ ２０ ． ２ ３ ９ ． ５ ２± ６ ． ５ ０

２ ３ ６ １ ３ ３ ． １ ４０ ． ４６± ６ ． １ ８

３ ２ ８ ２ ２５ ． ８ ４２ ． ０ ８± ６ ． １ ７

４ １ ３ ８ １ ２ ． ６ ４ ３ ． ４ ５± ６ ． ２５

５ ４ １ ３ ． ８ ４２ ． ３ ２± ５ ． ５ ６

６ ４９ ４ ． ５ ４４ ． ２７± ７ ． １ ９

觉得使用互联 网获取的健康知 识对健康决策有用 ２３ ． １ １ ８ ＜ ０ ． ００ １

没用 ８ ７ ８ ． ０ ３ ８ ． １ ６± ６ ． ９６

有用 １ ００５ ９２ ． ０ ４ １ ． ５ ８± ６ ． ３ １

有信心利用 网络获取有效的健康知识 ３４ ． １ ４４ ＜ ０ ． ００ １

没有 ２０６ １ ８ ． ９ ３ ８ ． ９９± ６ ． ２３

有 ８ ８ ６ ８ １ ． １ ４ １ ． ８ ５± ６ ． ３ ５

２ ． ４ 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 的影响 因 素分析 以 电籍 、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 学 习成绩 、 对搜索到

子健康素养总得分为 因变量 ，
以户籍 、 专业等单 因的健康知识常用的评价方法 、 觉得使用互联网获取

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 自 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健康知识对健康决策是否有用等是河南省 ４ 所高校

回归分析 ， 各 自 变量的赋值见表 ３
。 研究显示 ： 户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 因素 ， 见表 ４

。

表 ３ 自变量赋值

影响 因素 赋值

户籍 农村 二
１

；
城镇 二 ２

专业 非医学 ＝
１

；
医学 二 ２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一般关注 ＝
１

；
非常关注 二 ２

学 习成绩 及格及以下 ＝
１

； 中等 ＝ ２
； 良好 ＝ ３

； 优秀 二 ４

父亲 的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
１

； 初 中 ＝ ２
； 高 中 ＝ ３

 ； 大学及以上 ＝ ４

１ 周 内有几天能够进行 ２０ｍ ｉ ｎ 的高强度运动
０   １ 

■１
￣

３ ２
－３

￣

５ ３ 
■

＞ ５ ４

（ 或 ３ 〇ｍ ｉｎ 的 中强度运动 ） （
ｄ

）

每天你的睡 眠时长 （
ｈ

）
＜ ７ －

１
；７ 

￣

８－ ２
；＞ ８二 ３

１ 周 内有几天早上醒来是精力充沛的 （
ｄ

）
０ －

１
；１

－

２ － ２
；３

－

５ － ３
；＞ ５二 ４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蔬菜 （
ｄ

）
０ －

１
；１

－ ２ － ２
；３

－

５ － ３
；＞ ５二 ４

１ 周 内几天食用水果 （
ｄ

）
０ －

１
；１

－ ２ － ２
；３

－

５ － ３
；＞ ５二 ４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鱼禽肉蛋 （
ｄ

）
０ －

１
；１

－ ２ － ２
；３

－

５ － ３
；＞ ５二 ４

？

２４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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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自变量赋值

影响 因素 赋值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牛奶或奶制 品 （
ｄ

）
０ －

１
；

１
￣ ２ － ２

；

３
￣

５ 二 ３
；
＞ ５二 ４

喝酒频率 经常 二
１

；
有时 ＝ ２

；很少 ＝ ３
 ；极少 ＝ ４

；
从不 ＝

１ ５

与周 围的人相处得融洽 很差 ＝
１

；

一般 ＝ ２
； 融洽 ＝ ３

； 非常融洽 ＝ ４

使用互联 网搜索健康知识的频率 从未 二
１

； 每年数次 ＝ ＝ ２
； 每月 数次 二 ３

； 每周数次 ＝ ４
； 每天数次 ： ５

计算机水平 非常差 ＝
１

； 差 ＝ ２
；

—般 ＝ ３
；好 ＝ ４

；
非常好 ＝ ５

有信心利用 网络获取有效的健康知识 没有 ＝ ０
；
有 ＝

１

觉得使用互联 网获取的健康知识对健康决策是否有用 没用 ＝ 〇
；
有用 ＝

１

表 ４ 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影响 因素 的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〇 

