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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科普是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关键手段& 为进一步推进健康科普知识普及行动%传播主动

健康理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医学科学院#对如何在公立医院中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

位的健康科普体系进行了实践探索& 该文从健康科普体系的核心要素'构建要求'运行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

了阐述%并就如何搭建科普资源共享信息化平台'制定科普规范标准'建设健康科普基地和应用推广等进行了

策略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康知识普及提供借鉴&

!!!关键词"!健康科普$!主动健康$!服务体系$!全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9' ;*2&1#$&$'$&1 ;&13& ;&'

!!<8/%%&6*313=>6/??@6%19' ;*2&16$&$'6&16%2

!"#$%&'()%*'*+#&',(),-%*,%*.(&/,()%*%0' 0/$$$)0-,1,$-2-'$(2.,)-*,-#%#/$'&)3'()%*.1.(-4)*#/5$),2%.6

#)('$./*+-&(2-5',78&%/*+%0#&%',()9-2-'$(2:!"#$%&'()*% +",-./%*01(%% +",-.20&'3%&'% !456%%

!4,-./%&% !"#$%()*&% +",-./%*07)*&% $,-.8%*&90&':;(6<60=>6?@+0@=%A*>0B.)*&'C%D()*&' ,)A0&0E0)@

F6'%0&".)*&'C%,G*H6EI0BJ6H%G*>KG%6&G6@#% -*&&%&' )*&&$%% L(%&*

!!(;5.(&',()!AB.0CD ?7/B@7BE8EF0.G/H.C/8@ /?.IBJ-B.@?C8/-EG8KBCDBDB.0CD 0/CBG.7J8LCDBB@C/GBE8EF0.C/8@6

M@ 8G<BGC8LFGCDBGEG8-8CBCDBE8EF0.G/H.C/8@ .7C/8@ 8LDB.0CD ?7/B@7BI@8N0B<OB.@< </??B-/@.CBCDB78@7BEC8LEG8.7C/KB

DB.0CD% CDBPB8E0BQ?A8?E/C.08LRF.@OS/TDF.@O"FC8@8-8F?:BO/8@"RF.@OS/"7.<B-J8LUB</7.0(7/B@7B?# D.?78@,

<F7CB< .EG.7C/7.0BSE08G.C/8@ 8@ D8NC878@?CGF7C.@ B@C/GBE8EF0.C/8@% LF000/LB7J70B.@< .00,.G8F@< DB.0CD ?7/B@7BE8E,

F0.G/H.C/8@ ?J?CB-/@ EFV0/7D8?E/C.0?6WD/?E.EBGBSE8F@<?CDB78GBB0B-B@C?% 78@?CGF7C/8@ GB5F/GB-B@C?.@< 8EBG.C/8@

-.@.OB-B@C-8<B8LCDBDB.0CD ?7/B@7BE8EF0.G/H.C/8@ ?J?CB-% .@< .@.0JHB??CG.CBO/B?LG8-CDB.?EB7C?8LD8NC8VF/0<

.@ /@L8G-.C/8@ E0.CL8G-L8G?7/B@7BE8EF0.G/H.C/8@ GB?8FG7B??D.G/@O% L8G-F0.CB@8G-?.@< ?C.@<.G<?L8G?7/B@7BE8EF,

0.G/H.C/8@% VF/0< .DB.0CD ?7/B@7BE8EF0.G/H.C/8@ V.?B.@< EG8-8CBCDB.EE0/7.C/8@% EG8K/</@OGBLBGB@7BL8GLFGCDBGEG8,

-8C/@ODB.0CD I@8N0B<OBE8EF0.G/H.C/8@ /@ CDBB@C/GBE8EF0.C/8@6

!!(<-1 =%&+.)!AB.0CD ?7/B@7BE8EF0.G/H.C/8@$!PG8.7C/KBDB.0CD$!(BGK/7B?J?CB-$!XF000/LB7J70B

!!健康科普是增强主动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的

重要保障(%)

