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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对互联网护理科普信息质量期望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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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孕产妇对互联网孕产期护理科普信息质量期望要点,为医护人员持续提高科普信息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以目的抽样法选取２０２４年５－８月在北京市３所三级甲等医院建档产检、住院及分娩的孕产妇

２８名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提炼出护理信息发布者质量、护理信息内

容质量、护理信息表现质量、护理信息效用质量和护理信息平台质量５个主题以及２０个亚主题.结论　产科护士为孕产妇创

作互联网护理科普信息时,应充分考虑其对信息质量的多种期望,从而推动信息质量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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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孕产期存在一系列有关健康生活方式调

整、疾病自我管理及分娩、母乳喂养和新生儿照护等

信息需求.以产科护士及助产士主导的互联网孕产

期护理科普信息服务是满足孕产妇需求、提升其母

婴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１].然而,现有互联网孕产

期信息质量问题较为突出[２].信息质量是信息能满

足用户需求与期望的程度[３].优化孕产期护理科普

信息质量需重点考虑孕产妇对信息质量的期望.国

外研究[４]发现,孕产妇对信息可视化呈现、契合需求

等具有较高期望.但国内仅有少数研究[５]提出孕产

妇对信息内容专业可靠、获取便捷等较为关注.本

研究旨在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了解我国孕产妇对互

联网孕产期护理科普信息质量的期望要点,为医护

人员持续提高信息质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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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２０２４年５－
８月在北京市３所三级甲等医院建档产检、住院及

分娩的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不同孕产期、
孕产史、年龄、文化程度、母婴健康状况、孕产妇获取

互联网孕产期科普信息经验等因素,以提高访谈结

果的丰富性和代表性.纳入标准:知情同意、自愿参

与;年龄≥１８岁;曾在互联网浏览过孕产期科普信

息.样本量以资料饱和、无新主题出现为原则,最终

纳入２８名孕产妇,按照访谈顺序将其编码为 P１~
P２８,孕产妇一般资料见表１.本研究已通过北京中

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２０２１BZYLL０３０８).

表１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n＝２８)

编号
年龄

(岁)

孕产期

阶段

孕次及

产次
文化程度 职业

P１ ３０ 产后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２ ３６ 产后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３ ３３ 孕晚期 孕１产０ 本科 设计师

P４ ３２ 孕晚期 孕１产０ 大专 职员

P５ ４２ 孕中期 孕３产０ 本科 职员

P６ ２９ 孕早期 孕１产０ 大专 职员

P７ ３３ 孕中期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８ ２４ 产后 孕１产０ 硕士 医学生

P９ ３５ 孕早期 孕１产０ 本科 工程师

P１０ ４３ 孕晚期 孕３产２ 本科 教师

P１１ ４１ 产后 孕１产０ 本科 公务员

P１２ ２８ 孕晚期 孕１产０ 本科 会计

P１３ ３０ 孕晚期 孕１产０ 大专 职员

P１４ ３１ 孕晚期 孕１产０ 博士 公务员

P１５ ３５ 孕中期 孕１产０ 硕士 记者

P１６ ２９ 产后 孕１产０ 高中以下 职员

P１７ ３５ 产后 孕３产０ 本科 职员

P１８ ３３ 孕中期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１９ ２８ 孕晚期 孕１产０ 硕士 公务员

P２０ ３２ 产后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２１ ３０ 孕晚期 孕２产０ 硕士 医生

P２２ ３２ 产后 孕２产０ 博士 公务员

P２３ ２９ 孕晚期 孕１产０ 本科 职员

P２４ ３３ 孕中期 孕１产０ 硕士 期刊编辑

P２５ ３３ 孕早期 孕１产０ 硕士 档案管理员

P２９ ３６ 产后 孕２产１ 本科 职员

P２７ ２９ 孕晚期 孕２产０ 高中以下 职员

P２８ ３５ 孕晚期 孕３产１ 高中以下 育儿师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确定访谈提纲　研究者查阅了国内外有关用

户对互联网健康与护理科普信息质量期望与评价的

文献,并参考信息三元结构[６]和信息生态理论[７],初
步制订访谈提纲,对孕妇、产妇各１名进行预访谈,
对访谈提纲修改后形成正式访谈提纲:(１)您在互联

网浏览过由助产士或产科护士发布的孕产期科普信

息吗? 请您谈谈经历或感受,您感觉这些信息与您

期望的有哪些差距? (２)谈谈您对孕产期护理科普

信息发布者的感受,您期望中是什么样的? (３)您对

目前看到的孕产期护理科普信息有什么看法,您期

望的、理想的、高质量的护理科普信息是什么样的?
(４)您平时会在哪些互联网平台浏览孕产期信息,您
对这些信息平台或界面有哪些感受和期望?

