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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工具

  问卷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1部分为“基本信

息”,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和抖音

使用经验等;第2部分为“抖音预约挂号服务使用情

况”,包括患者对抖音预约挂号服务的知晓、利用情

况以及相关的因素。

  (三)数据分析方法

  使用Excel
 

2016进行数据整理,并运用SPSS
 

27.0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人口学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使用智能导诊的用户中,从年

龄分布来看,464名患者中,30~45岁居多,其次是

18~29岁和46~60岁,60岁以上较少;从性别来

看,调查对象中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患者,这与

选取的样本为妇幼、妇产医院实际相符;从婚姻状

况看,多数人为已婚(79.1%);从教育程度来看,大
学本科最多,其次是大专和高中及以下学历,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占比不高;从个人月收入来看,3
 

001~
8

 

000元占57.6%,占比超过半数;从职业来看,固
定职业人数最多;从每天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间来

看,6
 

h及以上人数最多,达34.1%,近半数患者手

机/电脑使用时间超3
 

h/天;从网上购物(包括购物

网站、购物App、微信、抖音等)的频率来看,每周网

购2~3次和几乎每天网购的患者居多,占比分别为

33.6%和23.5%(表1)。

  (二)抖音门诊预约挂号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1.基本情况。研究调查了受访者对医院抖音

号及其预约挂号功能的知晓与使用情况,有195人

(42.0%)表示知晓医院已经开通了抖音门诊预约

挂号,但仅有38人(8.2%)表示曾经使用过医院的

抖音号进行预约挂号,绝大多数受访者(91.8%)尚
未使用抖音平台进行预约挂号,这反映出公众对于

抖音号在医疗服务中应用的知晓度不高或使用习

惯尚未形成(图1)。在曾经使用过本院的抖音号预

约挂号的38人中,最近一次使用抖音预约挂号的时

间占比最大的是1个月内(26.3%),其次是1周内

(21.0%)。

  2.抖音门诊预约挂号被推荐情况。研究进一

步探讨了医务人员及其他人对患者使用抖音预约

挂号服务的推荐情况。数据显示,有210名受访者

表示曾接受过医务人员的推荐,占总调查人数的

表1 调查对象人口学信息

特征 n
构成比

/%

年龄/岁 18~29 108 23.3

30~45 281 60.6

46~60
 

58 12.5

>60
 

17
 

3.6

性别 男
 

98 21.1

女 366 78.9

婚姻状况 已婚 367 79.1

未婚
 

77 16.6

离婚
 

13
 

2.8

丧偶
  

4
 

0.9

其他
  

3
 

0.6

常住地 城市 396 85.3

农村
 

68 14.7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
 

8.6

高中或中专
 

82 17.7

大专 136 29.3

大学本科 183 39.4

研究生及以上
 

23
 

5.0

个人月收入/元 ≤3
 

000
 

59 12.7

3
 

001~5
 

000 160 34.5

5
 

001~8
 

000 107 23.1

8
 

001~10
 

000
 

66 14.2

>10
 

000
 

72 15.5

职业 固定职业 331 71.3

自由职业 101 21.8

未就业
 

32
 

6.9

手机或电脑每天使用时间/h<1
 

23
 

5.0

1~2
 

43
 

9.3

2~3
 

73 15.7

3~4
 

81 17.5

4~5
 

45
 

9.7

5~6
 

41
 

8.8

>6 158 34.0

网上购物情况 几乎每天 109 23.5

2~3次/周 156 33.6

1次/周
 

72 15.5

1~2次/月 101 21.8

几乎没有
 

14
 

3.0

从来没有
 

12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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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近一次抖音预约挂号的时间

45.3%。这表明医务人员在推广抖音预约挂号服务

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除了医务人员外,其他推荐

方式的使用情况显示,103名受访者表示有其他人

向其推荐使用抖音预约挂号,占22.2%,这可能包

括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非医务人员的推荐。可以

看出医务人员对受访者使用抖音预约挂号服务的

推荐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对于医院管理层制定

推广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2)。

表2
 

抖音门诊预约挂号被推荐情况

内容 选项 n(%)

医务人员是否有向您推荐抖音门

诊预约挂号

有

没有

210(45.3)

254(54.7)

除医务人员外是否有人推荐抖音

预约挂号

有

没有

103(22.2)

361(77.8)

  3.影响抖音挂号使用的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是否使用过抖音挂号2组人群在性别、
是否使用抖音、每天抖音使用时长、是否有抖音购物

