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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论坛中备孕女性信息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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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母婴论坛中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对厘清备孕女性信息需求、进行有效咨询引导、论坛的主题分类和

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太平洋亲子网”备孕论坛中 604 个帖子，通过对编码数据的统计，进行主题结构

分析、聚焦群体分析和需求类别分析。研究表明，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要包括生活习惯、疾病防治、身体状况、特殊情

况和需求等四类需求主题。在女性备孕过程中，伴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且她们在论坛中以获取信息支持为主，较

少地表达自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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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孕是指女性在怀孕前主动调整身心健康状态的过程，是两性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

备孕阶段，许多女性都愿意采取健康行为，她们会通过咨询他人来收集孕前信息，并积极改变生活

方式[1，2]。女性在备孕期间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她们的信息需求往往来自不确定感。能否顺

利怀孕、如何保障胎儿、自身和伴侣健康等，是备孕期女性尤其是首次备孕的女性密切关注的问题。

备孕女性围绕备孕话题会产生大量信息需求，同时又有很多不同信息来源供她们选择。在传统的信

息来源中，医生和专家被视为主要的事实信息提供者；伴侣没有提供信息，但提供了精神支持；母

亲和朋友则通过分享自身经验而发挥作用[3]。同时，大多数备孕女性认为互联网上的健康信息是可靠

和有用的[4]。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公众健康意识的加强，健康类的在线论坛和社区成为易于接触的信息来源，

提供了大量与备孕相关的信息，用户在其中可以分享健康信息、知识、情感和经历。这些论坛和社区

不仅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提供各种信息，还通过匿名机制促进敏感话题的发布和搜索。除此之外，

在线论坛和社区还能够让备孕女性获得除亲朋好友之外的更多情感支持[5]。备孕女性处于身份转变的重

要节点位置，她们往往在面对怀孕时，会以更严谨的态度来获取信息和处理问题，因此厘清该群体的

信息需求变得十分重要。研究备孕女性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需求主题和表达方式，可以为卫生部门促

进母婴健康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需求主题编码能够作为在线论坛主题分类方案的基础，以

便用户能够快速定位到符合自己信息需求的话题。了解用户信息需求表达方式能够促进在线论坛采取

积极措施引导用户行为，优化管理方式，从而改善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本文选取母婴社区“太

平洋亲子网”的备孕论坛中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2019 年 3 月 6 日这三个月的帖子，通过对帖子内容的

分析，揭示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主题，并讨论她们在信息需求表达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 
* 基金项目：湖北文化名家专项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心智空间视角下科学知识生成与演化机理研究”（71704138）。 
通信作者：张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E-mail：zb02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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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回顾 

人类生存和发展活动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需求，充分发掘和认识人类的需求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需求是指人们为解决各种问题而产生的对信息的必要感和不满足感，是人的总

需求的一部分[6]。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7]是当前应用最广的需求理论，他将人类的需求归纳为五层的金

字塔结构，从下至上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健康需求作

为生理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需求的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即只有健康需求满足时，人类才

会追寻下一层次需求的满足，健康信息需求也就成为用户信息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 
信息需求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的共同作用下总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学者们对人类信息需求

状态进行了研究，其中泰勒提出的信息需求模型[8]认为用户信息需求表达存在四种层次：内在需求、意

识需求、形式化需求、折中需求。用户需要通过多个步骤完成从第一层到第四层的过渡，并最终确定

自己的信息需求从而完成信息查询。用户信息需求产生于时空环境下人面临问题时的情景与解决问题

需要达到的情景之间的差距，因此用户需要一个由信息支撑的桥来消弭这种差距，信息服务人员或信

息系统的设计就是要帮助用户构筑这个桥梁[9]，引导用户逐渐确认自身信息需求，完善信息需求表达。 
在线健康社区的兴起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一个满足自身健康信息需求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健康信

息需求研究方法上的改变。在线论坛和社区兴起之前，学者们主要使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实验等方法

来了解相关群体的健康信息需求[10-12]；随着信息获取手段的丰富，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在线论坛和网络