＝
 １ ０９２

）

影响 因素 ５ ．Ｅ ．

（
３

＇

ｉ 值 Ｐ 值 ９ ５ ％ ＣＩ

常量 ２５ ． ００４ ２ ． ３ ２ １ １ ０ ． ７７ ５ ＜ ０ ． ００ １ ２０ ． ４ ５？ ２９ ． ５ ５ ７

户籍 １ ． ０５ ０ ０ ． ４ ５ ３ ０ ． ０７２ ２ ． ３ １ ５ ０ ． ０２ １ １ ． ９３ ９ 
̄

０ ． １ ６０

专业 ０ ． ２７ ５ ０ ． ４ ５ ０ ０ ． ０ １ ８ ０ ． ６ １ ２ ０ ． ５４ １ １ ． １ ５ ８
－

０ ． ６０７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１ ． ９３ ０ ０ ． ３ ８ ５ ０ ． １ ５ ０ ５ ． ０ １ ７ ＜ ０ ． ００ １ １ ． １ ７ ５
－ ２ ． ６ ８４

学 习成绩 ０ ． ４４ ３ ０ ． ２ ５ ３ ０ ． ０ ５ １ １ ． ７５ １ ０ ． ０ ８ ０ ０ ． ０ ５４ －

０ ． ９４０

父亲 的文化水平 ０ ．  １ ３ ６ ０ ． ２ １ ８ ０ ． ０ １ ９ ０ ． ６２３ ０ ． ５ ３４ ０ ． ２９２
－

０ ． ５ ６４

１ 周 内有几天能够进行 ２０ｍ ｉ ｎ 的高强度运动

（ 或 ３ 〇ｍ ｉｎ 的 中强度运动 ）

０ ．  １ ００ ０ ． ２２５ ０ ． ０ １ ３ ０ ． ４４６ ０ ． ６ ５ ６ ０ ． ３４ １
－

０ ． ５４２

每天你的睡 眠时长 ０ ．  １ １ ８ ０ ． ３ ０ ８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３ ８４ ０ ． ７０ １ ０ ． ７２３ －

０ ． ４ ８ ６

１ 周 内有几天早上醒来是精力充沛的 ０ ． ７２３ ０ ． ２ １ ５ ０ ． １ ０４ ３ ． ３ ６６ ０ ． ００ １ ０ ． ３ ０２ －

１ ． １ ４４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蔬菜 ０ ． ０４９ ０ ． ２ ３４ ０ ． ００７ ０ ． ２０９ ０ ． ８ ３４ ０ ． ４ １ ０
－

０ ． ５ ０ ８

１ 周 内几天食用水果 ０ ． ０４４ ０ ． ２６５ ０ ． ００５ ０ ． １ ６７ ０ ． ８ ６７ ０ ． ４７６ －

０ ． ５ ６ ５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鱼禽肉蛋 ０ ． ５ １ ０ ０ ． ２４ ８ ０ ． ０６６ ２ ． ０５４ ０ ． ０４０ ０ ． ０２３ －

０ ． ９９７

１ 周 内有几天食用牛奶或奶制 品 ０ ． ２６０ ０ ． ２ ３ ７ ０ ． ０ ３ ５ １ ． ０９ ８ ０ ． ２７ ３ ０ ． ７２４ －

０ ． ２０ ５

喝酒频率 ０ ． ５ ２６ ０ ． ２２４ ０ ． ０６ ８ ２ ． ３ ５ ０ ０ ． ０ １ ９ ０ ． ０ ８ ７
－

０ ． ９６６

与周 围的人相处得融洽 ０ ． ０ １ ０ ０ ． ２６ ８ 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３ ６ ０ ． ９７ １ ０ ． ５ １ ７
－

