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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发展研究

陈怡帆，任慧玲∗，孙　 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通过分析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年代分布特点、核心期刊、重要作者和研究热点，探索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

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国内公众健康信息学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利用 ＴＤＡ、Ｅｘｃｅｌ 等工具，从时间、期刊和

作者分布三方面对 ＳＣＩＥ 数据库收录的公众健康信息学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时空维度分析，再进行关键词和高频被引文献分

析。 从发文量来看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发展比较平缓，核心期刊包括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与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重
要作者有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Ｋｅｓｅｌｍａｎ Ａｌｌａ 等。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热点包括基本问题、卫生系统和个人健康

记录、健康传播和患者教育以及医学信息学相关学科。 高频被引文献内容涵盖公众健康信息学科，公众健康信息系统，电子

病历和个人健康记录，互联网对公众健康行为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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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健康信息学（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ＣＨＩ）是医学信息学的分支学科，是分析公众对健康

信息的需求，研究和实施公众获取所需健康信息的

方法，建立公众健康信息需求模型，并将其整合入医

学信息系统的一门科学［１］。 随着健康信息技术的

发展、循证医学的兴起以及医疗模式由医生家长式

向患者参与式的转变，医学信息学的研究视角由传

统的以医生和医疗卫生管理者为中心，逐渐转变为

以公众为中心。 这一转变旨在提高公众参与健康决

策的积极性和有效性［２］，同时也促进了公众健康信

息学的产生与发展。 １９９４ 年国际健康信息学协会

关于健康 ／医学信息学教育第五次工作会议 （５ｔ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上 加 拿 大 研 究 者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Ｋ 首次提出公众健康信息学理念［３］，指出

未来医疗保健改革的重点领域应涉及健康信息学的



四个方面，包括卫生信息互联网建设、病人记录自动

化、决策和评价数据库建设和公众健康教育。 之后

的 ２０ 年，公众健康信息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吸引

了国外研究者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研究。 国内研

究者也逐渐关注公众健康信息学，但所开展的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外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进行较详尽的综述和分析，希
望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推动国内公众健康信息学的进一步发展。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 数据库。 通过对比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 Ｕｓ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等不同检索方式的检

索结果，最终以“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为关

键词进行研究文献检索，不限定文献年限（检索时

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数 据 分 析 工 具 选 择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软件。 将检出文献的题录数

据转换为 ｘｌｓ 格式并导入，题录数据内容包括标题、
关键词、作者和被引频次等满足分析需求的参数。
共检索命中文献 １６６ 篇，其中期刊论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５ 篇、综述（Ｒｅｖｉｅｗ）１７ 篇、会议文献（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１６ 篇、编辑素材（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６ 篇、图书

章节 （ Ｂｏｏ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１ 篇 和 会 议 摘 要 （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 篇。

２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时空分布

２．１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时间分布

研究文献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是衡量某领域

发展的重要指标，对该领域所处阶段的评价和发展

趋势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４］。 在公众健康信息学

理念产生的 ２０ 年中，国外发表期刊论文与综述 １４２
篇，年均约 ７ 篇。 从图 １ 可以看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年国

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开始升温，文献量在小幅度

波动的情况下逐年上升；２００８ 年公众健康信息学文

献量达到第一个顶峰；经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的徘徊期

后，２０１１ 年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得到国外研究者更

多的关注，文献量呈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文

献数量可能受数据库收录时间延迟的影响尚不能反

映近两年的真实数据，暂不做讨论。 从总发文量、年
均发文量可以看出，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发

展比较平缓，并未成熟。 所绘趋势线表明公众健康

信息学研究文献量将呈上升趋势，未来公众健康学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除期刊论文与综述之外，国外学术会议也对公

众健康信息学的概念、发展和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如 １９９９ 年健康信息学大挑战会议（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和 ２０００
年信息时代医学教育和培训的认知和社会学基础研

讨会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等［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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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ＨＩ

２．２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期刊分布

对某领域研究文献的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可以

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期刊，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重

