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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四川传播力指数 

 四川省卫健委官方新媒体账号为“健康四川官微”，其微信公众号粉丝数

为 210 万，抖音号粉丝数为 27.14 万。在 2025 年 1 月的省级卫健系统传播力

指数排名中，“健康四川”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健委中位列第一。 

 

图 1 2025 年 1 月省级卫健系统微信传播力 TOP10 

1 月 26 日，健康四川官微对四川卫生健康领域十大改革创新举措和“十大

新闻”进行了盘点。主要内容有：省政府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建卫生健康强省，

通过高层对接、高位推动、高效落实，将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改革创新试点示

范、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方面，为四川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健康四川高质量发展试验县建设”，以县域“小

切口”带动健康四川“大发展”；组织省内城市三级医院支援帮扶 366 家县级

医院，累计建成 435 家互联网医院；四川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步入“快车道”，

组建国家、省、市三级巡回医疗队，实现 137 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县域“全覆

盖”。 

截至 2025 年 1 月底，健康四川抖音号发布作品数总计为 2485，总获赞

136.35 万。其中，2025 年 1 月共发布作品 1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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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5 年 1 月健康四川抖音号传播量 

  从健康四川抖音号粉丝的性别构成看，女性高于男性 4.48%。 

 

图 3 健康四川抖音号粉丝性别构成 

二、四川省省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根据 2025 年 1 月的综合传播力数据分析，四川省省级医院的传播力排

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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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川省省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公众号粉丝量高达 1100 万，这一数据远超排名第二

的四川省人民医院。不仅在四川省内独占鳌头，在全国所有医院的微信公众

号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同样拔得头筹，稳居榜首。  

 

图 5 四川省省级医院微信公众号粉丝数（万） 

从抖音传播看，8 家医院有 6 家开设了抖音号。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抖音号粉丝数超过 70 万；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粉丝数均为 6 万左右。四川省肿瘤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院在 1 万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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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省省级医院抖音号粉丝数（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健康科普传播领域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加强对健康科普的制度化管理 

把科室健康科普工作的开展、科室二级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纳入目标责任制量

化考核清单，与年终绩效分配挂钩；各科室均设置宣传委员、信息管理员、新闻

通讯员，在量化考核和品牌宣传的驱动下，配合临床专家完成科普工作。 

制定《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网络宣传阵地管理办法》，为科室

健康科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通过扎实系统的培训，健康科普工作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党支部在政治引领方面的职责明确，在健康科普内容生产传播过

程中的底线意识得到强化。 

在此基础上，组建科普专家团队，专家团队覆盖 48 个部门/科室，总人数超过

400 人，定期开展科普能力培训，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从

2018 年起为参与科普创作的人员按照标准发放稿费；注重激发低年资医务人员

和在读医学生参与健康科普创作的活力，青年科普创作及讲解团队成员已达百人。 

2.创新“医学+宣传”科普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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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科普由于专家“单兵作战”往往难以生产系列作品，存在作品内容

形式单一、科学性与传播性难以兼顾等情况，造成科普作品传播受限。对此，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创建了“医学+宣传”的科普创作模式，实现医学科学与大众传

播有机结合。 

医学专家撰写科普知识，传播专家结合大众传播特点进行二次创作。通过发

挥传播专家在文案撰写、插画配图、格式编辑、小视频制作等方面的优势，有效

弥补医学专家在内容形式创作中的不足。科普作品发布后，创作团队会针对传播

阅读量、后台评论进行分析，讨论题目、内容、表情包对传播的贡献，并针对不

同的需求进行相应反馈。 

在此基础上，整体打造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知乎、今日头条、抖音、

快手 7 大官方在线平台，各类平台总粉丝人数超过 700 万；鼓励临床医技科室

建立二级自媒体平台，目前拥有二级平台 164 个，粉丝总人数近 200 万，形成

了新媒体矩阵合力；提供占地 1.1 万平方米、教学资产达 1.2 亿元的华西临床技

能中心，作为对公众开展科普宣传工作的场所；建设占地 300 平方米，设有设

备齐全的多功能演播厅，用于科普视频录制；建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中国

共建基地”、成都市科普基地。 

3.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健康科普品牌 

华西医院建立了“华西医院辟谣小分队”健康科普品牌，围绕品牌整合各类

科普推广渠道，实现科普作品由网文在线首发、小视频跟进、实体书籍结集出版、

文创产品配合同步展开，形成“四位一体”的健康科普推广体系。 

华西医院与四川电视台联合开办长期固定科普栏目《华西论健》；与四川报

业集团《封面新闻》开办长期固定科普栏目《一周医讲，安有话说》；与《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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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开展科普小视频拍摄制作；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好医生在线》栏目开展

合作。 

《华西论健》于 2023 年 6 月 5 日上星开播。数据显示，上星 1 年来，《华

西论健》收视率持续提升。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华西论健》在中国视听大

数据四川省网平均收视率 0.670%，位列同时段 34 个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第 1