０ ． ５ ３ ６

使用互联 网搜索健康知识的频率 ０ ． ０３４ ０ ． １ ８ ８ ０ ． ００５ ０ ． １ ７ ８ ０ ． ８ ５ ８ ０ ． ４０ ３ －

０ ． ３ ３ ６

利用 网络获取健康知识的渠道个数 ０ ． ０ １ ４ ０ ． ０ ９０ ０ ． ００５ ０ ． １ ５ ２ ０ ． ８ ７９ ０ ． １ ８ ９
－

０ ． １ ６２

搜索过的健康知识 内容种类数 ０ ． ３ ９ ５ ０ ． １ ６２ ０ ． ０ ８ ７ ２ ． ４４ ５ ０ ． ０ １ ５ ０ ． ０７ ８
－

０ ． ７ １ ３

注册并使用过的社交网络数 ０ ． ６０ ８ ０ ． １ ４ ５ ０ ． １ ２６ ４ ． １ ８ ７ ＜ ０ ． ００ １ ０ ． ３ ２３ －

０ ． ８ ９ ３

自 我评价计算机水平 ０ ． ６ １ ０ ０ ． ２６ ８ ０ ． ０６７ ２ ． ２７７ ０ ． ０２３ ０ ． ０ ８４ －

１ ． １ ３ ６

对搜索到 的健康知识常用 的评价方法数 ０ ． ４４ ３ ０ ． １ ６７ ０ ． ０ ８ ９ ２ ． ６４ ８ ０ ． ００ ８ ０ ． １ １ ５
－

０ ． ７７ １

觉得使用互联 网获取的健康知识对健康决策有用 １ ． ６ ８ ３ ０ ． ７ ３ ３ ０ ． ０７ １ ２ ． ２９６ ０ ． ０２２ ０ ． ２４ ５
－

３ ． １ ２２

有信心利用 网络获取有效的健康知识 １ ． ４ ５ ５ ０ ． ５ １ １ ０ ． ０ ８ ９ ２ ．８４ ５ ０ ． ００ ５ ０ ． ４ ５ １
－

２ ． ４ ５ ８

３ 讨论

３ ． １ 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亟需提升 本研究显示 ，

１ ０９２ 名大学生 电子健康素养平均得分为 （
４ １ ． ３ １±

６ ． ４３
） 分 ， 电子健康素养具备率为 １ ６ ． ６％ 。 有研究

显 示 ， 济 南 市 大 学 生 电 子 健康 素 养 具 备 率 是

３２ ．６％

［

５
］

， 南京市大学生 的 电子健康素养具备率是

２３ ．０％ ， 广东省电子健康素养具备率是 ３０ ．５％ 

［

７
］

，

均高于本次调查 的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电 子健

康素养 ， 提示河南省 内 在校大学生亟须提高其 电

子健康素养 。 在 电 子健康素养 的 ３ 个维度 中 ， 功

能性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最低 ， 说 明 河南省 这 ４ 所

高校 的大学生对 网 络健康知识 的 阅读能 力 较弱 ，

这可能与本研究 的调查对象多为低年级 的 医学生

有关 ， 其掌握 的 医学知识 尚 不足 ， 存在
一

定 的 阅

读困难 ， 故影 响其 电 子健康素养得分 。 但也 同 时

提示 ， 在校低年级大学生 的健康科普知识学 习 状

况不佳 ， 可能与学校 尚 未开设健康知识类通识课

程或校 园 内健康知识科普活动开展较少有关 。 有

研究表示
［

２
］

， 提高 电子健康素养干预措施主要是

电子健康素养培训 和专业健康 网站使用 。 根据 以

往干预措施 和本次调查结果 ， 研究者提 出 以 下建

议 ： 高校适 当加强健康知识 的 系统科普教育 ， 指

导学生搜索有信誉 的 网站 ， 并推荐相对可靠 的健

康知识网站 。 学校可 以设置健康 问题咨 询 中 心或

虚拟驿站等 ， 引 导学生学会甄别 、 评价 网 络健康

知识 ， 解决学生 的现实健康问题 。

？

２４９
？



Ｃ ｈ ｉｎ ｅ ｓ ｅＪ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Ｈ ｅ ａ ｌ ｔｈＥｄ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 

Ｍａｒｃ ｈ ２０ ２５
 ， 

Ｖ ｏ ｌ ． ４ １
， 

Ｎ ｏ ． ３

３ ． ２ 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 因素分析

３ ． ２ ． １ 户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户 籍为城镇 的

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得分高于户籍为农村者 ， 这

与 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

８ ＾ °
］

， 其原因可能与生活环境

有关 ， 城市的社会环境使学生更早接触网络 ， 并能

够有更多机会使用网络来解决问题 。 这提示我们可

以从低年级大学生开始 ， 高度关注来 自农村的大学

生的电子健康素养状况 ， 加强相关信息技术 、 网络

搜索 、 健康知识培训等 。 此外 ，
也提示对农村的高

中学生 ，
也可 以适当补充一些 电子健康素养知识 ，

或者增加健康教育课程 。

３ ． ２ ． ２ 对 自 身健康关注度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在校大学生对 自 己健康程度关注越高 、 搜索的健康

知识的 内容越多 ， 其电子健康素养越高 ， 这与邹小

驹 、 麦剑荣等研究相一致
［

８
’

