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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要  

健康中国建设是我国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实现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战

略举措。其中，普及健康生活作为首要任务，正推动着医院从传统的“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积极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强化健康科普

与健康传播，通过改变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观念，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

行为决策，从而有效预防疾病、遏制疾病流行，全面提升公众健康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鼓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工

作，大力推进健康促进医院建设，将健康促进理念和政策融入医院建设管理和服

务的全过程。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助力医院做好健康科普传播工作，健康传播

指数研究院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医学论坛网，共同启动了健

康科普传播力指数研究。 

本研究旨在借助构建科学合理的健康传播指数模型，精准衡量不同传播渠道、

传播主体以及传播内容在健康促进方面的作用，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

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1. 研究对象：涵盖各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医院及医生三大类，全面评估

不同主体在健康传播中的角色和影响力。 

2. 数据监测范围：覆盖国内主流媒体、专业媒体以及主流的互联网社交媒

体平台，包括微信（含公众号与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快手、哔哩哔

哩等，确保研究数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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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健康传播力分析 

（一）健康安徽传播力指数 

   安徽省卫健委官方新媒体账号为“健康安徽”，其微信公众号粉丝数为

34 万，抖音号粉丝数为 12.2 万。在 2025 年 1月的省级卫健系统传播力指数排

名中，“健康安徽”位列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健委中的第 8 位。 

 

图 1 2025 年 1 月省级卫健系统微信传播力 TOP10 

在 2025 年 1月，“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新闻中，“2025 年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肥召开”最受关注。该会议总结了安徽卫健系统 2024

年在九个方面取得的成效：医疗服务体系提质提效；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深化；积

极服务经济大局；医疗服务改善成效显著；疾控体系重塑稳步推进；中医药活力

得到充分激发；人口发展战略有效落实；风险防范化解切实推进；系统行风作风

明显优化。2025 年的工作重点聚焦于：按照“控增量、调结构、严监管”的要

求，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以基层为重点，推动医疗服务向农村地区覆盖；以改革

为动力，完善“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坚持预防为主，构建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人民共建共享，深入

实施健康安徽行动；落实“儿科、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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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科普方面，“健康安徽”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科

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国科协共同举办的“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2024 年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中，安徽卫生健康系统共有 16件

作品入选。其中，微视频类优秀作品包括《补钙别瞎忙，了解这些才靠谱》《提

升健康素养 享受健康生活——孕产妇健康生活方式》《高热惊厥您别慌，冷静

应对有良方！》《血管！你管不管？》《不再是一个人》《人体流感保卫战》。 

此外，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融

媒体节目《健康安徽》，自 2024 年 4 月 20 日开始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

频道周末黄金档播出。节目以“传播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为宗旨，致力于

搭建起专业医疗知识与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在节目中，权威专家受邀走进

演播室，围绕疾病预防、健康养生、医疗政策等与大众息息相关的话题，深入浅

出地讲解，为观众带来科学、实用且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助力全省人民提升健

康素养，拥抱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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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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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省级医院的传播力排

序如下： 

 

图 2 安徽省省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处于第一梯队，微信粉丝量分

别达到 370 万和 330 万。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安徽省

儿童医院处于第二梯队，微信粉丝量在 70～100 万之间。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胸科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处于第三梯队，

微信粉丝量在 10～40万之间。 

从活跃度来看，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两个微信公众号

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稿件均为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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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抖音传播方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开设有抖音

账号，粉丝数分别为 3.8 万和 1.1 万左右。安徽省儿童医院抖音账号粉丝数不足

3000，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抖音账号粉丝数只有 80个。 

 

图 3 安徽省立医院抖音账号截图 

 

此外，安徽省立医院共有 12位医生开设了抖音账号，其中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汪蓓蕾的粉丝数达 41.6 万，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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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省市级医院传播力指数 

    依据2025年1月传播数据监测结果，安徽省市级医院传播力指数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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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徽省市级医院传播力 TOP10 

 

从微信传播力结果看，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排在第一梯队，二者微信粉丝数均超过了 80 万。 

 

图 5 安徽省市级医院微信粉丝数（万） 

 

从抖音传播看，开设账号的只有阜阳市人民医院和亳州市人民医院，粉丝数

总计为 2.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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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综合传播力在本月位居第一。该医院是国

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影响遍及苏、鲁、豫等省，医疗辐射面积 4.2万平方公里。

为推动医院在发展方式、运行模式以及资源配置方面实现深度转变与显著提升，

医院正式成立战略规划部与运营管理部，全面开启医院发展的新篇章。 

    在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方面，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大力推进“四心工程”建设，从多个维度精准发力，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具体举措包括：聚焦就医环境改善，精心打造“就医安心”

工程，通过优化就医空间布局、完善设施设备，为患者营造舒适、安全的就医环

境；着力提升医疗质量，全力打造“就医放心”工程，持续强化医疗技术培训、

规范诊疗流程，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精准、有效的治疗；优化诊疗服务流程，

积极打造“就医省心”工程，运用信息化手段简化就医环节，减少患者排队等候

时间，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高效；注重人文关怀，用心打造“就医舒心”工程，

通过提供贴心、暖心的服务，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让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感受到