%而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开展健康素养

促进工作%是提高全民健康科学素质的重要方法($,))

& 调

查显示%$&$*年广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Y%&Z

(1)

&

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与健康结局直接相关%因此公立

医院医务人员如何高效主动进行全民健康科普工作%

提高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

题& 传统医疗行业健康科普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覆

盖面和影响力小& 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健康背景%对

公立医院如何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体系进行探

索%重点阐述健康科普体系的核心要素'构建要求和

运行管理模式%并就如何搭建科普资源共享信息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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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制定科普规范标准'建设健康科普基地和应用推

广等进行策略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康知识普及

提供借鉴&

>: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体系的核心要素

+主动健康,的概念是在 $&%)年科技部联合多部

门印发的-数字医疗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提

出%主要是强调以健康为中心%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以改善健康行为为目的%通过健康教育等

方式进行主动干预%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

平的目的(9)

& 主动健康是新兴的医学模式%而健康科

普是提高人们主动健康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主动

健康模式发展的关键要素(2)

& 主动健康模式提出应

拓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内容%形成多元化的主动健

康教育和健康科普服务供给格局%创新主动健康教育

和健康科普服务提供方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

院"广西医学科学院#坚持政府引导'医院主导'统筹

推进的原则%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信息

化'精准化"以下简称+六化,#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

健康科普工作%进一步探索构建公立医院全生命周期

健康科普体系&

>?>: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健康科普工作专业化

%Y%Y%!健康科普队伍专业化!注重健康科普人才梯

队培养%构建全生命周期多学科协作健康科普团队工

作机制%建立完善的健康科普人才培养制度& 定期组

织开展健康科普团队业务培训%将科普意识深入医务

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提高医务人员健康科普的积极

性及参与度& 每个业务科室均设置健康管理师和健

康科普专员%负责科室健康科普管理工作'制作与专

科疾病相关的健康科普作品'策划线上线下健康科普

活动& 医院设置专职健康科普干事%主要负责推进全

院健康科普相关工作%与各专科健康科普专员联系%

实施多学科团队协作%并根据健康科普知识框架%制

作健康科普作品&

%Y%Y$!成立健康科普专家库!健康科普需要具有科

学性'专业性%应从管理机制'专家队伍建设及权威

平台搭建推广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建

设(3)

