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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数智时代，中国医生健
康科普短视频呈现出海量增长的态
势。在便捷传播知识的同时，也潜藏
着谣言滋生与传播的风险。那么，健
康科普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
AI的出现又给科普领域带来了怎样
的影响？复旦专家通过对15万个医
生科普短视频的深入分析，揭开了其
中诸多“秘密”。

从诊室到镜头
科普浪潮中的角色转变
如今，我国健康科普事业呈现出

井喷式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通
过科普视频，向公众传递专业的健康
知识。

近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与
数据科学实验室等机构合作完成的
《数智时代中国医生健康科普评价报
告》（第二期）在上海发布。该报告由
复旦大学孙少晶教授团队、王帆教授
团队联合天津师范大学翟羽佳副教
授团队历时近半年共同完成。继
2023年发布国内首个《数字时代中国
医生健康科普评价报告》后，团队此
次聚焦医生科普短视频领域，依托自
主研发的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对
2023年至2024年间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15万余个科普短视频进行了系统
性分析。

从研究人员分析的14706个账户
来看，在超过15万条视频中，22.4%的
账号粉丝数量突破10万，3.9%的账号
粉丝超过100万。从科室分布来看，
外科医生占比最多，达到31.4%。进一
步分析发现，主任医师占比 41.0%，
66.2%为教授，科室主任占比78.9%。

医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他们
逐渐从单纯的医学专业者，向传播实
践者过渡。在传播形式上，医生们积
极创新，从以往单一地讲解，转变为
视听觉多模态表达，通过开展医患对
话、进行动作示范、运用卡通形象等
多种形式进行科普。在传播内容方
面，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疾病知识的传
播，而是更加注重启发观众进行个人
健康决策。

“肺”常关注
流量密码背后的问题隐患
报告还指出，在多元诉求与流量

的冲击下，医生在短视频平台的健康
科普呈现出复杂而立体的状态。在医
生健康科普的内容生态中，肺结节、肺
癌等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肺健康话
题，成为算法时代的“流量中心”。并
且，医生健康科普视频中的疾病议题，
已从简单的“病名展示”，发展为“病种
分化与知识精细化”的传播结构。未
来，术语明确化、结构图谱化、表达友
好化，将成为决定医生内容影响力与
传播深度的关键因素。

“当前医生健康科普所呈现的特
点，展现了医生群体走出医院、走向
社会、贴近公众的‘众生相’。这既体
现了医生群体参与健康科普的普及
化，也反映出不同层次机构医生科普
水准存在差异。值得欣慰的是，部分
医生健康科普号已经实现品牌化，但
仍有很大一部分医生群体的科普方
式与技能有待提高，亟须进行引导与
规范。”该报告医学顾问、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儿科中心主任仇万山教
授表示，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构建
一个动态互联的健康传播生态系统。

尽管医生科普短视频发展迅速，
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团队看来，
AI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打破了传统
健康科普的主体格局，带来了内容普
及与专业权威的潜在冲突，同时还存
在数据治理体系缺位与安全风险等
问题。报告研究团队联合负责人，复
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健
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王帆表示，如何
让科普视频更规范，需要政府、网络
平台、医疗系统、公众和全社会广泛
参与，既要鼓励高质量科普，也要对
存在的乱象保持警惕。

当下，医生科普短视频主要聚焦
哪些热点？AI的出现又给医生科普
短视频带来了什么影响？记者就此
对话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孙少晶教授
和王帆教授。

青年报：为什么会针对医生科普

短视频领域，开展这项研究？

孙少晶：这项研究的开展具有特
定的政策和传播背景。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九部门
早在2022年就印发了《建立健全全媒
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
导意见》，鼓励医疗卫生行业及相关从
业人员创作和发布优质健康科普作
品。上海卫健委等也于2025年3月发
布了《加强互联网健康科普规范管理
扩大优质健康科普内容供给（试行）》
的通知，建立了全国首个针对健康科
普从账号申报、内容审核到违规处置
的全流程治理体系，健康知识的普及
对于提升国民健康素养意义重大。

