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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Big data +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research,Firstly, through the 
objectiv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big data analysis, we can jud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ulture popularization, predict the futur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Nex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new measure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CM health 
culture popularization.The paper thinks that using new technology means to carry out SWOT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big data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ulture,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Internet plu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ode on this basis, and develop the new status of health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etc.,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nd un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ulture.The new status include new format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CM, new formats of TCM education industry, and new formats of TCM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marriage" of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provide powerfu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asures of health 
culture popular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big data;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ultur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easures 

 

大数据与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新举措研究 

李莹波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咸阳，陕西，中国  
1376564600@qq.com 

摘要：论文以“大数据+科普”作为内在逻辑理路，首先通过客观的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和大数据分析，研判

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现状、预测未来研究热点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探究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的新举

措以及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等。论文认为，运用新科技手段对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进行SWOT分析以及大数

据整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行“互联网+科普”模式，开发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的新业态，包括

中医农业发展新业态、中医教育产业发展新业态、中医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业态等，必能推进中医药

健康文化科普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不断统一和深入发展。论文结论是，文化与科技“联姻”将为中

医药健康文化科普新举措的开发和运用带来强有力的方法指导。 

关键词：大数据，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举措 

1.前言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中医药学对于人体生命健康、疾病治疗和预防等

的长期思考和实践而形成的集中医药学独特的认知文

化、文化理念、思维与应用及行为的方式方法、道德修

养、人文思想与精神、民俗文化和中医药文化自身的传

承与发展的规律等为一体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

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

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5

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印发；2017 年，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8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的重点工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6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20)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844



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为广大老百姓

健康服务。” 

中医药健康文化，主要包括中医药健康理念之下的

“治未病”文化、饮食健康文化、运动健康文化、心理

健康文化、生活健康文化、医史文化和中医药健康文化

理论。实践证明，中医药学在保护民众健康，预防治疗

各种疾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论文以“新时代中医药健

康文化科普的数据化建设”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中医药

健康文化科普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探测研究的热点以

及有待深入推进的方面，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医药文化健

康文化科普的新举措，推动其更好的普及到民众的日常

生活中。 

2.大数据与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研究现状综述 

新时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和技术已

经被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大数据”是相对于传统数据

库而言的，其特点是体量大、数据源复杂多样等。就中

医药文化健康文化科普而言，涉及到中医学、文化学、

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

合问题，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把握中医药文化健

康文化科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存在的优势和劣势等，

因此是十分必要的。 

论文以“中医药健康文化”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刊

载的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CSCD

等文献资料进行高级检索，仅得出 12 条相关研究成果，

可见刊载于核心期刊的研究成果极少；论文进而以“中

医药健康文化”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刊载的全部期刊文

献资料进行检索，得出 136 条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初步筛

选，整理出 2009 年至今的 112 篇相关论文。使用 SATI4.0

软件对这 112 篇样板论文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以频次大于等于 3 为筛选条件，得到 23 个高频关键词及

其频次统计表：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百分比％ 

1 中医药文化 22 6.0942  

2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 

化 
15 4.1551 

3 健康文化 14 3.8781  

4 中医药 12 3.3241  

5 影响因素 9 2.4931  

6 文化节 8 2.2161 

7 中医中药 7 1.9391  

8 中医药健康文化 7 1.9391 

9 文化素养 7 1.9391  

10 健康素养 6 1.662  

11 中医药文化建设 5 1.385  

12 中  医 4 1.108  

13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 
4 1.108 

14 中医药健康服务 4 1.108  

15 健康中国 4 1.108  

16 健康文化素养 4 1.108  

17 居  民 4 1.108 

18 健康养生 3 0.831  

19 创新性发展 3 0.831 

20 创造性转化 3 0.831 

21 地坛公园 3 0.831  

22 普及率 3 0.831 

23 现  状 3 0.831 

图 1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表 

如图可知，2009 年至今，在中医药健康文化研究

方面，养生、健康、素养、文化等词汇依然是研究的

热点词汇；而以“创新性”“创造性”为重点的“普

及率”和“现状”研究是科普路径探究的主要内容，

即，诸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状况研究”“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研究”““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创新性

研究”等是当前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研究的主要视角

和学术话语建构的重点所在。总之，通过大数据分析

及文献阅读可知，近几年，学者们对“中医药健康文

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调查数据
分析 

如赵玉洋、谭巍等的《2017 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

化知识普及情况调查数据分析》，采用分层多阶段结

合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全国（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

