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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健康科普短视频传播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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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健康科普短视频发展的传播现状，为探究健康科普短视频发展的新路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多个平台共

100 个健康科普短视频的数据并采用统一问卷对 200 名用户进行调查。结果：时长适中（30s-3min）以及饮食相关的健康科普短视频播放量较高，传播

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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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多领域均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其中短视频具有互动

化的新颖呈现、轻量化的叙事呈现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突破了传统模

式，逐渐渗透到了多个领域当中[1]。在享受短视频带来的新颖多彩的视听

盛宴的同时，更需要激发出短视频平台更多积极的作用，使其符合社会

主流价值观，促进数字化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全民健康科普可有效提升

公民健康水平、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课题

通过研究健康科普短视频的传播现状，进一步分析如何以健康科普为价

值导向，依托短视频“时长短”“传播快”等传播优势，进一步扩大数字

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1 研究对象 

研究一：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分别随机选取抖音、B 站、快手、微博

上健康科普短视频各 25 个，共 100 个进行统计分析，问卷内容包括：主

要内容、观看量、转发量、评论及分享情况。研究纳入标准：内容符合

科学依据，有完整播放数据，且时长＞30s。研究二：随机抽取 200 名不

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的短视频用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科普内容获取方式、内容偏好等），统计分析得出现有短视频用户的取向

趋势。 

2 调查工具与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本研究采用双人交叉重复统计

方式，减少人为统计误差。综合两研究结果，从内容类别、账号类型、

呈现方式、以及价值观导向等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现有健康科普

短视频的传播现状。 

3 结果 

3.1 平台播放量及时长分析 

研究随机抽取 100 个健康科普短视频，每个平台 25 个。微博平台单

个视频平均播放量较高，考虑与微博平台多转发等特征相关。短视频的

时长，播放量最多的为 30 秒到 3 分钟的短视频科普医学知识的时长。具

体情况见表 3-1： 

3-1 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及时长 

类别 选项 小计

抖音 367 

微博 2130

B 站 154 
单个视频平均播放量 

快手 246 

30 秒-3 分钟 73%

3-10 分钟 20%短视频的时长 

10 分钟以上 7% 

3.2 健康科普短视频的用户取向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以专业医师或专家出镜解说类别的短视频受欢

迎程度较高，约占 75.5%的用户选择该项内容，考虑与专业性较强因素相

关，可信度较高。内容方面以健康饮食相关内容受欢迎程度最高，约 86.5%

用户选择，考虑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可结束度较高相关。用户对主流

官方媒体账号、医院等医疗机构发布的短视频信任度分别达 74.5%、

51.5%，考虑与权威性和可信度较高相关。具体情况见表 3-2： 

表 3-2 短视频用户取向趋势调查情况 

条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专业医生解说类 151 75.5% 

图片配音解说类 103 51.5% 

动漫拟人类 73 36.5% 

倾向于何种形式的健康科普短视频[可多选] 

真实案例解说类 133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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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类 92 46% 

其他 21 10.5% 

健康饮食 173 86.5% 

生活常识 147 73.5% 

疾病预防和治疗 154 77% 

心理健康 126 63% 

女性健康知识 103 51.5% 

倾向于关注哪些内容的健康科普短视频[可多选] 

养生保健 114 57% 

主流官方媒体账号，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 149 74.5% 

自媒体账号，如 paperclip 回形针、丁香医生等 86 43% 

个人账号（用户生产内容 UGC） 52 26% 

新闻门户网站 83 41.5% 

医院官方媒体 103 51.5% 

健康类短视频主要是由谁发布的[可多选] 

其他 25 12.5% 

4 讨论与分析 

社会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升高，健康类科普视频具有巨大的市场需

求[2]。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非正式健康科普的重要渠道，短视频是其中主要

的呈现方式之一[3]。通过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医学知识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健

康认知[4]。健康科普短视频的普及，可使公众提升对医务工作的认识、建

立科学的医学思维、增强对生命的敬意、全面改善健康素养[5、6]。目前短

视频平台上已有大量的健康科普类的账号，其中不乏官方医学会以及公

立医院[7]。目前健康科普类短视频呈现的方式包括：专家讲解、动画演示、

真人演示、实拍记录、歌曲艺术以及专业测评等[8、9]。发布的内容主要涵

盖以下几个方面：基础讲解类、专业认知类、以及辟谣解惑类，不同的

科普主题关注度存在差异[7]。原创力缺乏、横向内容单一以及公信力不足

等是导致部分健康科普视频关注度低的常见原因[2]。而通过融合多元内

容、创新表现形式、强化账号 IP 属性等方式，开辟健康科普短视频发展

新路径，有利于快速打造“网红”短视频，进而推进健康科普短视频的

传播[2、20]。 

本研究通过调查现有健康科普短视频的平台分布以及时长特点，并

结合用户取向调查，进一步明确短视频内容的用户趋向性，从而掌握基

本呈现形式及内容，明确现有健康科普短视频的传播现状。本研究结果

表明，多平台转发利于短视频的快速传播，时长以适中最合适，且内容

应提升科学专业支撑，并结合生活日常。通过本研究结果，为后续短视

频可持续传播路径的提出提供依据，为推动短视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全民的健康素养的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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