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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的建设现状 

赵思垚 1,2，朱道珺 1，成文武 3，蒋 艳 2*，莫 莉 4*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手术室/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  四川成都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循证护理研究室/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  四川成都 

3 复旦大学上海癌症中心综合治疗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上海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与老年病学中心，国家老年病临床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分析国内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的建设现状，为国内护理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医信天下》发布的“2021 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综合榜”名录中前百强医院作为研究对象，对

100 所医院官方网站护理信息的呈现情况、护理微信公众号建设情况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结果 被调查的百所医

院中，可有效访问的医院官方网站为 92 个，其中 40 个网站开设有独立护理专栏（43.48%），医院官网的护理文

化信息的呈现情况（P＞0.05）、网站有无独立护理专栏（P＞0.05）与地区均无统计学意义；开设有护理官方微

信公众号共 42 个（42.00%），其中入库微信传播指数的有 30 个（71.43%）且微信传播指数均低于 700，开通数

量在地区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入库微信传播指数在地区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文

化的塑造与传播起步早、传播矩阵初步建成，文化传播主动性不足，网站平台上护理信息呈现不足、内容单调；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传播影响力弱、推广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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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nursing culture development in large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on convergence media platform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omestic nursing culture research. Methods Select the top 100 
hospitals listed in the “2021 China Hospital Influence Ranking - Comprehensive List” published by “Yi Xin Tian Xi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presentation of nursing information on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100 hospital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Results Among the 100 hospitals surveyed, 92 had 
effective access to their official websites, of which 40 websites had an independent nursing column (43.48%). The 
presentation of nursing culture information on hospital official websites (P > 0.05) and the presence of an independent 
nursing column (P > 0.05) showe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cross regions. A total of 42 hospitals (42.00%) had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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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WeChat accounts, of which 30 (71.43%) had a registered WeChat dissemination index, and all had a dissemination 
index below 700. The number of accounts opened showed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P < 0.05), while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WeChat dissemination index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shap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nursing culture started early, with the dissemination matrix initially established.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initiative i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sufficient presentation of nursing information on website platforms, 
and monotonous content. The influence of official nursing WeChat accounts is weak, with inadequate promotion efforts. 

【Keywords】Public hospitals; Nursing; Culture; Website; WeChat; Convergence media 
 
护理人员作为卫生部门的最大职业群体[1]，在全民

健康覆盖及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一系列与卫生重点有

关的国家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护理文

化是指护理组织在特定的护理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共

同职业价值观、基本信念、行为准则、职业形象以及与

之相对应的制度载体的总和[3]，是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

集中体现，是医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对护理人员

的行为具有导向功能[5]。护理文化的建设是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的内在动力[6]，对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竞

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有研究提出[7]，全面系统开展护理

文化建设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改善医院形象，促进和

谐护患关系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指出，我国将继续推进文化建设并于 2035 年建成文化

强国[8]，文化的发展繁荣与媒体的传播有密切联系[9]，

护理文化同样具有时代性[10]。在媒体融合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语境下[11]，融媒体平台为护理文化的传播与

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目前聚焦于护理文化建

设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12]，对融媒体平台上护理文化

建设现状少有描述，无法对护理文化的建设与传播起

到指导作用。因此，本研究以国内大型公立医院为研究

对象，梳理分析以网站和微信为主的融媒体平台上护

理相关信息的呈现方式、内容和影响力等，旨在调查、

描述我国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上的建

设现状，为促进我国护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塑造我国

护理文化形象，推动未来我国护理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有研究报告显示[13]，三级公立医院使用的融媒体

平台中 99.00％为微信，83.00％为网站，因此本研究选

取《医信天下》发布的“2021 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

榜—榜合榜”名录中前百强医院作为研究对象，选择 2
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形态（医院官网、微信）作为调查