澳、台地区）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28 个调查

点 15～69 岁常住人口进行入户调查。研究采用《2017

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调查问卷》对调

查对象接触、认知、信任和使用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

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 SPSS 数据统计分析的方

法，对调查所得的 87287 份有效问卷进行计量分析，

得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率，

指出新媒体技术在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方面的重

要性等。 

2.2.影响公民健康的因素分析 

如亓小燕、姚文、钱梦华的《上海市虹口区公务

员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李勇、鲁

晶晶的《2018 年深圳市南山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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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现状分析》，谭巍、靳琦等人的《2017 年中国公民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等。 

尤其是论文 《2017 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中，作者采用分层多阶段 PPS 随

机相结合的抽样方法,抽取全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5～69 岁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

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文章总结指出：以

公务员为参照,医务人员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较高

(OR=1.829,95%CI[1.279,2.616]),农民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水平最低(OR=0.493,95%CI[0.349,0.697])等。论文

认为在考虑城乡差异后，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等方面

是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 

2.3.提高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对策
研究 

如李和伟、焦明媛的《提高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

化素养的对策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研究人们对中医

药健康文化的了解程度,分析影响人们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针对中医药知识普及薄弱问题，

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如李亚军、王明旭的《孙

思邈健康文化品牌建设与走向世界战略研究》，通过构

建孙思邈健康文化品牌的路径探索，为中医药健康文化

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经验等。 

总之，通过这种客观的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和大数据

分析，我们比较全面的掌握了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的研

究热点，研究动向以及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的领域等，

为开拓科普新路径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方法借鉴。 

3.大数据与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新举措 

3.1.现状调研、资源整合及知识库建设 

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传统的代表性模式，包括模

式特点、存在的利弊，对当下中医药文化传播进行 SWOT

分析等，具体从战略优势、发展优势、科教优势、人文

优势等方面深入分析中医药文化科普的时代机遇，从传

播主体、客体、运作环境、创意分析以及传播中的直线

主义、逆变心理、血统主义等制约性因素系统分析当前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构成要素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对影响

中医药健康文化科学普及的五个关键模块的既有资源进

行整合，包括中医药养生文化品牌建设、中医药文化教

育产业、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与中医

农业发展新业态、中医药健康文化与中医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新业态等，将这些资源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下，借助

SPSS 数据统计软件对这五个模块的诸多研究结果进行综

合统计分析，通过确切的数据以及表格、图像，能够准

确把握中医药文化科普研究整体状况以及各个研究热点

的发展状况；建构一个融合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

医药文化知识于一体的知识库系统，包括中医药文化发

展历程、著名医家、经典著作赏析、神奇药方、神奇

中草药、中医药政策法规、红色中医药文化等，通过

企业微信、微信、微博、QQ 及其他平台定期对选定的

受众对象进行在线测试，测试每季度进行一次。 

3.2.对象选取原则和测试数据分析 

选择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的运作主体（普通民

众），运作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药健康文化科学

普及的理念创新及发展新业态等问题。具体而言，研

究普通民众关于自身健康问题在认知理念、行为模式

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研究这些理念和行为凸显的新

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研究将中医药健康文化落实在

普通民众日常行为之中的新模式，如何创建能够有效

促进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的新平台以及发展的新业态

等。利用 EXCEL、SPSS 等统计软件对一年进行的 4 次

测试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出影响普通民众健

康的文化因素（包括文化、亚文化）、心理因素（包

括需求与动机、认知、学习、态度、信念）、个人因

素（年龄、生命周期、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教育程

度、职业、个性）、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阶层、参照

群体、家庭）等。 

3.3.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是选取的受众群体要具有代表性。虽然采用

SWOT 分析和 SPSS 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中医药健康

文化科普情况能够做出比较准确客观的分析，但是工

作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工作量大，需要投入大量的

精力进行资料收集；二是特殊群体的受众（如知识层

次低的受众、特殊患者群体等）对中医药健康文化不

理解、不接受、不信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比较复杂，

设计问卷和进行测试时要区别对待；三是在当下各种

传播平台和手段丰富的形势下，一方面要发挥融媒体

技术的优势，创建新的平台和发展新业态，二方面更

有必要预防“虚拟世界”的弊端；四是受众作为现实

生活中的人，人的心理、需求、行为更是表现出复杂

性和多变性，要完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定

的困难等。 

3.4.“互联网+科普”模式：中医药健康文化
传播的新业态 

3.4.1 中医药健康文化与中医农业发展新业
态 

中医药健康文化在中医药文化产业开发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素来为医家及普通百姓所学习、推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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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中医药健康文

