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5卷�第5期·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

188

基于网络监测大数据的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韩 华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监测大数据逐渐成为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新兴手段。本文以

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监测大数据的方式，基于上网行为审计数据，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研究了医学生

健康信息行为的现状和特征，对比了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健康信息行为上的差异，分析了影响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

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对促进医学生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以及

医学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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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得

大量的医学健康信息。作为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医学

生对于健康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不同于普通人群。研

究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模式，对于医学教育和健康管理

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通过传统的调查问

卷方式来实现。但是，传统调查问卷方式存在着样本量

小、主观性强、数据来源单一等问题，并很难做到偏

倚控制，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医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

特点。而网络监测大数据方式则可以通过对互联网上用

户自发上传和分享的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有效控制偏

倚，从而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特

点和规律。*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网络监测大数据的方式，以某医科大学

的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上网行为审计系统收集了

其在校期间的上网行为数据。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数据优

势非常明显。

1. 数据量大：基于网络监测大数据进行研究可以获
取大量的数据，数据量远远超过传统的问卷调查和实验

研究，因此可以获取更加全面和详尽的数据。

2. 无需干预：网络监测大数据的获取过程不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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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进行干预或观察，因此可以避免传统问卷调查或

实验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主观干扰和信息偏差。

3. 数据质量高：网络监测大数据的获取过程不需要
对受访者进行干预或观察，因此可以避免传统问卷调查

或实验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主观干扰和信息偏差。

2.2  数据处理
收集到的数据包括上网时间、上网地点、浏览网

页、搜索关键词、使用应用程序等在校学生的网络活动

记录。数据收集时间为2021年至2022年，共涵盖了该校
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数据的采集和存储都严格

遵守了相关隐私保护法律法规，数据经过脱敏和最小化

授权处理，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根据研究需要，仅选

取了年级、年龄、性别、专业等信息，这里的专业仅用

于区分医学生和非医学生。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了清洗和整理。具体来说，首先筛选出与医学生

健康信息行为相关的信息，如搜索关键词、应用程序名

称、社交媒体讨论等。然后，对数据进行去重和去噪处

理，以避免重复和无效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后，

对数据进行了分类和编码，以方便后续的分析和建模。

2.3  数据分析
在本研究中，采用了多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包括描

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其中，描述性统计

主要用于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包括样本数

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等；回归分析则用

于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来

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差分析则用于分析不同组

别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比较不同组别之间的均值来判断

它们是否有显著的差异。

2.4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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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是一种通过自动或半自动的方法在大规模

数据集中发现潜在模式的过程。在本研究中，使用了多

种数据挖掘技术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和建模。

首先，使用了聚类分析来识别不同的用户群体，并

探索其行为模式。聚类分析是一种将数据样本分成不同

组别的技术，目标是使同一组别内的数据样本相似，而

不同组别之间的数据样本差异较大。

其次，使用了文本挖掘技术来分析用户在社交媒体

上的言论和讨论，采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处理和分

析文本，以识别出用户的情感倾向和主题。用于自动识

别和提取文本中的情感信息。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现状和特征
首先，对医学生上网行为进行了分析，显示医学生

在上网时最常浏览的网站类型是搜索引擎、学术网站和

医疗健康网站，占所有浏览网站的比例分别为41.1%、
14.7%和12.3%。这表明医学生在上网时主要关注学习和
健康相关信息。

其次，对医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进行了聚类分析，

发现医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可以被分为5类，即与疫情相
关的健康信息、心理健康、营养与健身、疾病相关、睡

眠质量。其中，与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是医学生在疫情

期间搜索最为频繁的健康信息之一，搜索次数占比达到

了16.2%。其次是心理健康相关的搜索，占比为11.5%，
健康方面占比为10.3%，疾病相关占比为6.7%，睡眠质量
占比为3.8%。其他类型的健康信息搜索次数占比相对较
低，不予统计。

表1 健康信息行为聚类分析

序号 搜索关键词 搜索次数占比

1 新冠疫情（病毒、防控措施、口罩） 16.2%

2 心理健康（压力、焦虑、抑郁） 11.5%

3 健康（营养、饮食、减肥、健身） 10.3%

4 疾病（体检、疾病预防、疾病筛查） 6.7%

5 睡眠（失眠、睡眠质量、入睡困难） 3.8%

最后，研究了医学生上网行为和健康信息获取行为

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医学生浏览学术网站和医疗

健康网站的频率与其健康信息获取行为有显著相关性，

而浏览社交媒体和娱乐网站的频率则与健康信息获取行

为无显著相关性。

3.2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差异
首先，对医学生和非医学生样本数据进行了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在健康知识获取、健康信息评估、健康

信息利用等维度上，医学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医学

生。并对数据在整体健康信息行为得分上进行了t检验。
结果表明，医学生的整体得分显著高于非医学生，相比

于非医学生，医学生更关注自身的健康信息行为。医学

生和非医学生在健康信息行为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具体

来说，医学生更加关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而非医学生

更加注重保健和健康饮食。

其次，通过对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获取健康信息的文

本数据进行了情感分析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在健康信

息行为中，医学生消极情感占比12.5%，而非医学生的消
极情感占到21.8%，可以看到非医学生的消极情感明显
高于医学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医学生的专业背景

和职业需求，更加积极地寻求和接受健康信息，相对而

言，非医学生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和需求。医学生在学

习和实践中接触到更多的健康问题，对健康信息的态度

更加积极，相比之下，非医学生可能没有这样的背景和

经验，因此可能更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医学生可能更容

易从专业渠道中获得健康信息，例如医学书籍、学术期

刊等，这些渠道通常提供比较科学和准确的健康信息，

相比之下，非医学生可能更多地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

非专业渠道中获取健康信息，这些渠道存在一定的误导

性和不准确性，因此可能导致更多的消极情感。

表2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情感分析对比
分类

情感
医学生 非医学生

积极 35.6% 23.7%

中性 51.9% 65.5%

消极 12.5% 21.8%

3.3  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探究了可能影响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

的因素，并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以下几个因

素可能会影响医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

3.3.1  年级：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在大一和大二
的时候，其健康信息行为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这可能

是因为医学生在前两年学习基础医学知识时对健康信息

的认识更多，而在后两年接触临床实践后可能会转向更

注重临床操作技能。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可能还处于适应

大学生活和学习的阶段，对自身的健康问题更为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逐渐适应并降低对健康信息的关

注。因此，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健康信

息行为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

3.3.2  性别：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医学生的健康信息
行为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医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注

重自身健康，并更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获取和学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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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女性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可能比男性更高，因为

女性身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特点决定了她们在保持健康

方面需要更加关注。因此，女性医学生可能更容易受到

健康信息的影响，更积极地寻求相关信息

3.3.3  疫情：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
和快速传播，一些传统的信息渠道可能无法及时更新，

医学生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医

学生在疫情期间更倾向于使用实时更新的互联网信息来

了解健康知识和相关政策，健康信息行为也受到了影

响。由于医学生与疫情直接相关，他们需要承受更大的

心理压力和焦虑感。同时，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医学

生可能会出现恐慌、恐惧等情绪，这些情绪也可能影响

他们的健康行为和信息获取行为。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使用上网行为审计系统对医学生的健康

信息行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医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现

状、特征和影响因素，并与非医学生进行了比较，得出

了不同类型学生的健康信息行为的差异。同时，研究还

探究了疫情对医学生健康信息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为

促进医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健康教育和预防医疗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但也存在着一

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

这些问题，以实现更加精准、有效的健康信息管理和预

防医疗。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方法和技术在健康信息行

为领域的应用，并开发更加智能化和高效的健康信息管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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