数据来源，对其在融媒体平台上的护理相关信息的传

播渠道、呈现方式、内容和影响力等进行调查与分析，

总结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上的建设现状，数据具有

客观性和权威性。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1）调查方法一 
运用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医

院全称进行检索，获取与医院相关的搜索结果列表。记

录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的链接，排除广告推广和非官

网链接，逐一点击链接官方网站确认，对所有医院门户

网站的网页进行访问。在访问过程中，浏览医院门户网

站的所有页面，包括首页、科室介绍、新闻动态、服务

指南等，记录网站的整体结构（如导航栏分类、页面层

级）。使用网站内置搜索功能，以“护士”“护理”等

关键词进行检索。查找与护理相关的子板块，记录其链

接地址、板块名称、内容摘要等信息，遵循分类原则，

将内容相同或类似的分为一组，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与讨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研究的最后一

次资料更新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0 日。 
（2）调查方法二 
清博智能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新媒体大数据

搜索引擎及重要的舆情报告和评估、研究平台之一[14]，

其独有的微信传播指数（WCI）是衡量微信公众号综合

影响力和受众覆盖率的重要指标[15]。有研究指出[16]，

WCI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

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来反映微信新媒体热度和发展

趋势，WCI 指数越高，表明微信公众号影响力越高，传

播效果越好。因此，在本研究中，以医院全称在微信公

众平台进行搜索，在结果列表中选择官方认证的护理微

信公众号，在清博智能官网的新媒体搜索引擎中输入已

确认的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名称，检索微信传播指数

（WCI）相关数据，包括公众号的创建时间、账号类型、

总发文量、文章总阅读量、总在看数等，时间范围为 2023
年 8 月 1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本研究采用最新版本

V14.2 计算公式，从公众号的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

头条传播力和峰值传播力 4 个维度进行评价（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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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CI 测算 V14.2 计算公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标准化方法 

整体传播力 O（60.00%） 

日均阅读数 R/d 85.00% 

O=0.85ln(R/d+1)+0.09ln(Z/d*10+1)+0.06ln(L/d*10+1) 日均在看数 Z/d 9.00% 

日均点赞数 L/d 6.00% 

篇均传播力 A（20.00%） 

篇均阅读数 R/n 85.00% 

A=0.85ln(R/n+1)+0.09ln(Z/n*10+1)+0.06ln(L/n*10+1) 篇均在看数 Z/n 9.00% 

篇均点赞数 L/n 6.00% 

头条传播力 H（10.00%） 

头条（日均）阅读数

 

85.00% 

H=0.85ln(Rt/d+1)+0.09ln(Zt/d*10+1)+0.06ln(Lt/d*10+1) 头条（日均）在看数

 

9.00% 

头条（日均）点赞数

 

6.00% 

峰值传播力 P（10.00%） 

最高阅读数 Rmax 85.00% 

P=0.85ln(Rmax+1)+0.09ln(Zmax*10+1)+0.06ln(Lmax*10+1) 最高在看数 Zmax 9.00% 

最高点赞数 Lmax 6.00% 

WCI={0.6*[0.85LN(R/d+1)+0.09LN(Z/d*10+1)+0.06LN(L/d*10+1)]+0.2*[0.85LN(R/n+1)+0.09LN(Z/n*10+1)+0.06LN(L/n*10+1)]+0.1*[0.85LN(R

t/d+1)+0.09LN(Zt/d*10+1)+0.06LN(Lt/d*10+1)]+0.1*[0.85LN(Rmax+1)+0.09LN(Zmax*10+1)+0.06LN(Lmax*10+1)]}²*1.2*10 

注 1：表 1 数据来源于清博指数网站 httPs://www.gsdata.cn/site/usage.  