青年报：此次报告调查的15万+的

医疗科普短视频中，哪些内容最受关注？

孙少晶：在医生健康科普的内容
生态里，肺结节、肺癌等呼吸系统疾
病相关的肺健康话题，成为算法时代
的“流量中心”。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肺癌在
中国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与死亡率均
位居首位，是显著的公共健康议题。

在“体检焦虑”以及“普通人也可能患
病”的心理预期下，肺部健康议题贴
近观众生活经验，心理距离较近，很
容易引发社会关注与传播。

青年报：此次调研中，发现医疗

科普短视频存在哪些问题？

孙少晶：首先，医生科普要打破
同质化的困境，构建“立体化”“会诊
式”的格局。在科普过程中，既要避
免“浅科普同质化”，让内容缺乏深度
与新意；也要防止“深科普如天书”，
使大众难以理解，应当构建“老中青
协同、专科全覆盖”的医生科普创作
矩阵。

其次，当前医生科普领域存在明
显的议题资源错配问题。部分健康
议题吸引了过多的传播资源，远超公
众实际信息需求；而一些具有重大防
治价值的疾病，却鲜少被提及，面临

“声音缺失”的困境。
在互动优先、情感沉浸的算法推

荐逻辑影响下，部分医生账号逐渐偏
离医学科普的专业轨道。出现了以

“擦边”“低俗”“猎奇”等手段博取流
量的内容异化现象。有些医生账号
以两性话题为噱头，内容话术暧昧、
封面挑逗，频繁涉及性功能等边缘议
题，还通过字幕消音敏感词等方式规
避平台审查。一些打着“健康科普”
旗号的软色情与生理猎奇内容，模糊

了医学与娱乐的边界，严重威胁公众
对医疗知识以及医生权威的信任。

青年报：随着 AI 智能技术的深

度介入，对医生科普短视频产生了哪

些影响？

王帆：短视频平台上医生科普系
统生态的转变，与当下人工智能技术
快速迭代的互联网环境紧密相关。
然而，技术发展如何真正服务于健
康，是目前健康科普需要深入思考的
问题。

研究发现，AI在为医生健康科普
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恐怖谷效
应”。部分医生账号使用AI合成虚拟
形象生成内容，但存在唇形错位、眼
神空洞等问题。此外，一些账号借助
AIGC技术，制造虚假医生身份或混淆
内容真实性，通过AI讲述“血腥病例”

“恐怖故事”等吸引流量，突破了医疗
内容应有的伦理与边界，存在破坏健
康科普中多方信任关系的隐患。

同时，AI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改
变了传统健康科普格局，带来了内容
普及与专业权威的潜在冲突，以及数
据治理和安全风险等问题。这是技
术创新与医学伦理、公众权益的深层
矛盾，需要从行业标准制定、技术研
发升级、多方协同治理等方面综合解
决。数智时代中国医生健康科普面
临新挑战，涉及人群健康，不仅是技

术问题，更是伦理和治理问题。目
前，医生健康科普发展到关键阶段，
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鼓励高质量科
普，警惕不良现象。

青年报：如何让发布医疗科普短

视频的平台更规范？

王帆：平台可以建立跨部门的健
康科普议题管理机制，通过数据监测
和公众需求调研，动态制定《重点疾
病科普资源配置清单》。对过度饱和
的单一议题进行流量调控，为罕见
病、慢性病等“低声量”领域预留资源
空间。

同时，利用算法推荐，为单一健
康议题设置流量上限，避免同类内容
大量重复出现。此外，平台应联合相
关专家建立性健康专业内容识别体
系，制定性健康科普议题的分级分
类审核标准，构建包含“关键词过
滤、画面识别、人工复核”的多
层审核机制，形成行业
统一的内容规范。

同质化、擦边引流、AI医生讲“血腥病例”？

警惕变了味的“健康科普”

抓住“流量”，更要守住“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