１．２．２　资料收集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资料,
以面对面形式在产科门诊或病房完成访谈,２０~
３０min/次.访谈前,告知访谈对象研究目的、意义,
承诺对资料信息保密,征得其同意后录音.访谈过程

记录访谈对象表情、动作,及时回应和追问相关内容.

１．２．３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尽快将录音转录成文

字资料.按编码饱和原则,资料分析与访谈同时进行,
当访谈至第２６位研究对象时,发现不再有新内容出现,
初步判断资料饱和,继续访谈了２位研究对象,最终确

认资料饱和后,停止资料收集.将资料导入NVivo１２,
原始资料由受过质性研究方法学培训的研究者初步编

码与分类,采用内容分析法[８]归纳、提炼主题.具体步

骤如下:反复阅读原始资料,熟悉资料整体内容;逐句分

析,标注重要语句,进行开放式编码;相关编码进行比

较、分类,逐步形成主题与亚主题;对主题、亚主题及编

码定义,并从原始资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表述.所有结

果经研究小组成员讨论与修正后确定.

２　结果

２．１　主题一:护理信息发布者质量期望

２．１．１　身份官方权威　受访者表示在选用互联网孕

产期护理科普信息前,会先查看信息发布者的所在机

构、官方认证、专业资格等,她们更期望获取具有官方、
权威来源的信息.P２:“我更想看官方认证账号中的信

息.”P４:“他(发布者)有一定头衔,我可能会更相信.”

２．１．２　形象专业亲民　受访者期望视频类信息发布

者出镜时具有良好的形象.P１９:“穿着手术衣或白

大褂,有医院背景、姓名牌,这种从形象上已经给人好

印象了.”温柔亲民形象和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也能

给孕产妇带来良好体验.P９:“他(某博主)很温柔,
说话也是娓娓道来,给人印象特别好,我很喜欢.”

２．１．３　互联网热度高　受访者会关注信息发布者在

互联网中的热度,包括关注、点赞、转发、收藏、评论

量等,将其作为高质量信息的重要特征.P１０:“我会

看下账号的关注、点赞、转发等,因为我觉得如果账

号比较火、好多人都看的话,质量都不会太差.”

２．２　主题二:护理信息内容质量期望

２．２．１　主题全面丰富　多位受访者提到互联网孕产

期护理科普信息应体现主题丰富度,以帮助她们掌握

全面的知识与技能.P１１:“信息应该是面面俱到的,
毕竟我们有这么多需要知道的事情呢.”而有受访者

指出,现有互联网信息并未满足她们对主题全面丰富

的期望.P１６:“产后阶段有特别多事情,比如怎么去

喂养、月子期间需注意什么、我的恢复、小宝宝的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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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感觉网上没有能对这些进行全面回应的.”

２．２．２　内容系统连续　孕产期是连续动态的过程,
对此,受访者希望孕产期全程信息也能以系统连续

的方式进行传播.P３:“从怀孕开始,每周我都有疑

问,我是一直保胎到３个月的,问题更多,我希望孕

期每个阶段的信息都有,现在网上信息太分散了.”

２．２．３　内容有理有据　部分受访者期望信息明确标

注科学证据.P１９:“信息要有依据,如没有依据,我也不

敢轻信.”P２５:“要说出信息参考了哪些研究、数据等.”

２．２．４　内容原创,避免重复　当下信息相互抄袭或

多次转载现象较普遍,受访者常将此类信息认定为

低质量,她们更期望获得有深度且原创的信息.P８:
“特别口水化的,我觉得质量就比较差、没有内涵,我
一般不会用.”P２２:“跟大家都一样的就不用重复说

了,我更需要的是别出心裁的、自己原创的信息.”