注 2:“WCI”系微信传播指数[14]：是通过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等内容，反映微信新媒体热度和发展走势的一

个综合性指标。 

 
1.2.2 统计学方法 
（1）护理文化信息在融媒体平台建设情况的

SPSS 分析 
调查获取的相关资料，利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初步

整理，借助 SPSS26.0 软件对样本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

中多个独立样本检验的方法进行数据间的差异性检验

分析。 
（2）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影响传播指数（WCI）

的 SPSS 分析 
本研究中样本的 WCI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S-W 检

验 P＞0.05），无异常值，为连续变量，利用 SPSS26.0
软件的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对 WCI 与其各项指标

（文章总数、阅读总数、在看总数、发布次数、点赞总

数）进行双变量分析及统计学描述，以准确分析微信公

众号影响力与相关指数之间的量化指标关系，同时测

量变量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 
相关系数值在+1 到-1 之间，+1 表示完全正线性相

关，0 表示无线性相关，-1 表示完全负线性相关。相关

系数的绝对值在 0.8-1.0 之间表示变量间极强相关；0.6-
0.8 之间表示强相关；0.4-0.6 之间表示中等程度相关；

0.2-0.4 之间表示弱相关；0.0-0.2 之间则表示极弱相关

或者无相关[17]。 

2 结果 
2.1 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建设现状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全国排名前百强医院，均为三级甲等

综合性公立医院，来自于 27 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
所有医院均设有官方网站（100.00%），其中 8 个因网

站维修在调查时间段内暂时无法访问，有效访问的医

院官网为 92 个，其中 40 个网站设有独立的护理专栏

（43.48%）。42 所医院（42.00%）建设有护理官方微

信公众号，同时开设网站专栏和微信公众号的医院有

27 个（27.00%），仅有网站专栏或微信公众号的有 49
个（49.00%），二者皆无的有 24 个（24.00%）（见表

2）。 
2.2 护理文化信息在医院官方网站的建设情况 
2.2.1 护理文化信息在医院官网的呈现情况及差异

性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从护理信息在医院官网呈现的数

量上看，华东地区排名第 1，西北地区排名第 7；从护

理专栏在医院官网护理信息中的占比情况上看，西南

地区排名第 1，华北地区排名第 7（见图 1）。护理信

息在医院官网呈现数量的统计数据（P=0.288＞0.05）
与有无护理专栏的统计数据（P=0.225＞0.05）在地区

间的统计学差异并不明显（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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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0 家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融媒体平台建设的一般情况 

区域 医院代码 医院官网护理专栏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 平台覆盖率 

东北（n=8） H10 √ … 50.00% 

 H17 √ √ 100.00% 

 H18 … √ 50.00% 

 H23 √ … 50.00% 

 H24 √ … 50.00% 

 H46 √ … 50.00% 

 H62 √ … 50.00% 

 H80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50.00% 

华北（n=18） H1 … … 0.00% 

 H3 … … 0.00% 

 H5 … … 0.00% 

 H6 … … 0.00% 

 H16 √ … 50.00% 

 H22 √ … 50.00% 

 H28 √ √ 100.00% 

 H33 √ … 50.00% 

 H35 √ … 50.00% 

 H38 … … 0.00% 

 H40 … … 0.00% 

 H42 √ … 50.00% 

 H58 … √ 50.00% 

 H59 √ … 50.00% 

 H60 √ … 50.00% 

 H71 √ … 50.00% 

 H74 … … 0.00% 

 H78 … … 0.00% 

华东（n=30） H4 √ … 50.00% 

 H7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0.00% 

 H8 √ √ 100.00% 

 H11 … √ 50.00% 

 H19 √ √ 100.00% 

 H21 √ √ 100.00% 

 H25 √ … 50.00% 

 H30 √ … 50.00% 

 H36 √ √ 100.00% 

 H39 … √ 50.00% 

 H43 √ … 50.00% 

 H45 √ √ 100.00% 

 H51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0.00% 

 H52 √ √ 100.00% 

 H55 √ … 50.00% 

 H56 √ √ 100.00% 

 H57 √ √ 100.00% 

 H61 √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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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3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0.00% 