要的信息源。 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发表在 ５８
种期刊中，分别为专科医学领域 ２６ 种、医学信息

学领域 １２ 种、预防医学和社会医学领域 １１ 种、计
算机科学 ４ 种，系统与工程科学领域 ３ 种、自然科

学领域 ２ 种。 可见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内容涉

及多学科领域，可以利用计算机科学、系统与工程

科学技术，借鉴医学信息学、预防医学和社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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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方法，探讨各专科医学如何更好地满足公

众需求。
表 １ 显示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重要期刊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等。 将 ５８ 种期刊按照

载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划分载文总数大约相等的

三个区域。 各区域期刊数目成 ２ ∶ ９ ∶ ４７ 的关系，约等

于 １ ∶ ５ ∶ ５２，符合布拉德夫定律［７］，由此确认前两种

期刊为公众健康信息学较核心的期刊。 医学互联网

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一本

加拿大季刊。 该刊创办于 １９９９ 年，是开放获取的同

行评议期刊，也是互联网健康联盟的官方杂志，２０１２
年影响因子 ４．７。 收录文献主要包括利用互联网及

相关技术对医疗保健领域的信息和通信进行的研

究；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是 １９７１ 年创办一本爱尔兰月

刊，办刊宗旨是为医学信息学领域相关原始研究和

综述性研究提供国际性传播平台［７］。

表 １　 刊载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文献前 ５ 位的期刊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ｏｐ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ＨＩ

期刊名称 ＩＦ 值 国家 ＩＳＳＮ 频率 载文数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 １．４７７ 加拿大 １４３８－８８７１ 季刊 ３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４１４ 爱尔兰 １３８６－５０５６ 月刊 １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期刊 ３．６０９ 美国 １０６７－５０２７ 双月刊 １８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医学信息方法 １．５３２ 德国 ００２６－１２７０ 双月刊 １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 ４．０４４ 美国 ０７４９－３７９７ 月刊 ７

２．３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作者分布

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可识别公众健康信

息学领域内的高产作者。 本文从均一作者和第一作

者两个角度对高产作者进行对比分析。 １６６ 篇文献

涉及 ４９３ 位均一作者，其中第一作者 １４１ 位。 根据

普赖斯定律“高产作者中最低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

数（Ｍ）等于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ｎｍａｘ）的平方根

的 ０．７４９ 倍”，即 Ｍ＝ ０．７４９（ｎｍａｘ） １ ／ ２ ［８］。 通过计算得

出最低产作者发文量应大于等于 ２，由此从第一作

者和均一作者的角度分别列举出部分高产作者（见
表 ２）。 从均一和第一作者两个角度比较，高产作者

名单和发文数发生了明显变化。 发文数变化不大的

研究者有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Ｋｅｓｅｌｍａｎ Ａｌｌａ、Ｍｏｅｈｒ
ＪＲ 和 Ｔｕｉｌ Ｗｏｕｔｅｒ Ｓ．，这几位作者是公众健康信息学

领域内核心和高产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该领

域的研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本文文献计量的角度来

看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 博士可以说是公众健康信息

学领域的创始人和带头人之一。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就职于德国海德堡大学临床社会医学系，
创立并领导了互联网医学和电子健康研究小组，通
过发展“信任标记”和“透明标记”探索互联网健康

信息的标准化建设。 ２００２ 年至今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担任多

伦多大学卫生政策管理和评价中心专家。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任职国际医学信息协会公众健康信息学工

作组主席。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专

著和文章，发起并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医学互联网国

际会议，创立并主编了《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最
先提出“公众健康信息学”是分析公众对健康信息

的需求，研究和实施公众获取所需健康信息的方法，
建立公众健康信息需求模型，并将其整合入医学信

息系统的一门科学，为公众健康信息学的发展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９］。
表 ２　 公众健康信息学领域部分高产作者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