温暖与尊重。 

不仅如此，医院还精心策划了“百场义诊进社区，千名医师送健康，万名群

众得实惠”大型巡回义诊活动。医院组织众多优秀医师深入社区，为广大群众提

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健康检查等服务，将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

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医院的品牌影响力，

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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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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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县级医院的传播力指数

排序如下： 

 

图 6 安徽省县域医院传播力 TOP10 

    在县域医院中，界首人民医院的粉丝数最多，为 37 万，约为市级

医院第一名的三分之一。 

 

图 7 安徽省县域医院微信粉丝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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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传播力排名第一的太和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49 年，2018 年晋升为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实现全省县级医院创三甲“零的突破”。医院设有生殖医学、

静脉用药调配、健康体检和远程医学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医疗

服务。 

在慢病管理方面，医院创新推出“369管理体系”，聚焦血压、血糖、血脂

三项核心健康指标，关注乳腺癌、胃肠癌等六种常见肿瘤及九种慢性疾病，采用

全程化、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以身份证为核心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整合各类健康数据，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开发慢病管理系统，实现动态监测与个

性化管理，建档人数超十万。同时，发挥村医作用，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机

构协同，将慢病管理服务延伸至基层。 

为让基层群众“不生病、少生病、生病少跑路”，医院以医务人员老家为纽

带，推出“服务三村 当好三员”行动，聚合村医、村干、村民力量，借助家庭

医生签约、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设备，引导医务人员当好老乡的管理员、健康员、

联络员，将医疗服务延伸至患者家中，实现医疗服务“零距离”，让乡亲看病“有

医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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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在省级医院层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传播力指数较

高，微信粉丝量分别达到 370 万和 330 万，在省级医院传播力排序中处于第一

梯队，为健康信息传播奠定了受众基础。市级层面，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传播力领先，微信粉丝数超 80 万，且积极开展战略规划与运营管理改革、

推进“四心工程”建设和大型巡回义诊活动，提升了医院影响力和社会形象。县

级层面，太和县人民医院 2018 年晋升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慢病管理方面创

新推出“369管理体系”，还开展“服务三村 当好三员”行动，将医疗服务延

伸至基层，这些特色服务借助新媒体传播能提升知名度。此外，安徽省卫健委官

方新媒体账号“健康安徽”传播力指数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健委

中排第 8位，其发布的工作会议新闻和健康科普内容受关注，省级媒体打造的《健

康安徽》节目也在传播健康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安徽省医院新媒体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账号活跃度不足，如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月份仅发布稿件 7篇，安徽省立医院发布 5篇稿件，

更新频率较低，难以持续吸引受众关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运营效果欠佳，多数

省级医院抖音账号粉丝数较少，如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

抖音账号粉丝数均为 1万左右，市级医院中开设抖音账号的也较少，阜阳市人民

医院和亳州市人民医院粉丝数总计才 2.6 万，县级医院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投入

和探索可能相对更少，未能充分发挥短视频平台传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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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 提升账号活跃度：制定科学的内容发布计划，明确发布频率，如省级医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应争取每天发布一次，或每周至少发布 3 - 4篇优质内容。内

容涵盖医疗新技术、健康科普知识、医院动态、专家坐诊信息等，以多样化的内

容持续吸引受众关注。建立内容创作团队，成员包括医学专业人员、新媒体运营

人员、文案策划人员等，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可读性和创新性。例如，结合当下

热点话题，策划有趣的健康科普短视频脚本，提升内容吸引力。 

2. 强化短视频平台运营：加大对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投入，配备专业的短

视频制作团队，负责视频的拍摄、剪辑、特效制作等工作，提升视频质量。根据

不同平台的用户特点和算法规则，定制差异化的运营策略。在抖音上，制作有趣、

实用的健康科普短视频，时长控制在 1 - 3分钟，利用热门音乐、话题标签等提

高视频曝光度；在 B站上，发布深度的医学科普系列视频，满足年轻群体对知

识深度的需求。开展互动活动，如线上健康知识问答、抽奖、病例分享等，提高

用户参与度和粉丝粘性。例如，每月举办一次健康知识问答活动，设置实用的健

康礼品作为奖品，鼓励用户积极参与。 

3. 整合传播资源：依托百姓健康频道等专业健康传播平台，建立覆盖省、

市、县级医院新媒体传播联盟，整合各级医院的传播渠道和资源，实现信息共享、

优势互补。CHTV 专家科普内容可以通过省级、市级、县级医院的新媒体账号进

行转发推广，扩大传播范围。加强与地方媒体、健康类自媒体的合作，通过联合

制作节目、互相推广等方式，提升医院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力。同时，利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精准定位目标受众，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年龄、性别、地域、健康需

求等特征，推送个性化的健康信息和服务，提高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