 H65 … √ 50.00% 

 H70 … … 0.00% 

 H72 √ √ 100.00% 

 H73 … √ 50.00% 

 H75 √ … 50.00% 

 H76 √ … 50.00% 

 H79 … … 0.00% 

 H83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50.00% 

 H87 √ … 50.00% 

 H89 … √ 50.00% 

 H91 … … 0.00% 

华南（n=17） H26 … √ 50.00% 

 H32 √ … 50.00% 

 H34 √ … 50.00% 

 H44 √ √ 100.00% 

 H53 … … 0.00% 

 H64 … … 0.00% 

 H67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0.00% 

 H68 √ √ 100.00% 

 H82 … … 0.00% 

 H84 … √ 50.00% 

 H86 √ √ 100.00% 

 H92 √ … 50.00% 

 H93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0.00% 

 H94 √ √ 100.00% 

 H96 网站维修无法访问 √ 50.00% 

 H97 √ √ 100.00% 

 H100 … … 0.00% 

华中（n=14） H9 √ √ 100.00% 

 H12 √ √ 100.00% 

 H13 √ … 50.00% 

 H20 … … 0.00% 

 H27 √ √ 100.00% 

 H29 √ … 50.00% 

 H37 √ … 50.00% 

 H41 … √ 50.00% 

 H69 √ √ 100.00% 

 H81 … … 0.00% 

 H85 √ √ 100.00% 

 H95 √ √ 100.00% 

 H98 √ … 50.00% 

 H99 √ … 50.00% 

西北（n=5） H15 √ √ 100.00% 

 H31 … … 0.00% 

 H49 √ … 50.00% 

 H54 √ … 50.00% 



赵思垚，朱道珺，成文武，蒋艳，莫莉                             国内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的建设现状 

- 9 - 

 H66 … … 0.00% 

 H15 √ √ 50.00% 

 H31 … … 50.00% 

 H49 √ … 100.00% 

 H54 √ … 100.00% 

 H66 … … 100.00% 

西南（n=8） H2 … √ 100.00% 

 H14 √ … 50.00% 

 H47 √ √ 50.00% 

 H48 √ √ 50.00% 

 H50 √ √ 100.00% 

 H77 √ √ 50.00% 

 H88 √ … 50.00% 

 H90 … √ 50.00% 

注 1：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18]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 

注 2:“…”表示缺少此项。 

 
图 1  护理文化信息在医院官网呈现情况的地区性分析 

注 1：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18]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 

注 2：护理专栏：是指在医院官方网站首页有独立的护理导航栏目，点击即可浏览该网站所有的护理类信息。 

表 3  护理文化信息在医院官网的呈现情况与地区间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统计 a,b 

 官网护理信息 护理专栏 

Kruskal-Wallis H(K) 7.371 8.176 

自由度 6 6 

渐近显著性 0.288 0.225 

a. Kruskal-Wallis 检验 

b. 分组变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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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护理文化信息在医院官网的展示内容 
61 个有护理信息呈现的官网中，医院官方网站上

展示的护理文化信息根据内容可归纳为 7 大类：护理

简介、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护理科研、临床护理、护

士风采、护理动态。其中护理动态（17.31%）和护理简

介（33.84%）占比较高，临床护理（5.77%）与护理科

研（3.84%）占比较低。值得关注的是，仅 1 家（0.38%）

医院有展示男护士风采内容（见表 4）。 
2.3 护理文化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建设情况 
2.3.1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设使用情况及差异性