２．２．５　传递前沿,紧跟热点　传递孕产领域的前沿

理念也是受访者的质量期望要点.P１５:“把一些新

的怀孕理念告诉我们,而不是那种守旧的内容.”受
访者还表示,高质量信息应对当下热门话题做出及

时回应.P２４:“蹭热点很重要,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

鸭嘴钳问题,可以说下产科这种检查.还有其他热

门话题也可以紧跟着出点内容.”

２．２．６　提供情感支持,安抚不良情绪　情感支持性

被视为孕产期护理科普信息的重要质量特征,受访

者通常对充满安慰与关怀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期望.

P７:“他讲的东西就让人感觉很放松,好多视频里都

先说一句‘遇到这些的孕妈妈不要焦虑之类的’,就
是安慰做得比较好,我更想要这种的.”P１８:“客观信

息要有,但也要解释下,比如发生率、结局都不是我

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样我们才不那么害怕.”

２．３　主题三:护理信息表现质量期望

２．３．１　呈现分类有序　简单堆砌信息会使检索和阅

读效率降低;反之,对信息进行主题划分,以系列化

形式呈现,则有助于孕产妇集中获取相关内容.

P２０:“我觉得有的分类做得不太好,有些短视频就是

想到哪说到哪,如果有分类的话看起来会更方便.”

２．３．２　表达直观易懂、简洁凝练　专业权威的护理

科普信息需要兼备易理解的质量特性,才能被不同

信息素养的孕产妇所用.受访者主要从用语、视觉

辅助工具(视频、表格、动画等)和总结等方面对信息

表达直观易懂提出了期望.P５:“说的要通俗,不用

说很多专业术语.”P９:“配图很重要,比如水果５０g,
附上图片就更直观.”P２０:“他说了好多,最后有一

个总结,我可以截图,我就能慢慢理解、反复看了.”
此外,信息应简洁精炼.P６:“太长的可能没耐心看,
一两分钟把问题说清楚就行.”

２．３．３　设计美观大方　受访者表示,良好的色彩搭

配和视觉元素能提升其信息阅读与观看体验.P１５:
“如果设计得花里胡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抵触,不
想看.”P２０:“我刷到过一些医院做的科普,没什么美

感.但有些母婴博主视觉上就给人特别享受.”

２．３．４　生动有趣,具有吸引力　受访者对信息吸引

力质量的期望主要包括标题新颖、列举临床案例、风
格轻松幽默等.P９:“标题很重要,标题一定要能吸

引人.”P２７:“太正式地讲知识就像上课,不够吸引

我,最好有一些案例介绍,讲得还比较有趣.”

２．３．５　庄重审慎,避免过度娱乐化　多位受访者提

到现有信息存在单纯追求创意,以娱乐、戏谑的形式

呈现内容的弊病.相比之下,她们更期望信息把握

好趣味性尺度,不失庄重审慎.P２３:“虽然我喜欢那

种有意思的,但我不是来娱乐的,所以只吸引眼球、
不解决问题也不行.”P１７:“好多博主会扮产妇,演得

很夸张,我就很接受不了,这是严肃的事情,我已经

不舒服了,开不起这种玩笑.”

２．４　主题四:护理信息效用质量期望

２．４．１　内容契合具体、细化需求　受访者表示,信息

应有针对性地满足她们对母婴护理相关内容具体

化、细节性的信息需求.P１４:“做科普前得先想想我

们到底需要什么,具体深入到我们需求当中.”P２８:
“我们不需要那些太高端的信息,我们需要的是像湿

疹怎么办、叶酸怎么吃等,这样小的精细的信息.”

２．４．２　指导详细,可实施性好　基于真实情境提供

详细指导与说明以帮助孕产妇解决实际问题,也是

受访者提及的信息质量期望要点.P１８:“要把问题

讲清楚才行,告诉我到底应该如何做,就像(某博主)
讲剖宫产和顺产,他能讲得特别透彻.”P２６:“信息要

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泛泛而谈,看完了我还是不知

道怎么做出选择和判断,我就觉得质量不高.”

２．４．３　获取便捷、内容免费,不受商业利益干扰　受

访者表示,需要付费观看、包含产品广告与服务推销

的信息会降低她们获取相关内容的效率和意愿.

P１５:“广告挺多的,辨别起来需要些时间、太麻烦

了.”P２８:“现在网上好多信息都得付费解锁,但我觉

得科普应该是纯粹的、免费向我们提供知识.如果

收费或者打广告的话,我就不想看了.”

