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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儿童患者的医学科普趣味性视觉化设计分析
——以一型糖尿病绘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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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科普在是医学界向社会大众进行相关内容讲解中必要的一环。而现如今，更多的医学科普

类文章或书籍都使用了大量专业性文字进行讲述，对于儿童来说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以及难以让他们理解其中

蕴含的医学知识。因此在传统的医学科普已无法适应孩子的需要的状况下，趣味性科普类儿童绘本以通俗易懂

的内容，夸张诙谐的笔触，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以及把深奥严肃的医学知识艺术化，使之既通俗化、趣味性

又不缺少科学性的特点，日益得到了孩子的青睐。本文以一型糖尿病幼儿绘本为例，体现面向儿童患者的医学

科普趣味性视觉化设计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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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s explanation of relevant 
cont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Nowadays, more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rticles or books use a large amount of 
professional language to narrate, which is not attractive enough for children and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medical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m. Therefore, in a situation where traditional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 fu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re increasingly favored by 
children with easy to understand content, exaggerated and humorous brushstrokes, unrestrained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th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of profound and serious medical knowledge, making them both popular, interesting, and not 
lacking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ake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of type I diabetes as an example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ing visual desig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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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糖尿病的基本特点

糖尿病是21世纪全球范围中发展最快、最常见、

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全球检测框架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全球行动计

划的具体目标。WHO 对糖尿病的分型诊断方案按病因

学划分为四种：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

其他类型糖尿病 [1]。

糖尿病也是中国居民主要死亡和疾病负担的 NCD

四大疾病之一，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的主要行动指标 [2]。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

数最多的国家，成人患者达 1.16 亿人，20 岁以下的 1

型糖尿病儿童和青少年达 5.7 万人 [3]。

1.2 一型糖尿病儿童患者的基本情况

1 型糖尿病是我国青少年儿童慢性代谢性疾病中

最普遍、最严重的一种疾病。近年来 T1DM 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年增长率为 9%；在地区方面，城市发病率约

为农村的 1.82 倍；在性别方面，女孩发病率高于男

孩 [5]。在病程进展和疾病结果方面，儿童时期发生型

糖尿病的危险性远高于同一时期其他严重的慢性疾病
[6]。

1.3 医学科普视觉化设计的趣味性需求

对大众而言，趣味性是一种精神追求，设计师们

可将趣味性作为创新设计的一个方向，作为与大众相

互沟通的有效手段。我们现处于读图时代，医学科普

视觉化设计若还是文字繁冗，便会导致医学科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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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逐渐与受众生活脱节，从而弱化科普效果。因

此，在现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设计师们必须有意识

地构建大众与医学科普信息之间的交流平台，缩短大

众与医学科普之间的距离感，合理的运用趣味性设计，

使受众获得心情上的愉悦，从而达到科普的效果 [4]。

2 一型糖尿病儿童国内外现状综述

多份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糖化血红蛋白控

制水平相比其他国家情况更糟 [7]。基于临床观察，中

国 1 型糖尿病患者遭受的歧视程度远比 2 型糖尿病更

严重 [12]。由于 1 型糖尿病患者发病时普遍处于求学

阶段，年纪较轻，相比社会传播对 2 型糖尿病的科普

宣传和关注，1 型糖尿病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较低 [10]，

人们普遍对糖尿病分型不了解 [11]。

在 1986 年， 美 国 学 者 Pollock 建 立 的 慢 性

疾 病 适 应 模 型（Adaptation to Chronic Illness 

Model），体现了儿童青少年时期适应慢性疾病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并提出了个人和家庭特征、心理社会

反应、个人和家庭的反应 3 个因素均影响儿童青少年

T1DM 患者疾病的适应结局（代谢控制和生活质量）[8]。

IFD 和国际儿童青少年糖尿病协会（ISPAD）在 2016

年联合启动了一项名为“KiDS”（KiDS and Diabetes 

in Schools program）的专项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在

校师生对糖尿病的认识、减少对糖尿病儿童的歧视、

提高儿童的校园生活品质，帮助教师将糖尿病和健康

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教学 [9]。

3 绘本的发展现状

绘本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在科普届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如今的孩子们越来越重视视觉的冲击力和吸