１ １ １ ２
］

。 其原 因 可能是 ：

对 自身健康程度越关注的人的健康意识越好 ， 该人

群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查找健康知识 ，
且 因其对

自身健康更加关注 ， 会对搜索到 的 网络健康知识反

复鉴别甚至进
一步请教相关专业人员 。 因此 ， 该人

群对网络健康知识 的鉴别能力 和应用能力 比较强 ，

从而其在功能性电子健康素养方面得分高 。

３ ． ２ ． ３ 学习成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学 习 成绩

越好的大学生 ， 其电子健康水平越高 ， 这与周丽华

的研究一致
［

１ ３
］

。 此外本次调查对象多 为 医学生 ，

医学生的学 习 成绩好表明其医学知识储备 比较多 。

有研究表明
［
９

］

个体健康知识储备的多少与电子健康

素养水平有关 ， 所以 医学储备知识多 的学生 的 电子

健康素养得分相对较高 。 另外 ，
也与成绩好的学生

的学习风格 、 思维习惯有关 。 但本结果也启示我们

应关注成绩差的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状况 ， 有意识

地开展针对性强 的健康知识教育 、 网 络搜索技能

培养 。

３ ． ２ ． ４ 个体健康行为 个体健康行为包括运动 、

睡眠 、 饮食 （ 蔬菜 、 水果 、 鱼禽肉蛋 、 奶及奶制 品

的摄入 ） 、 自觉压力等方面 。 在本次研究调查 中发

现 ， 大学生的健康行为 中每周早上醒来是精力充沛

天数越多 、 每周食用鱼禽 肉 蛋天数越 多 、 饮酒越

少 ， 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 ， 说明在校大学

生的健康行为与其电子健康素养呈正 向作用关系 ，

与孟舒娴等
［

６
’

１ ４
］

研究相一致 。 大学生健康行为越正

向 ， 说明其健康意识好 ， 比较关注健康知识 ， 可能

会主动从网络上搜索健康知识 ， 逐步积累 了搜索健

？

２５ ０
？

康知识的技巧 ， 提高了对网络健康知识的选择鉴别

能力 ， 即提高了其电子健康素养 。

３ ． ２ ． ５ 计算机水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大学生

计算机水平越高 、 大学生注册 的社交 网 络个数越

多 ， 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就越高 ， 这与李少杰等

人
［

１ １
’

１ ５ １ ７
］

研究一致 。 计算机水平作为 电 子健康素

养的一部分 ， 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 响 电子健康素养

水平 。 同时高计算机水平的大学生注册的社交网络

个数多 ， 说明其搜索健康知识 的渠道多 ， 可参考 、

对 比的健康知识来源较丰富 ， 其鉴别 网络健康信息

的能力得以增强 ， 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生 的互动性电

子健康素养得分 。

３ ． ２ ． ６ 对搜索 的健康知识是否有信心 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 ， 大学生有信心获取健康知识 、 认为使用

互联网获取的健康知识对健康决策有用 ， 其电子健

康素养水平就越高 ， 这与张筱晗的研究相一致
［

３
］

。

以往研究表明 ， 如果受访者觉得
一些平 台对健康决

策有用 ， 他们会更加愿意继续使用并推荐给其他

人 ， 其他人也会更有信心将其中 的健康信息应用于

自身
［

１ ８
］

。 同时对搜索 的健康知识有信心 的大学生

可能对健康知识有较高的选择和批判能力 ， 故在互

动性和批判性电子健康素养上得分较高 。 并且根据

以往研究显示 ， 大学生对 自 己搜索到 的健康知识没

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是 目前网络健康知识信息数量庞

大 ， 质量参差不齐 ， 需要大学生 自 行寻找与判断真

伪 。 这提示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监管健康信息 内

容 ， 审查电子健康平台资质 ， 为大学生更好地利用

提供保障 。

３ ． ２ ． ７ 学生鉴别网络健康知识 的方法个数 本研

究结果显示 ， 大学生鉴别 网 络健康知识 的方法个

数越多 ， 其 电 子健康素养水平也就越高 。 这与李

少杰 、 李信等研究相一致
［

１ １
’

１ ６
］

。 学生鉴别 网 络健

康知识的方法 的个数越多 ， 反映 出 该学生可能对

网络健康信息 的鉴别渠道越广泛 ， 其对健康知识

的理解 、 分析能力得 以 强化 ， 影 响其在批判性 电

子健康素养上 的得分 。 因此 ， 高校可考虑提供更

多 的 网络健康知识获取渠道 ， 设立专兼职健康指

导老师来帮助学生鉴别 网 络健康知识 ， 逐步提升

其电子健康素养 。

综上所述 ， 本次调查的河南省 ４ 所高校大学生

的整体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 其影 响 因素包括户

籍 、 对 自 己健康的关注程度 、 学 习成绩等 。 建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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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根据影响 因素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 注

重培养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 ，
以促进在校大学生

的健康生活方式水平提升 。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仅在河南省 ４ 所高校发放问

卷 ， 同时调查对象多为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 影 响研

究的代表性及成果的推广度 。 后续可增大多 中 心 、

跨省市的大样本调查 ， 同时开展质性访谈研究 ， 从

而更加全面 、 深入了解在校大学生 的 电子健康素养

现状 ， 为后期开展精准干预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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