２．５　主题五:护理信息平台质量期望

２．５．１　平台热门与专门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科

普信息得到了孕产妇的认可.P１２:“抖音、小红书、
微信,天天都用,我比较认可.”专门的母婴服务应用

程序也较受欢迎.P１９:“专门做母婴的 APP更让人

信服,因为它是专业的嘛,我感觉信息质量比较好.”

２．５．２　提供交互渠道　孕产妇期望平台能开设评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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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留言、直播及问答专区等交互渠道.P２:“还是要

能互动,比如博主直播时你给留言,他看到就在直播

里回复了,这个功能很好,比较及时.”

２．５．３　支持个性化服务　有受访者指出,平台若能同

步医院数据,根据其孕产阶段与健康状况提供精准个性

化推送,更能满足她们对高质量信息的期望.P１:“希望

医院有一个App或菜单,我点进去就能查看我的报告,
我有哪里不明白的就有对应信息帮我解答.”

３　讨论

３．１　增强护理信息发布者个人形象塑造　本研究

显示,孕产妇对官方、权威的信息发布者具有较高的

期望.GuerraＧReyes等[９]研究也指出,产妇会根据

信息发布者的资格证书、专业领域及官方认证情况

判断信息质量.此外,专业亲民的形象是视频类信

息发布者质量期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孕

产妇的信息观看体验与使用意愿.本研究发现,孕
产妇还将发布者的互联网热度视为信息具有较高质

量的表现.综上,孕产期护理科普信息发布者应明

确标注身份信息,彰显良好形象,并致力于提升互联

网传播力与影响力.

３．２　充分考虑孕产期护理科普专业属性和孕产妇

群体特殊性　孕产期护理科普应充分彰显循证护理

理念,提供具有证据支持的信息.而且,随着孕产领

域研究成果和热门健康话题的不断涌现,孕产妇在

信息内容对学术前沿及热点回应及时性方面也提出

了较高的质量期望.此外,孕产妇承担着孕产期全

程母婴健康照护职责,这使她们需要获得全面系统

的信息支持.而且,身处特殊生理阶段,孕产妇常存

在较为显著的情绪波动.对此,孕产妇更期望获得

具有鼓励与安慰性的信息,这与Lee等[１０]研究结果

一致.综上,信息服务者应注重孕产期护理科普信

息支持的系统完整性,原创兼具科学性、前沿性与情

感支持性的信息内容.

３．３　优化护理信息呈现方式　本研究显示,孕产妇

期望信息语言通俗易懂、标题新颖、附有总结,并融

合动画、视频和图表等形式.在互联网信息量过载、
阅读碎片化的背景下,孕产妇对信息表达精炼与呈

现有序抱有较高期望.随着孕产妇信息品鉴水平的

不断提升,高质量信息还应具备美观性与趣味性特

征.综上,信息服务者应注重对信息进行合理的艺

术加工与分类整合,使其生动有趣、美观大方、富有

条理,从而提升信息的理解与运用效率.

３．４　深入了解孕产妇护理信息需求　本研究表明,
孕产妇对信息能满足其具体、细化需求具有较高的

质量期望.而且,孕产妇在妊娠与产后的大部分时

间是在非医院环境中度过.在此期间,她们常需要

处理诸多琐碎问题并做出决策,这使其对信息的实

际指导意义具有较高的要求.此外,孕产妇期望信

息去商业化,从而降低其信息获取的时间与经济成

本.综上,信息服务者应深入了解不同特征孕产妇

的信息需求,为其免费提供可行性好、针对性强的孕

产期护理科普信息.

３．５　提升护理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水平与多样化

功能　充足的交互渠道有助于孕产妇与其他用户进

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孕产妇期望增强平台与医院的

互联互通,以便为其提供极具个性化的指导.因此,
抖音、小红书等大众社交媒体平台及母婴专业平台

均应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平台交

流互动及精准化服务功能.

４　小结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对孕产妇互联网护

理科普信息质量期望要点进行提炼分析,为相关信息

质量优化提供了用户视角下的观点.但本研究仅选

择３所医院的孕产妇进行访谈,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未来可扩大访谈对象选择范围,以丰富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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