引力，讲究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统一 [13]。因此许多和医

学科普相关的绘本由此诞生例如：《我是小医生》该

系列绘本选取了与儿童有关的十个健康问题，通过神

话、动漫等方式进行科普，引起孩子的兴趣同时提升

了科普效果，让孩子了解自己的身体、疾病、人体运

转的规律等等，科学地看待生病这件“小事”。《器

官宝宝有话说》系列绘本一套五册，以“器官自述”

为特色，并配以有声读本，带领小读者了解人体重要

器官的构造和不良生活习惯对健康的影响，帮助孩子

们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健康

意识 [14]。

4 以一型糖尿病绘本为例对医学科普绘本的探索

4.1 绘本的内容

一型糖尿病绘本共有 5 册，从第一册《我的血糖

怪兽朋友》开始，讲述的是主人公妞妞在童年时期遇

上了一只名叫“一型糖尿病”的大怪兽，她从一开始

的迷茫，不理解这只怪兽对身体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到最后的慢慢接受并理解怪兽的存在，并与其和谐共

生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册《为什么怪兽跟着我？》

讲述了 1 型糖尿病的基本知识，从获取能量的途径讲

到血糖平衡，由此引出胰岛素，解释了 1 型糖尿病的

发病原因及其常见的发病症状。第三册《你可不可以

走开？》融入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变脸元素，主要介绍

糖尿病高血糖和低血糖的突发状况以及发生时该如何

处理。第四册《你想和我做朋友吗？》主要讲述了四

个攻略，攻略一为知道测血糖的意义以及如何适时地

测量血糖；攻略二为学会如何正确使用胰岛素；攻略

三为学会合理控制饮食；攻略四为通过适当运动来增

进友谊。第五册《我们一起快乐生活》介绍了如何计

算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制定饮食计划，了解影响血糖

的因素，学会用胰岛素笔或胰岛素泵应对生活中的各

种餐食模式。

4.2 绘本特点

4.2.1 从色彩角度分析

由整本书的色彩来看，整套书从封面到里面的插

画都采取了较为明亮，饱和度较高的颜色进行绘制。

通过这种方式，更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同时对

怪兽的处理上，作者采用了玫红色作为主色调，用天

蓝色以及亮黄色进行点缀，既在一定层面上用这种亮

眼的色彩，丰富了怪兽的层次又不同于成人世界里以

暗色系为主色调的怪兽形象，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心

里接受能力，加深孩子们对于一型糖尿病的认知。色

彩还有增强识别记忆的作用，鲜明的色彩搭配便于“小

糖人”理解糖尿病知识并且加深记忆。

4.2.2 从形象设计角度分析

该套书中，在前期的认知阶段中，作者将怪兽的

形象放大与矮小的小朋友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放大

怪兽的形象也体现了当孩子们对于该病不了解时，他

们内心对于一型糖尿病的恐惧与排斥。而在后期的了

解与认知中，孩子慢慢接受了一型糖尿病这个怪兽的

存在，她不再回避它，反而选择与其友好共处，因此，

作者将孩子的形象也进行了放大，体现了此时孩子与

一型糖尿病怪兽之间的关系已逐步改善。

4.2.3 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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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书在语言方面不同于成人图书所采用的大量

华丽又空洞的词藻与句式结构，反之采用了最简单易

懂的语言进行故事的陈述，在排版上也考虑到了孩子

们阅读时的心情，通常是采用一张插图配一两句话来

进行讲述，避免了孩子们因为字数过多导致失去读书

欲望这一烦恼。其次，这套书在普通的语言表达上添

加了拼音进行辅助讲解，照顾到了低年龄段孩子的识

字能力，同时也增加了该套绘本在低年龄段里的适用

性。

5 结语

综合一型糖尿病绘本来看，趣味性视觉化设计分

析在当代医学科普届尤其是面向儿童患者的医学科普

中是尤为重要的。这不仅能增加儿童患者对于医学知

识上了解，而且能培养儿童患者对于医学领域的探究

兴趣，使他们更好的接受并理解深奥的医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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