均一作者 发文数 第一作者 发文数

Ｚｅｎｇ， ＱＴ ７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 ５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ＰＦ ６ Ｋｅｓｅｌｍａｎ， Ａｌｌａ ４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 ６ Ｍｏｅｈｒ， ＪＲ ３

Ｋｅｓｅｌｍａｎ， Ａｌｌａ ５ Ｔｕｉｌ， Ｗｏｕｔｅｒ Ｓ． ３

Ｂｅｒｎｓｔａｍ， Ｅｌｍｅｒ Ｖ． ４ Ｂｅｒｎｓｔａｍ， Ｅｌｍｅｒ Ｖ． ２

Ｈａｕｘ， Ｒ ３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ＰＦ ２

Ｍｅｒｉｃ⁃Ｂｅｒｎｓｔａｍ， Ｆｕｎｄａ ３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Ｌｕｑｕｅ， Ｌｕｉｓ ２

Ｍｏｅｈｒ， ＪＲ ３ Ｈｉｍｍｅｌ，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２

Ｓｍｉｔｈ，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Ａｒｎｏｔｔ ３ Ｋａｐｌａｎ， Ｂ ２

Ｔｕｉｌ， Ｗｏｕｔｅｒ Ｓ． ３ Ｚｅｎｇ， Ｑ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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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ｓ）是文献内容的精炼和概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研究

热点、关键技术和应用领域。 １６６ 篇文献出现作者

关键词（ＤＥ）与数据库附加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
共 ７２４ 个， 总频次 １ ５８４ 次， 篇均关键 词 约 为

９．５ 次 ／篇。 按照关键词出现频次由高至低排列，选

择前 １０ 个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 表 ３ 列举了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 年、１９９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的高频关

键词。 可以看出，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依托于生物

信息、智能医疗等现代化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互联

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主要应用于卫生保健领域 （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探讨公众在初级保健、社区保健、家庭保健、
危重病照顾、老年人照顾、自我照顾等过程中的信息

需求、成本效益、信息质量等问题。

表 ３　 不同时间段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１０１３ 年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热点主要涵

盖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公众健康信息（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基本问题。 主要包括药物信

息、疾病信息、患者信息等，探讨公众对健康信息的

需求特点、信息检索、信息交换、信息管理、信息利用

和共享、信息评价等研究；第二，关于卫生系统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和个人健康记录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 主要包括医院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
专家系统、护理信息系统、咨询系统等系统建设和应

用相关问题的分析，以及针对个人健康记录及与之

相关的电子医疗记录、电子健康档案的内涵、优劣势

分析、应用领域等问题的研究，并探索两者的整合；
第三，关于健康传播（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患者

教育（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方面。 主要包括医生—患

者、医生—医生和患者—患者的沟通教育技巧、途径

和开展等问题的研究。 第四，是公众健康信息学的

所属学科———医学信息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相关

文献的研究。 主要包括生物医学信息学、口腔医学

信息学等医学信息学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发展

趋势等方面的讨论。
按照时间顺序把公众健康信息学二十年的研究

时间分为前后十年，即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 年的研究、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对比前后十年的高频关键词的变化

反映学科发展重点的变迁。 分析发现，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３

年间研究侧重点主要包括公众健康信息学相关的标

准建设（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伦理学（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Ｅｔｈｉｃｓ）以及

公 众 对 卫 生 保 健 的 参 与 问 题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与前十年相比，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研究

者对公众健康信息、个人健康记录、健康传播和健康

行为（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关键词

“患者教育”和“公众参与”的排序虽然下降，但出现

频次增多；标准和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减少。 可见

最初公众健康信息研究关注基础的理论和宽泛的问

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系统的增加，研究内

容逐渐深入细致，更多地关注应用和实践问题，如个

人健康记录的普及、健康行为的培养等。

４　 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高频被引文

献分析

　 　 对文献进行引用分析可以获得研究领域内影响

力较大、质量较高的文献。 １６６ 篇文献总被引次数

为 ３ １９８ 次，篇均被引次数约 １９．３ 次。 取被引次数

之和大于总被引次数 １ ／ ３ 的文献作为高频被引文

献。 ８ 篇高频被引文献内容涵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

究的四个方面：公众健康信息学科，公众健康信息系

统，电子病历和个人健康记录，互联网对公众健康行

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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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高频被引文献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ｉｔ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序号 题名 被引频次