的经历及频率、是否知道本院已经开通抖音号、医务

人员有没有向您推荐抖音预约挂号、除医务人员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向您推荐抖音预约挂号方面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婚姻情况、常住地、
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每天使用手机或电脑

的时间、网上购物的频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3)。

表3 抖音挂号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变量
没有使用过

(n=426)
有使用过

(n=38)
χ2 P

年龄/岁 — 0.283
 18~29 101(23.71) 7(18.42)

 30~45 260(61.03) 21(55.26)

 46~60 50(11.74) 8(21.05)

 >60 15(3.52) 2(5.26)
性别 4.26 0.039
 男 85(19.95) 13(34.21)

 女 341(80.05) 25(65.79)
婚姻状况 — 0.094
 已婚 334(78.40) 33(86.84)

 未婚 75(17.61) 2(5.26)

 离婚 11(2.58) 2(5.26)

 丧偶 3(0.70) 1(2.63)

 其他 3(0.70) 0(0.00)
常住地 0.07 0.785
 城市 363(85.21) 33(86.84)

 农村 63(14.79) 5(13.16)
教育程度 6.55 0.162
 初中及以下 36(8.45) 4(10.53)

 高中或中专 71(16.67) 11(28.95)

 大专 123(28.87) 13(34.21)

 大学本科 174(40.85) 9(23.68)

 研究生及以上 22(5.16) 1(2.63)
个人月收入/元 2.05 0.727
 ≤3

 

000 55(12.91) 4(10.53)

 3
 

001~5
 

000 149(34.98) 11(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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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没有使用过

(n=426)
有使用过

(n=38)
χ2 P

 5
 

001~8
 

000 95(22.30) 12(31.58)

 8
 

001~10
 

000 60(14.08) 6(15.79)

 >10
 

000 67(15.73) 5(13.16)
职业 2.38 0.304
 固定职业 300(70.42) 31(81.58)

 自由职业 95(22.30) 6(15.79)

 未就业 31(7.28) 1(2.63)
是否使用抖音 7.83 0.005
 否 92(21.60) 1(2.63)

 是 334(78.40) 37(97.37)
每天抖音使用时长/min 8.99 0.061
 <15 43(12.87) 6(16.22)

 15~30 53(15.87) 11(29.73)

 31~45 57(17.07) 8(21.62)

 46~60 52(15.57) 6(16.22)

 >60 129(38.62) 6(16.22)
是否知道本院已经开通抖音号 40.82 <0.001
 不知道 289(67.84) 6(15.79)

 知道 137(32.16) 32(84.21)
医务人员有没有向您推荐抖音预约挂号 18.96 <0.001
 没有 246(57.75) 8(21.05)

 有 180(42.25) 30(78.95)
除医务人员外是否有人推荐抖音预约挂号 40.21 <0.001
 没有 347(81.46) 14(36.84)

 有 79(18.54) 24(63.16)
购物频率 2.62 0.758
 几乎每天 100(23.47) 9(23.68)

 每周2~3次 143(33.57) 13(34.21)

 每周1次 65(15.26) 7(18.42)

 每月1~2次 92(21.60) 9(23.68)

 几乎没有 14(3.29) 0(0.00)

 从来没有 12(2.82) 0(0.00)
抖音购物的经历及频率 6.81 0.235
 几乎每天 32(9.58) 2(5.41)

 每周2~3次 59(17.66) 10(27.03)

 每周1次 49(14.67) 9(24.32)

 每月1~2次 125(37.43) 8(21.62)

 几乎没有 57(17.07) 6(16.22)

 从来没有 12(3.59) 2(5.41)

  注:表中数据为n(%)。

  4.影响抖音挂号使用的多因素分析。以是否

使用抖音挂号为因变量,以上述单因素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logistic逐

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抖音使用的因素。结果显示,
性别、使用抖音时长和是否知晓医院有抖音挂号是

影响抖音挂号的主要因素,其中男性患者(OR=
0.208)比女性患者更倾向于使用抖音挂号;抖音使

用时长越长(OR=0.736),使用预约挂号服务的概

率越低;知道抖音预约挂号功能(OR=15.904)的用

户使用服务的概率明显增加(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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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抖音挂号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 P OR 95%
 

CI
性别 -1.569 0.453 11.998 <0.001 0.208 (0.086,0.506)

每天抖音使用时长 -0.306 0.130 5.562 0.018 0.736 (0.571,0.950)