分析 

本研究数据显示，开设的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共

有 42 个（42.00%）,入库 WCI 的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

的有 30 个（71.43%）；开设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数量

与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入库 WCI 数量最多的为华东地

区，数量最少为西北地区。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入库

WCI 占比最高的为西南地区，占比最低的为西北地区；

未开通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占比最高的为华北地区，

占比最低的为西南地区（见图 2）。护理微信公众号的

开通数量在地区间有统计学意义（P=0.045＜0.05），

护理微信公众号是否入库 WCI在地区间无统计学意义

（P=0.060＞0.05）（见表 5）。 

表 4  护理文化在医院官方网站的展示内容分析 

护理文化内容 例数 百分比（%） 

护理简介 人员结构 67 25.77% 

 高级职称介绍 9 3.45% 

 学会/学院任职介绍 12 4.62% 

护理管理 护理质控 14 4.62% 

 优质护理 15 5.77% 

护理教育 临床教学/理论授课 11 4.23% 

 进修/继续教育 25 9.62% 

护理科研 学术规范与写作 5 1.92% 

 科研课题与新技术 5 1.92% 

临床护理 专科特色 4 2.31% 

 健康教育 9 3.46% 

风采展示 护理美文 19 7.31% 

 护士图集 10 3.85% 

 优秀护士介绍 9 3.46% 

 男护士风采图集 1 0.38% 

护理动态 通知、公示等 45 17.31% 

 

图 2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开设与入库 WCI 数量的地区性情况分析 

注：“WCI”系微信传播指数[14]：是通过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等内容，反映微信新媒体热度和发展走势的一

个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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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使用情况与地区间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统计 a,b 

 护理微信公众号 入库 WCI 

Kruskal-Wallis H(K) 12.891 12.093 

自由度 6 6 

渐近显著性 0.045 0.060 

a. Kruskal-Wallis 检验 

b. 分组变量：地区 

 
图 3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时间的分布情况 

 
2.3.2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开设时间分布情况 
本研究中的微信公众号开设时间统一为其通过认

证审核的注册时间，经统计，我国大型公立医院的护理

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最早始于 2014 年，逐年增长趋势

呈持平状态，2020 年出现一个开设高峰（10 个），2023
年截至 8 月 31 日开设 4 个（见图 3）。 

2.3.3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及相关性分

析  
本研究中，WCI 最高为 471.73，最低为 0，均未超

过 700（WCI 超过 700 表示公众号微信传播指数高，

公众号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WCI 总排名最高为

65411，最低无排名；文章总数最高为 98，最低为 0；
总阅读数最高为 17233，最低为 0（见表 6）。WCI 与
文章总数、在看总数、发布次数、阅读总数、点赞总数

均呈正相关关系（见表 7）。截止到 2023 年 8 月 31 日，

入库 WCI 的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无阅读量超 10 万

的文章，因此，本研究以公众号总阅读量排名前三的文

章为高阅读量文章，共计 37 篇，其中健康科普文章占

比最高，达 37.03%，其次是护理教育与护理领域领军

人物相关文章，占比 21.62%（见图 4）。 
3 讨论 

3.1 护理文化传播矩阵初步建成，文化传播主动性

不足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排名前 100 的大型

公立综合医院中，有 76 家医院（76.00%）已建立护理

融媒体平台，表明我国大型公立医院在融媒体护理文

化传播方面已有一定的意识。然而，仅有 27.00%的医

院实现了多平台覆盖，约 1/4 的医院尚未建设与护理相

关的融媒体平台，与 Rozani[19]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可

能存在大型公立医院对于护理文化形象的建设没有投

入较多精力的现象。融媒体平台包括官网护理专栏的

建立、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开设等，虽然医院多平台

覆盖率较小（27.00%），但 7 个地区的均有医院已完

成护理相关融媒体平台的建立，表明护理文化融媒体

传播矩阵初步建成。 
在网站方面，SPSS 分析结果显示，护理信息在医

院网站的建设情况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影响

不大（P＞0.05），与刘晓雷[20]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

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度高、融媒体平台开发的技术和资

金门槛降低有关。这提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护理管理

者可以主动地通过融媒体平台低成本、高效率地宣传

护理文化，文化具有经济效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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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微信传播指数（WCI）排名数据 