& 开展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遴选%专家库成员包

括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营养学'心理学等多个健康教

育相关领域的副高以上职称专家& 通过制定健康科

普专家库管理办法%加强专家库建设与运作机制%进

一步明确专家库成员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及考核机

制& 科普专家库成员主要负责参与健康科普管理体

系建设%拟定相关的健康科普工作计划%参与健康科

普资料的编写'审核等工作%为健康科普资源库提供

高质量'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科普知识资料&

>?@:总结实践经验%推进健康科普工作标准化!依

托医院标准化建设平台%制定并申报广西地方标准

-医疗机构健康科普发布指南.%明确规定了广西区内

医疗机构健康科普发布内容的范围'基本要求'发布

原则'发布管理'发布流程"起草'审核'发布'传播'质

量管理#& 同时%我们起草了-五级主动健康中心健康

科普基地建设标准.%旨在推进广西区域医疗机构规

范化落实健康科普基地建设%为促进有效开展健康科

普工作提供标准化参考%进一步推动实现广西+% _

%' _%%% _%%%2 _%'%1',省=自治区/市/县/镇/村

五级全覆盖的健康科普工作协同发展大格局&

>?A:完善工作机制%助推健康科普工作规范化!通

过构建+一委两库三机制,的运行管理模式%制定公

立医院健康科普工作组织架构'人员设置'岗位职责

以及日常运行管理制度& +一委,!健康科普工作委

员会& +两库,!健康科普专家库'健康科普资源库&

+三机制,!健康科普基地运行管理工作机制%医务人

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健康科普作品审

核与发布管理制度& 通过制定-健康科普基地运行

管理工作机制.%促进健康科普基地的规范化'系统

化管理%逐步完善健康科普基地的建设%促进基地发

展& 建立-健康科普作品审核与发布管理制度.%明

确规定健康科普创作原则及传播要求'健康科普审

核管理规定'制定审核工作流程& 结合医院实际%我

们建立了-健康科普工作奖励办法.%支持并鼓励医

务人员创作和发布优质健康科普作品'细化医务人

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激励考核的内容和指标%推动

科学有序地开展科普工作&

>?B:强化资源管理%助力健康科普工作系统化

%Y'Y%!学科分类管理%建成健康科普知识完整体系

传统医疗行业健康科普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覆盖

面和影响力小& 加强对健康科普知识和指南的分类

管理%形成一套涵盖多学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科普知识体系%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关键& 健

康科普知识体系的搭建需对收集到的各类知识进行

筛选和整理%然后按照领域'主题和层次进行分类%

分析知识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实现知识的整合

与互通& 健康科普知识体系必须以清晰的知识框架

存入健康科普资源库%才能方便后续定期更新知识

体系%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健康科普知识

架构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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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健康科普知识架构图

%Y'Y$!对标系列标准%构建五级健康科普基地体系

健康科普基地的目标是以群众的实际健康需求为导

向%通过整合优质的医疗资源%采用融媒体'数字化'

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健康科普知识进行多维

化'立体化展示%让健康科普教育生动有趣%接地气%

更具有实用性(%&)

& 聚焦群众身体健康安全'群众关

心的问题%针对广西健康科普事业处于初步阶段的实

际%基于自治区级中心为核心%对标拟订的系列标准%

构建五级主动健康中心%建设标准化五级主动健康科

普基地& 一级主动健康中心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医疗单位%二级为市级医疗单位%三级为县"区'市#级

医疗单位%四级为镇级医疗单位%五级为村级医疗单

位& 依托五级主动健康中心建设广西地区+% _%' _

%%% _%%%2 _%'%1',省=自治区/市/县/镇/村五

级主动健康科普基地%发挥典型示范'带动辐射作用%

打造影响广泛的健康科普基地品牌%统筹 %' 个地级

市健康科普工作协调发展&

%Y'Y*!扩展宣传渠道%开拓多维度健康科普体系!

全面开展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形成+一报"院报#'两

网"医院官方网站'院内网#'三微"微信服务号'微信

订阅号'新浪微博号#'多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

新媒体多维度运作体系& 我们充分利用新媒体%多维

度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形成了线上线下多媒体健康科

普融媒体矩阵%打造出了公立医院的健康科普传播品

牌& 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创新健康科普传播形式&

依托线上宣传平台推出-今日科普.-有医说医.等健

康科普栏目%采用科普图文'微视频'情景表演'动画'

动漫_讲解等丰富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疾

病症状'发病机制'治疗方式'预防手段等%向公众推

送健康科普知识& 二是优化健康科普知识传播渠道&

一方面与人民网'新华社'-健康报.等媒体平台深度

融合发展%构建健康科普新格局& 另一方面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开展健康科普+三共,"平台共建'作品共创'活动共

办#合作%共同打造-有此医说.健康科普视频%承办

健康广西科普沙龙活动& 另外%还通过积极参加各级

各类健康科普活动%如组织举办医院健康科普技能大

赛"已举办 *届#%参加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广西

十佳科普使者选拔赛'八桂科普大行动'全国科普日

以及健康中国行暨健康八桂行主题宣传服务等%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将健康科普传播融入活动中&

>?C:创新工作方式%实现健康科普体系信息化

%Y)Y%!建立全生命周期多学科协作健康科普资源共

享信息化平台!通过建设+* _% _$,健康管理云平

台%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后等阶段问诊及科普宣

教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科普服务%促进人民群众主动

健康& +*,即三大数据库%指门诊数据库'住院数据

库'体检数据库$+%,即一个大数据中心$+$,即两大

平台%指多学科健康管理平台和主动健康管理平台&

该信息化平台能有效地将医院'社区'家庭等相关健

康信息和健康服务有效结合在一起%开展常见疾病的

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管理%实现对接体检报告数

据'门诊就诊数据'住院检查数据等%实现诊疗'病理'