是否知道有抖音预约挂号功能 2.767 0.507 29.736 <0.001 15.904 (5.884,42.988)

常量 -0.197 0.868 0.051 0.821 0.822

  三、讨论与建议

  (一)抖音门诊预约挂号知晓率和使用率较低

  随着互联网、5G移动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移动

智能终端的发展,中国短视频行业也迎来了高速发

展的新阶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10.79亿,较

2022年12月增长了约1
 

109万。同时,网络视频与

短视频的用户基数分别高达10.44亿和10.26亿,
其使用率分别为96.8%和95.2%[4]。本研究发现,
使用过医院的智能导诊平台抖音预约挂号的仅占

8.2%。智能导诊的使用与网络用户不成比例。说

明患者对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医疗预约的认识和接

受度有限,这与学者对抖音平台健康科普短视频传

播效果研究观点一致[5]。1989年,美国学者Davis、

Bagozzi和 Warshaw 共 同 提 出 了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TAM 可用

于解释和预测用户对技术接受和使用行为,作为新

技术,多因素影响其受众接受[6]。后续研究中,可以

考虑运用TAM,构建抖音预约挂号的使用意愿模

型,帮助了解用户对抖音预约挂号功能的态度和感

知易用性。具体而言,用户对抖音预约挂号的使用

意愿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用户

认为该功能能够提高挂号效率和便捷性)和感知易

用性(用户认为该功能易于使用和操作)。此外,

TAM还可以引入其他变量,如感知娱乐性、感知信

任和感 知 兼 容 性,以 更 全 面 地 解 释 用 户 的 使 用

意愿[7]。

  (二)抖音门诊预约挂号的网络生态还未养成

  近期研究显示,健康类短视频的传播在我国正

逐渐成为主流形式,这对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促进

健康生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8]。短视频平台可能成

为健康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可能影响患

者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健康行为[9]。尽管抖音的使用

率较高,但在预约挂号方面,使用抖音的患者却非

常少,说明智能导诊系统中抖音门诊预约挂号使用

的网络生态还未养成。因此,可以从数字媒体在医

疗服务中的潜在作用拓展智能导诊使用的网络生

态。首先,患者对抖音等数字媒体的依赖和使用习

惯表明,医疗机构可以利用该平台进行健康教育和

宣传,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10]。其

次,数字媒体可以作为医患沟通和互动的新渠道,
为其提供便捷的预约挂号、在线咨询和健康信息查

询等服务,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11]。

  (三)
 

医务人员是抖音门诊预约挂号使用的关

键因素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互联网连接产品

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日益普及,传播信息策略也发

生了重大的变革[12]。医务人员是患者和公众健康

信息最信任的信息源,使得医务人员在新技术的采

纳与推广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其推荐行为直接

影响着患者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对于促进创新技

术的广泛使用至关重要[13]。此外,患者对数字媒体

的高度依赖和使用习惯表明,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这

些平台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宣传,提升公众的健

康意识。同时,数字媒体有潜力成为医患互动的新

渠道,提供便捷的预约挂号、在线咨询和健康信息

查询等 服 务,进 而 提 高 医 疗 服 务 的 可 及 性 和 效

率[14]。但这一切的实现均依赖于医务人员在推广

和引导过程中的专业性和积极性[15]。

  有研究表明,将数字技术整合到医疗保健中对

于卫生传播至关重要[16]。本研究也揭示了抖音门

诊预约挂号等医疗服务中的挑战。患者对抖音门

诊预约挂号的认识和接受度有限,医院需要加强对

新兴预约渠道的推广和宣传,提高患者的认知度和

接受度。数字媒体的使用习惯和偏好存在差异,医
院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和干预措施,优化预约挂号服务,提高患者满

意度[17]。医院在开发新的预约挂号系统时,应考虑

到患者的使用习惯和便利性,简化操作流程,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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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安全和隐私保护,以提高患者的使用意愿[18]。
在智能导诊小程序建设初期,管理团队应当深入了

解目标用户群体的使用目的,观察目标患者的操作

习惯,考虑使用群体的需求功能,并将这些因素作

为搭建智能导诊小程序的标准。智能导诊系统的

设计应尽可能适应大多数用户群体的操作习惯,提
升使用的舒适性、友好性和满足感[19]。建设中后

期,管理团队应当根据技术进步、相关政策、市场和

服务需求的变化,及时对各个功能模块、菜单等进

行更新,确保功能模块的建设与时代发展同步,并
不断对平台建设进行探索创新,以更大程度地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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