医院代码 文章总数（n） 超 10 万阅读量的文章数（n） 阅读总数 在看总数 发布次数 点赞总数 WCI 总排名 

H57 8 0 17092 31 8 99 471.73 65411 

H73 7 0 17233 18 7 75 465.94 67161 

H9 5 0 9650 12 4 45 402.66 90575 

H45 24 0 13051 11 18 76 387.82 97153 

H18 28 0 15774 5 5 39 374.12 103624 

H50 98 0 14698 13 14 44 336.6 123139 

H48 13 0 7781 3 9 31 327.42 128286 

H39 18 0 8836 3 17 25 326.51 128835 

H83 3 0 3715 6 3 36 301.41 143976 

H69 6 0 4953 3 6 11 299.51 145152 

H47 10 0 5539 2 4 8 293.54 148950 

H36 2 0 3220 2 2 11 284.27 155020 

H58 6 0 3789 2 6 13 274.37 161695 

H12 10 0 4232 2 10 14 261.67 170614 

H65 10 0 1981 1 4 17 195.79 221116 

H21 1 0 870 1 1 1 176.74 236713 

H28 1 0 380 3 1 5 125.52 278753 

H11 0 0 0 0 0 0 0 99999999 

H84 0 0 0 0 0 0 0 99999999 

H56 0 0 0 0 0 0 0 99999999 

H89 …  …  …  …  …  …  …  …  

H85 …  …  …  …  …  …  …  …  

H52 …  …  …  …  …  …  …  …  

H72 …  …  …  …  …  …  …  …  

H44 …  …  …  …  …  …  …  …  

H96 …  …  …  …  …  …  …  …  

H90 …  …  …  …  …  …  …  …  

H80 …  …  …  …  …  …  …  …  

H41 …  …  …  …  …  …  …  …  

H86 …  …  …  …  …  …  …  …  

注 1：以上数据来自清博指数，数据记录时间段为 2023 年 8 月 1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 

注 2:“…”表示缺少此项； 

注 3:“WCI”系微信传播指数[14]：是通过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等内容，反映微信新媒体热度和发展走势的一

个综合性指标。 

表 7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CI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total reads, total views, number of releases, and total 
likes. 

 指标 相关系数 r 值 相关性 强度 

WCI 

文章总数 0.313 呈正相关 弱相关 

阅读总数 0.853 呈正相关 极强相关 

在看总数 0.699 呈正相关 强相关 

发布次数 0.608 呈正相关 强相关 

点赞总数 0.801 呈正相关 极强相关 

注 1：**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注 2:“WCI”系微信传播指数[14]：是通过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等内容，反映微信新媒体热度和发展走势的一

个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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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高阅读量文章的内容主题分析 

 
护理文化的塑造与传播可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在微信方面，一方面，根据 SPSS 分析结果显

示，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开设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因素有关（P＜0.05），与刘贝贝[22]研究结果一致，

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其推动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力

度大有关；另一方面，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是否入库

WCI 与所在地区发展水平因素影响不大（P＞0.05），

与程海燕[23]的研究结果相似，公众号是否入库 WCI 可
能与公众号主体的数据更新延迟、发布的文章还没有

被微信平台统计和记录有关；两方面结果提示，虽然护

理文化在微信平台的传播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

响，但管理者可以通过主动缩短更新周期、注重发布文

章的频次等，提高 WCI 的数值，扩大护理官方微信公

众号的影响力，推动护理文化的传播。综上，护理文化

在融媒体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利用融媒体传播为

载体扩大护理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主动展示

传播主体大众化、内容丰富化、媒介多样性、受众主动

化等，主动关注护理文化建设，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提

升，带动经济发展。 
3.2 护理文化类信息呈现率低 
本次研究中，发现 33.70%的医院官方网站未包含

护理文化相关的信息，护理文化信息的展示率较低，与

张鑫等[12]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医院长期存在“轻护

理、重医疗”的问题有关。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现象

反映了医院在资源分配和战略规划上对护理文化的重

视程度不足。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仅影响了护理

文化的传播效果，也不利于护理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此

外，Zingmond[24]等在 21 世纪初对美国加州的 390 家医

院网站进行的调查也显示，仅有 13.00%的医院网站展

示了护理相关信息，这表明护理信息展示率低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有研究指出[25]，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