位。抖音、微博话题等多次登上全国热搜，相关话题触达超 10 亿人次、总热度

超 3 亿。《华西论健》每周一晚与受众准时见面，节目内容涵盖“大医生”类、

健康科普类、医疗故事类、特殊节点类四大类型，关注社会热点、呈现医学科普

常识，展现动人医患故事、聚焦医学科研动态等内容。

 

图 7《华西论健》节目海报 

 

 

 

 

 

三、四川省市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依据2025年1月传播数据监测结果，四川省市级医院传播力指数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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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四川省市级医院传播力 TOP10 

     微信公众号粉丝数最多的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粉丝数为 320 万。除此

之外，微信粉丝数超过 100 万的还有：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

医院和绵阳市中心医院。 

 
图 9 四川省市级医院微信公众号粉丝数（万） 

    四川省市级医院 TOP10 中，有 8 家医院开设了抖音号。其中，粉丝数超过

1 万的有：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乐山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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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四川省市级医院抖音号粉丝数 

 

四、四川省县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依据 2025 年 1 月的传播数据监测结果，四川省县级医院的传播力指数

排序如下： 

 

图 11 四川省县域医院传播力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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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微信公众号粉丝数看，TOP10 中各医院相差不大，最多的是简阳

市人民医院，为 44 万，最少的是宣汉县人民医院，为 20 万。

 

图 12 四川省县域医院微信粉丝数（万） 

 

五、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四川省各级医院在健康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四川省卫健委官方新媒体

账号“健康四川官微”表现出色，在省级卫健系统传播力指数排名中位列全国第

一，其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粉丝群体，发布的内容涵盖卫生健

康领域的重要改革举措和新闻，起到了良好的信息传播作用。 

在省级医院层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优势显著。其公众号粉丝量高达 1100

万，在全国医院微信公众号中排名第一；抖音号粉丝数也超过 70 万。通过加强

制度化管理、创新科普创作模式以及打造有影响力的健康科普品牌，华西医院在

健康科普传播领域成果丰硕，例如其打造的《华西论健》栏目收视率高、话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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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其他省级医院如四川省人民医院等也在积极开展健康传播工作，拥有各自

规模的粉丝群体。 

市级医院中，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粉丝数最多，达 320 万，部

分医院还开设了抖音号，在区域内进行健康知识传播。县级医院方面，金堂县第

一人民医院等在传播力指数上有一定表现，虽然微信公众号粉丝数相对省级和市

级医院较少，但也在努力发挥基层健康传播的作用。 

然而，四川省医院健康传播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医院新媒体账号的粉

丝增长速度较慢，尤其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除少数医院外，多数医院的粉丝

量较低，传播范围有限。不同层级医院之间健康传播水平差异较大，省级医院优

势突出，而县级医院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相对薄弱，在内容创作的专业性、多

样性以及传播渠道的拓展上有待提升。此外，部分医院健康科普内容形式较为单

一，互动性不足，难以充分吸引受众的关注和参与。 

 （二）对策建议 

1. 提升医院健康传播力的建议 

内容创新与优化：各级医院应加大健康科普内容的创新力度，结合当下热点和受

众需求，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进行创作，如制作有趣的科普动画、开展直播互动等。

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让专业的医学知识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

加强对科普内容的审核，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医院要重视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组建专业的团队，包括

医学专家、传播专家、新媒体运营人员等。定期开展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

素养和技能水平，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相互协作，共同打造高质量的健康科

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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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媒体平台运营：充分利用微信、抖音等主流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制定针对

性的运营策略。根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特点，发布适宜的内容。积极与用户互动，

回复评论和私信，增强用户粘性。此外，还可以尝试开拓新兴平台，扩大传播渠

道。 

区域协作与经验分享：加强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区域协作，省级医院可以发挥带

头作用，分享健康传播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帮助县级医院提升传播能力。同

时，市级医院也可以在区域内进行经验交流，共同探索适合本地的健康传播模式。 

2. 借助平台力量提升科普传播效果 

内容合作：各级医院与百姓健康频道（CHTV）开展深度内容合作，参与频道旗

下品牌栏目的制作，如《健康开讲》《名医堂》《院长说》等，借助频道的专业

资源和广泛影响力，将医院的优质健康科普内容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医院可以

选派优秀的医学专家作为嘉宾，参与节目录制，分享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资源共享：百姓健康频道整合各方资源，为医院提供技术支持、传播渠道拓展等

方面的帮助。例如，利用频道的卫星播出优势和融媒体平台，帮助医院提升健康

科普内容的覆盖面。医院则可以为频道提供一手的医疗资讯和案例素材，实现双

方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联合推广：医院和百姓健康频道联合开展健康科普推广活动，共同策划主题宣传

活动，如针对特定疾病的防治宣传周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活动

影响力，吸引更多公众关注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