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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新形式下公立医院如何做健康科普 

——以某三甲医院宣传案例分析 

韩倩 梁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下，百姓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日渐增长。公立医院因为拥有权威专业的医生资源及广泛的受

众群体，发布的健康科普文章，应该成为健康科普传播“战场”上的主力军。本文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宣传部门多年来的在实际

工作中的实践传播案例，进行经验总结，希望为更多医疗机构借鉴，以达到让更多的医疗机构更有效向社会大众传播健康科学知识，提高

人民健康素养，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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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普信息化建设，对于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引导广大公众理解科学、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

要战略举措[1] 。公立医院结合自身情况，如何有效地普及、传播健

康科普知识，提高人群健康认知水平，使更多人群受益，成为越来

越多的医院宣传工作者研究并赴诸实践的课题。 

1.公立医院传播健康科普大势所趋 
当前，社会大众对健康知识的了解相对匮乏、存在的就医误区

较为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虚假广告和伪医学知识充斥在社会

大众的周围，百姓因为对健康知识和疾病的了解相对匮乏、存在的

就医误区较为突出。 

日前，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和

《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明确实施

15 项专项行动来突出健康促进和社会倡导。在“健康中国”的时代

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健康科普工作的深入开展，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的起到预防和降低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生率，提高

社会大众的健康素养。医学科普宣传的核心是效果。让老百姓能真

正理解所宣传的内容，从而改变已有的生活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

理念[2] 。 

公立医院需要高度重视健康科普宣传，积极开展科普宣传活

动，通过多种形式的传播手段对健康科普知识进行宣教，让社会大

众对健康知识有新的认知，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与身体素质。同

时在塑造医院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助力医院文化建设上发挥推波

助澜之力。 

2.公立医院传播健康科普的“实战经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直属三级甲等医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所以医疗为

主，兼有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医疗中心。多年

来，我院在科普健康知识方面的宣传工作上结合了新媒体和传统媒

体的各自优势，医院的“两微一报”（微信微博院报）、医院网站、

科普知识长廊等自身平台，同时与各级媒体联合，通过发布科普文

章、举行健康科普主题义诊等多种形式来传播宣传健康科普知识，

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1 新媒体“异军突起” 传播影响力更快更广 
在互联网新兴媒介传播的推动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快

速、精准、互动性强的传播特点成为健康科普的主要传播媒介。许

多医院会利用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以自媒体宣传的方式,通过图文、音

频、视频、flash 动画等多种形式传播医院信息和健康科普。其中，

公立医院是医疗微信的第一大开设主体，覆盖五成以上三级甲等医

院[3] 。相对于其他医院新闻的传播，健康科普类文章从阅读量和影

响力上都高于其他类型文章。微信公众号已成为公立医院传播健康

科普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 

以我院微信服务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为例，目前拥

有的 65 万“粉丝”，医院宣传科编辑每周精选一些健康科普文章，

通过文字、图片、专家讲述结合的形式将健康科普知识点对点发送

给“粉丝”，通过“粉丝”们的转发微信好友、微信群及微信朋友

圈等手段，让社会大众更进一步了解健康科普知识，实现对疾病早

诊早治的预防效果。 

2.1.1 原创作品更科学更权威。 

大型公立医院拥有丰富的权威专家资源，各专业领域的知名医

师、专家、教授是进行科普工作的强大的知识信息源人才支撑，是

健康素养促进的“源头活水”[4] 。大型公立医院的医生预约看病号

源常常出现一号难求现象，老百姓常常因为预约不到专家号源看不

了病而苦恼。医院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健康科普原创稿件，是

权威的、最新的，尽可能详细的关于医疗的科普知识，这也正好弥

补了百姓因为预约不到号看不了病的尴尬，他们可以通过医院发布

的权威健康科普文章，知悉最新的健康科普知识及治疗方式，对症

看病“治病”，起到早诊治早预防的效果。医院的医学专家通过结

合当下热门流行疾病话题，自己创作原创科普文章推广普及最新的

医学科普知识，既能扩大社会影响力，也能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

医院宣传科编辑会将编辑好的科普文章再次返回专家，由专家再次

审定后进行发布，确保了科普文章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2.1.2 量体裁衣“制造”流行热点。 