化如何寻求自身定位、冲破传统传播方式的盘里藩篱，

谋求自身普及和传播的新特色，以便更好地为世人所知、

所喜、所用已经成为中医药文化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

问题之一。 

中医药种植产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是:随着中医的越

来越兴起，对中医药的需求也也越来越大，但许多中医

药种植不成规模，或者规模较小，需求大于供求，而且

一部分种植出来的质量不能够保证，所以目前中医药种

植需要发展成为专门产业，对于需求量大的中医药可以

大规模种植，同时要优化种植方式，提高其质量，并且

可以加入扶贫项目，在提高中医药产量的同时，也可以

增加农民收入。 

将中医药健康文化思想和理念运用于农业发展，是

中医药健康文化发展的一条绿色健康大道。大力发展中

医健康农业，就是应用中医药健康理念之下的“治未病”

文化、饮食健康文化思想和中医药健康技术、产品和解

决方案，创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传统农业“提质、

增产、增效”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的

创新型现代生态健康农业。 

如何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打造现代生态健康农业

呢？具体措施有：一是“互联网+绿色健康产品”营销，

即通过研发和运用发达的线上平台加快绿色生态产品的

生态加工、生态物流、生态保鲜等，解决老百姓对绿色

健康产品的需求；二是“互联网+绿色健康产品”品牌打

造，通过运用网络平台，大力宣传中医农业健康产品的

优势和特色，要做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的品牌，再

利用互联网将品牌传播出去。 

3.4.2 中医药道德文化与中医教育产业发展新
业态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厚的道德修养文化，中医药

文化中当然也不乏中医药道德文化。如药王孙思邈，提

出“大医精诚”的思想等。 

如何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将中医药道德文化与中

医教育产业发展新业态关联起来呢？我们以为，要以广

大学生为对象，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仁”、“和”、“精”、

“诚”等思想和提升学生道德修养境界为目标，打造线

上线下教育平台，进而推进中医药道德文化实践教育体

系的建构与应用。 

具体措施有：中医教育线上平台建设；创建中医药

文化教育实训基地及中医教育实践活动实施；专家教授

开设孙思邈“大医精诚”思想校园大讲堂、网络讲座等；

组织学生开展宣教活动；开发教育文化产品等。尤其是

从语音、影视（动漫、纪实、演绎）、图文、PPT、文稿

等中医教育产品和服务等传播元素的制作技巧与创作方

法，特色化设计制作理念（美学的、传播的、学术的、

公益的）及应处理好的关系研究等方面入手，系统研究

中医教育产业升级之崭新理念、新设计，目标是促使中

医药道德文化的抽象理论得以形象呈现并发挥其现实的

社会价值。 

3.4.3 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业态 

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要不断提升文化层次，要有

助于治愈乡村的萧条，盘活乡村的精气神。当下乡村

旅游发展势头正劲，一则是城市缺少景色宜人的自然

环境，二则是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的雷同化带

来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乡村旅游深受城里人青睐，

成为旅游发展的新热点。然则，中国未来的乡村旅游

发展方向和定位应该是乡村旅居。将中医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成中医文化旅居产业是大势所趋。具体思路是，

首先，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与客体，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的多元文化因素；其次，从经济状况、乡

村公共权力、村落家族士绅文化的影响、社会资本重

构、地方文化习俗等角度出发，寻找阻碍乡村旅游文

化层次提升的瓶颈；第三，打造文化层次高的中医小

镇，盘活乡村精气神。 

市场状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竞争状

况:近年来，中成药行业由于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国家

实施中药现代化政策等因素拉动，有很大的发展优势。

机会:A.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鼓励中医医疗机

构、养生保健机构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

村和家庭，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易于掌握的

理疗、推拿等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方法。B.发展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C.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推动

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发展以中医药

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的中医药健康旅游。 

4.结论 

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而挖掘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的

新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1.理论价值 

论文采用相对客观的文献计量法进行研究现状的

统计分析，可以极大地避免传统的文献综述方面因主

观情绪而导致的误判，弥补了旧有总结手段的不足。

通过确切的数据以及表格、图像，能够准确把握中医

药文化科普研究整体状况以及各个研究热点的发展状

况，再结合旧有的文献综述的手段，能够达到对中医

药文化科普比较精准而独到的认知。 

4.2.现实意义 

大数据时代，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手

段和技术对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及传播情况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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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分类等预处理，使之成为适合网络传播的数字化资

源，实现中医药文化的互联网化传播；利用现代化信息

处理技术，建立一个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的知识库，并

对目标受众进行定期调研和测试，通过对调研和测试数

据科学化的数理统计和分析，可以有效追踪并掌握广大

民众对中医药文化健康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行动

率，进而提出保护民众健康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

等，能够更好的提升广大民众生活质量；借助“互联网+

科普”模式，不断提升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开发的内驱

力，催生新文化产品与新文化业态，必能坚定广大民众

的中医药文化自信心，必能裨益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扶

贫事业大发展等，因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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