主要途径是通过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查阅医院官方网站，

医院网站上呈现的护理信息越多，社会大众的网站浏

览率与点击率越高，护理文化传播范围越广。

Boyington[26]、 Boyle[27]等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分别

使用网站调查工具对美国医院网站中的护理信息进行

了深入研究，发现护理信息的呈现对于提升公众对护

理的认知和信任具有重要作用。这提示我们，加强护理

文化信息在医院官网的展示，以推动护理文化的传播

和发展。综上所述，建议我国护理管理者应提高护理信

息在医院官方网站主页的比重，同时促进护理信息贴

近大众，呈现内容以大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促进护理信

息贴近社会，向社会展示优质护理服务、专业性护理，

扩大护理文化传播范围，从而推动护理事业的卓越发

展。 
3.3 护理文化内容丰富度不够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站上所呈现的护理相关信息

中，可归纳为 7 类，其中绝大部分为护理简介（33.84%）

和护理动态（17.31%），合计占比超过 1/2，能够体现

专业的临床护理（5.77%）、科学性的护理科研（3.84%）

占比较低，整体护理文化信息内容单调，与 Anderson[28]

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管理者对护理成就相关信息的

关注度不足有关，对护理人员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欠

缺。新加坡[29]和沙特阿拉伯[30]的研究显示护理专业的

认同度或社会地位较低；在南非[31]、格鲁吉亚[32]和韩

国[33]的文献报道中，护士媒介形象是以“无私、勤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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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为中心内涵，缺乏对护士专业性、科学性的塑造；

并且在大多数研究中，护理被描述为一个无趣或“躺平”

的职业[34]，缺乏挑战、创造力和责任感，或不具备领导

能力[35]。这提示，各国护理形象普遍单薄，对其形象的

塑造力度并未跟上护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Godsey[36]等研究指出，塑造护士的文化品牌形象可以

消除过时和不准确的观点，陈潇[37]等研究指出增加护

士运用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改变患者结局的宣传，可

以传达新的护理文化理念与护理职业形象。综上，护理

管理者可以利用融媒体的发布信息便捷、呈现形式丰

富、成本低等优势[38]，主动对话媒体，以采访、视频、

直播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时期护士的专业形象，加强

对护理科学性、专业性、重要性的宣传，多元化呈现护

理文化，提升护理人员的自我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推

动公众对护理专业的认知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中，仅有 1 家（0.38%）

医院展示男护士风采，提示护理管理、护理宣传中可能

有存在忽视男护士群体的现象，与陈玲玲[39]等研究结

果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男护士作为护理队伍

中的重要力量对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和开展多元化护理

服务至关重要[40]，但护理职业适合女性的观点可能会

成为有兴趣从事职业道路的男性的障碍。陈江平[41]等

认为，护理管理者对男女护士的性别化和不准确的表

述限制了公众的认知，导致男护士的职业认同感低、心

理压力较大、离职率较高。Thomas [42]等建议护理管理

者要以新闻媒体为工具，吸引公众对男护士的关注与

对话；张红[43]等建议塑造鲜明的男护士形象，扭转社

会公众对男护士的刻板印象。综上，为促进护理事业的

多元化发展，护理管理者可以利用融媒体平台加大对

男护士群体的宣传与推广，促进公众对男护士在健康

照护中的专家角色的认识。减少感知偏见，提高男护士

职业认同，创建“无性别差异”的护理文化氛围，推动

新时代护理文化形象塑造与传播，拓展护理专业的深

度和广度。 
3.4 护理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起步早，但传播影

响力弱、推广力度不足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院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最早