我院宣传科编辑从多次发布科普文章的实践中发现，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便民公告类信息及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发布的有针对性、指

向性的科普文章，有提升科普传播广泛度的效果。2017 年-2019 年，

我院在微信服务号上发布的与医改政策有关的《敬告患者：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即日起将实施门诊零输液》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阅读量突破 10 万+；与儿童青少年密切相关的科普文章《你

家孩子睡够了吗？广西儿童睡眠‘地图’权威发布》 、《真要命！

10 岁小胖墩睡梦中暂停呼吸？》、《高能预警！手足口已进入高发期！

家长必须知道的几件事！》、《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磨蹭？别让它

耽误了你的孩子！》满足了家长的实际需求，获得好评，起到良好

传播效果；《一滴精，十滴血？——告诉你关于取精那些事》、《小

姐姐！“月事”短，会提前衰老吗？ 》、《男人们：别让你们的“生

命腺”变成“烦恼腺”！》、《做好筛查这种遗传病不可怕！》及《试

管婴儿定制双胞胎？这波操作不靠谱儿！》专家对男女两性、怀孕

生子等社会热点进行了全面和权威的科普；围绕生活方面进行的科

普文章《流感来袭！专家教您如何科学预防！》、《蔬菜和水果，你

吃对了吗？》、《一口鱼生，一口酒！你以为就安全了吗？》这些与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传播，其中《一口鱼

生，一口酒！你以为就安全了吗？》这篇还有地域饮食习惯特点的

科普在发布后的短短 10 分钟内，阅读量就已经达到 2 万以上。 

2.1.3 通俗易懂“接地气”式传播，互动性强。 

我院微信服务号每周发布的科普文章来源为医院专家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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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宣传科编辑通过结合热门流行疾病话题对专家进行约稿、组

织记者采访报道并综合报道内容再次进行组稿编辑。在二次编辑排

版时，编辑会对稿件进行“加工”，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文字、地

方方言、网络热词、搞笑配图等形式与专家的权威观点结合，使文

章阅读起来更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编辑将微信网友提出的相关留

言咨询反馈给专家，及时回复并与网友进行互动。 

2.2 传统媒体模式“持续发力” 扩大传播影响范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的健康理念也有了变化，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有病时看病治病，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有效的

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多年来，我院结合各种“疾病日”，如“爱

眼日”、“爱耳日”、“睡眠日”、“高血压日”、“母乳喂养周”等主题

疾病日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利用医院内外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义诊活动预告，让更多百姓知晓活动来参与；现场悬挂活动横幅、

专家义诊、摆放科普知识展板、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媒体记

者对现场义诊专家进行采访报道；在每期医院院报刊发义诊报道等

多种方式及措施，宣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达到传播医学健康

科普知识目的，增强了公众的健康意识，引起社会关注并从中受益，

也是我院做好健康科普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医院有医学资源的优势与健康教育的职责，但仅靠自己则受众

有限，要扩大卫生科普宣传的传播范围与传播效率，理想的合作伙

伴就是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5] 。医院想要做好健康科普

宣传，在原有的宣传资源基础上还需与新闻媒体通力合作，借助媒

体的力量，合作开展科普宣传，提高传播范围。近两年来，我院宣

传科应广西电视台《健康老友道》、广西电台《健康广西》等省级

媒体的栏目邀请，每月组织专家录制相关节目开展科普知识宣传，

我院专家与录制现场的观众及听众交流健康知识并解答问题同时

也大大提升了医院的品牌，扩大影响范围。在医院宣传科的日常工

作中，也常常会有媒体记者结合近期热门的健康科普知识主动邀约

医学专家进行相关采访。宣传科工作人员与专家联系，专家主动配

合媒体记者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站等官方媒体平台对健康科

普知识进行科普，提升公众对健康科普的认知，扩大医院影响力。 

3.公立医院做健康科普宣传责无旁贷 

习总书记强调“没有人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健康中

国行动”的启动和实施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全面

提升人民健康素养水平。做好健康科普宣传是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

和担当，在推广健康科普的“主战场”上，公立医院任重而道远。

医院要积极传播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人们的健康意识；要

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权威医学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提高百姓健

康意识，让健康科普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更好的贯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助力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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