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８

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１９９

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１８５

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１２１

５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ｕｔｕｒｅ １１６

６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１６

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Ｈ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２００４ ＡＣＭ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１０１

８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１００

４．１　 公众健康信息学科基础研究

《公众健康信息学最新进展》描述了公众健康

信息学产生的背景，提出了公众健康信息学的定义，
分析了学科主要研究内容。 文中 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 Ｇｕｎｔｈｅｒ
提出的公众健康信息学概念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使

用，由此确定了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１］。
４．２　 公众健康信息系统的研究

《基于计算机、以用户为中心的健康信息 ／支持

系统的影响》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公众健康

信息学系统 ＣＨＥＳＳ 对 ＨＩＶ 患者的影响，发现健康

支持系统可以提高用户的生活积极性、认知功能、社
会支持和健康活动参与度， 减少消极情绪［１０］。
ＣＨＥＳ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健康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中心开发的综合性健康促进支持系统，是公众健康

领域开发较早、应用较为成功的系统，对其他系统的

开发有很多示范和借鉴作用。 《卫生信息系统———
过去，现在和将来》综述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程和

未来发展策略［１１］。 两篇文献论证了公众健康信息

系统建立的意义，肯定了目前信息系统建设取得的

进步和成果，建议研究者提升战略高度，通过加强信

息学教育和加强跨机构合作等方式，探索更新颖、更
成熟的公众健康信息系统构建原则。
４．３　 电子病历和个人健康记录

《个人健康记录：定义，优势，克服应用障碍的

策略》总结了个人健康记录（ＰＨＲ）的定义、系统特

点、技术构架、优势、应用障碍和提高应用的策

略［１２］。 《研究文献综述：电子病历的定义，使用，内
容和影响》 则回顾了电子病历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ＨＲ）主要研究文献，综述了 ＥＨＲ 的数据

内容、完整性和准确性问题以及发展面临的挑

战［１３］。 《影响电子病历系统应用的因素和力量》总
结了美国医学信息学会研讨会对电子病历（ＥＨＲ）

应用问题的讨论［１４］。 ＰＨＲ 和 ＨＥＲ 作为公众健康信

息学、临床医学信息学的关键问题，将持续受到该领

域的关注。 此三篇文献较全面地介绍了 ＰＨＲ 和

ＨＥＲ 的基本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４．４　 互联网对公众健康行为的影响

《患者使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这种情况如

何影响医患关系》探讨了公众利用互联网搜索医学

相关知识的情境，并展望了公众健康信息学发展的

前提下，医患关系的方向发展［１５］。 《利用互联网和

移动电话技术提供自动化物理活动计划：随机对照

试验》对英国成年人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基于

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行为支持系统能够显著提高健

康成人的物理活动水平［１６］。 两篇文献共同关注了

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发展对公众健康带来的变革和影

响，目前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发展变化，信息

认知、信息质量、移动传播、远程信息呈现等内容无

疑是未来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５　 讨　 论

随着公众对健康信息关注的不断提升，公众健

康信息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在稳步发展。 本文采用文

献计量学方法通过对当前发表文献的统计来反映国

外该领域的发展状况，以 ＳＣＩＥ 为数据源，对 １９９４ 年

至今二十年间公众健康信息学领域的发展进行分

析，包括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时间分布、作者

分布、期刊分布及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但本文的

分析对象仅包括“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作为

关键词的文献，所以只能说从文献计量的角度梳理

了国外公众健康信息学研究的整体概况，没有包括

学科发展全部细节的研究。 本文最后重点分析了该

领域的 ８ 篇高频被引文献，概括国外公众健康信息

学领域高影响力的研究内容及研究特点，将对国内

公众健康信息学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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