检验系统'影像等资源数据共享%实现从体检到门诊%

连接住院的多学科全程连续闭环管理& 健康科普信

息化平台作为打开健康科普的窗口%开展健康知识普

及%提供社会健康公益服务%为个体及人群提供多学

科协作健康科普教育%是健康管理中的首要环节& 实

践并推广多学科协作健康科普平台%强化主动健康和

以人为本理念%实现从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到疾病预防

和诊疗全覆盖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 健康科普专

员负责与健康管理师紧密联系%与团队协作构建健康

科普知识框架%制作相应的健康科普作品& 健康管理

师负责利用多学科健康管理平台和主动健康管理平

台将健康科普资料精准推送至患者端%进行远程线上

科普'远程医疗管理&

%Y)Y$!建立信息化健康科普资源库!通过整合公立

医院内多学科团队协作资源%依托现有的院内+* _

% _$,健康管理云平台%汇集全方位的健康科普知识%

实现了科普资源库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健康科普资

源库内的科普资料分为视频类'图文类& 所有科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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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已进行分类汇总%标注适用科室及疾病& 医疗工

作人员可根据病种'适用科室'科普资料类型'医药卫

生图书分类'资料标题分类进行选择&

>?D: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健康科普工作精准化!

依托+* _% _$,健康管理云平台及数字化技术手段%

将健康科普内容设置标签& 医护人员可根据标签搜

索相关健康科普内容%实现自动'智能'精准推送健康

科普内容& 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场景%充分考虑受众

的个人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个体化的健康科普

知识%多形式'多渠道'多平台普及健康知识%实现健

康科普知识的精准高效传播&

@: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体系建设的启示

@?>:做好健康科普顶层设计!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

体系建设需要投入众多人力物力%需要整个医院自上

而下地支持和贯彻落实(%%)

& 医疗机构立足临床实践%

将健康科普与医院管理和学科建设相结合%结合医院

多个学科优势%整合现有医疗资源%集合医院庞大的

医疗队伍%探索构建健康科普体系& 提炼群众最想知

道'最应该知道'最易误解的科普知识%发掘优质健康

科普选题%为群众提供最专业'便捷有效的就医和健

康指导& 同时%成立健康科普专家库%发挥医疗领域带

头人的指导性'权威性%使医疗科普更加具有科学性&

@?@:激发医护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医疗机构作

为医疗救治的场所%是健康科普中的主体%健康科普工

作是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能发挥向社会公众开

展健康科普教育'宣传和示范的作用(%%%$,%*)

& 三级医院

新媒体传播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医院在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传播的内容中%医学科普文章的发表量'阅读量

和影响力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文章都高(%')

& 应加大激励

政策%如为优秀的健康科普团队或个人提供奖励和荣

誉%以激发他们及更多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A:多渠道'多平台传播开展健康科普工作!随着

信息化时代到来%传统媒介的传播速度及获取信息已

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医院健康科普发布应坚持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互补%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多

平台传播%形成一套+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科普发

布新模式(%1)

& 医务人员应借助科技进步的优势%根

据全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特点和优势%融合媒体创

新医学科普(%9)

& 由于新媒体异常迅速的信息传播速

度及广泛的传播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传递

的即时性及广泛性%因此%新媒体在健康科普中的作

用不容忽视& 然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充满了机遇的同

时也充满了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利于群众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海量信息掺杂了伪医

学科普%真假难辨& 因此%依托公立医院为载体%基于

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全媒体信息传播手段的远程健

康科普模式推动健康科普的发展%将为全民健康科普

提供新的方向&

A:结语

综上所述%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体系的建设需

整合各方面资源'多方面协作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

以学科发展战略为指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让主动健康理念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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