于 2014 年创建，与微信公众平台 2012 年正式上线紧

密相关，反映国内护理管理者重视护理文化建设，有较

敏锐的动态嗅觉，有意通过尝试新的媒体媒介打造护

理品牌。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创立高峰出现在 2020年，

这一现象可能与新冠疫情期间护理人员坚守一线，在

疫情阻击战中展现出的责任与担当有关。姚泽麟[44]等

研究显示，护士在社会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参与

情况影响主流媒体对护士的关注度，疫情期间护士的

社会形象得到提升，提示管理者可顺应时事变化，抓住

时机利用融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的优势，主动塑造与

传播正向的护理文化形象。本次调查中，超过半数

（71.43%）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入库清博指数参与微

信推广，反映护理管理者有推广护理文化品牌的意愿，

但本研究中入库的所有护理官方微信公众号 WCI 均小

于 700，表示护理类公众号微信传播指数低，推送文章

的传播度、覆盖度和成熟度偏低，在专业门类整体影响

力弱，活跃度总体偏低，与郭聪慧[45]研究结果一致，可

能与护理文化推广力度不足有关。Sánchez-Gras[46]等认

为护理工作需要更多的曝光和认可，以提高公众对护

理专业的了解和尊重。González[47]等强调护士可以代

表自己，主动让护理信息的呈现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一

种普遍现象。提示护理人员主动掌握使用媒体的技能，

促进媒体参与护理，展示当代护理文化、更新护理人员

的社会形象、提升护理价值。本研究调查发现，护理微

信公众号 WCI 与在看总数、发布次数、阅读总数、点

赞总数正相关，与郁金娟[48]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影响

力与内容相关，反映“内容为王”为运营之本。本研究

中高阅读量的文章内容以健康科普为主，其次为护理

教育、护理领域领军人物展示，反映了用户对健康的需

求和对护理的关注点。CiPriano[49]等建议护理管理者需

要努力提高护士在媒体上作为可信的专家和问题解决

者的形象；健康中国 2030 行动强调科普的重要性[50]，

医疗机构作为天然传播者，护理较医疗更贴近患者、贴

近临床、贴近社会，占据健康信息传播高地，用专业和

权威的健康信息引导公众树立理性健康观，发挥护理

专业特长，将科普理论与临床护理工作相结合，利用融

媒体技术推动建立护理科普平台，推动护理文化的建

设，顺应全民健康需求，实现护理文化发展与时代同步、

与人的发展同步。 
4 总结 
我国大型公立医院护理文化在融媒体平台上的建

设情况较差，文化传播的主动性不足，存在内容单调，

呈现方式单一、影响力弱的问题。融媒体是公众对护理

文化的思想、观点和信念的强大塑造者；护理文化通过

融媒体平台向社会和公众传达的信息，将会影响新闻

媒体在报道和塑造护理形象时被视为有价值的属性。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融媒体平台在护理文化传播中的作

用，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强化医院官网护理专栏建设，

定期检查和更新，确保发布信息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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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护理科研、临床护理等专业内容的比重，全面展示护

理人员的专业性与科学性；二是优化护理微信公众号

运营，提升文章质量与发布频率，增设在线问答、科普

讲座等互动栏目，注重互动，提升公众对护理的认知和

信任；三是加强与媒体平台合作，拓展传播渠道，开展

“护理榜样人物”等护理文化宣传活动，提升护理价值

与成就的曝光度。通过以上具体措施塑造特色的护理

文化形象，推进“十四五”时期护理事业蓬勃发展，为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积极力量。 
本研究以《医信天下》发布的“2021 年中国医院

影响力排行榜-综合榜”名录中前百强医院为研究对象，

选取媒体平台为网站、微信，可能使获取资料不够全面。

未来可充分考虑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媒体平台的多样

性，进一步研究护理文化的建设与传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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