健康社区，从中爬取相关数据，利用内容分析、主题模型、主题框架等方法更加全面和客观地探索用

户群体的健康信息需求。例如，金碧漪和许鑫选取雅虎问答中 8 762 条与糖尿病相关的提问记录，通过

人工编码、文本处理、多维尺度分析、中心词聚类等方法研究糖尿病用户信息需求主题[13]。李重阳等

采用 LDA 主题挖掘法来确定相关编码规则，探求癌症社区中用户信息需求主题和变化趋势[14]。白冠男

和钮文异基于主题框架法对百度“艾滋病吧”中一个月的帖子进行质性分析，挖掘热点主题[15]。可以

发现，关于用户健康信息需求的前期研究以调查问卷和访谈的质性研究为主，后期多为文本挖掘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用户的客观信息需求，本文在文本挖掘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文本，深入

分析用户信息需求及其表达方式。 
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可以认为是处在备孕阶段的女性为备孕而产生的对于信息的必要感和不满足

感，进而主动寻找相关信息的一种现实要求。目前对于健康信息需求主题的研究，主要关注身患某一

特定疾病的群体。除此之外，还有研究集中于青少年、孕妇、年轻父母等身处特殊阶段的群体。赵

安琪等以抑郁症为例，爬取知乎数据，从物理需求、情感需求和认知需求等三个层面对用户健康信

息需求进行分析，发现用户对抑郁症健康信息最大的关注点是社会生活以及症状，对预防的关注较

为缺乏[16]。Ruthven 等调查了年轻妈妈对信息的需求主要包括三种类别：如何为孩子创造积极环境的需

求，母亲关系和幸福的需求，以及儿童发展和健康的需求[5]。Arden 等对英国育儿网论坛中的 400 个帖

子进行了主题编码分析，确定了女性对于孕期体重管理的话题讨论主要集中在感知控制和责任、风险

感知、混淆信息等三个方面[17]。在健康信息需求主题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糖尿病、艾滋病、癌

症等若干特定疾病上，对于其他在线论坛如母婴论坛、青少年论坛的关注较少。同时，研究对象主要

集中在几个重要病症患者及其家属身上，而对于老人、孕妇、青少年等社会弱势群体关注较少。相比

而言，国外对于在线健康信息需求的关注群体层次更为多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在线健康社区满足信息需求，所以在线健康社区中的用户

行为开始受到关注。在用户使用在线健康社区情况的研究中，吴孝仙利用在线问卷调查了孕妇这一群体的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结果发现 93%的孕妇会主动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她们的主要目的是丰富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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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知识，获取的主要内容是营养膳食方面的信息[18]。Valero-Aguilera 等对 169 名泌尿系癌症患者和 100 名

乳腺癌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进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探究互联网作为健康信息来源的使用情况和影响

因素[19]。翟羽佳等通过统计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百度戒烟吧中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用户整

体处于高度离散和分裂的状态[20]。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在线健康社区中的用户参与行为，包括

搜索行为、使用行为、交互行为等，缺少对用户使用在线健康社区早期信息需求表达行为的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备孕女性信息需求的研究较少，在对在互联网上寻求健康信息的研究对象

选取上，忽视了备孕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而在关于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以及她们使用在线论坛和社区

的情况方面，此前也没有相关研究开展。因此，针对上述研究局限，本文拟解决两个研究问题： 
（1）备孕女性在在线健康社区中表达的信息需求主题包括什么？ 
（2）备孕女性是如何使用在线健康社区表达自身信息需求的？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不仅需要聚焦于

显性内容，同时也需要阐述内容与内容背后的抽象理论概念和隐含信息，在操作方法上主要分为解读

式内容分析法、实验式内容分析法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三种类型[21]。本文采用实验式内容分析法

对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进行分析，实验式内容分析是一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其基本操

作是把媒介上的文字、非量化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建立有意义的类目分解内容，并以此来分析

信息的某些特征。 
本文爬取了国内大型母婴社区“太平洋亲子网”中备孕妈妈论坛三个月的帖子数据，通过内容分

析法构建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题二级编码体系，对清洗后的主题帖进行编码并展开分析。具体包括：

通过主题结构分析，统计各个主题编码下的帖子数量，分析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题侧重及热点主题产

生的原因；通过聚焦群体分析，将主题帖中关注的对象划分为备孕女性自身和其伴侣，分析备孕女性

信息需求的相关特点和主要特征；通过需求类别分析，将备孕女性表达的信息需求划分为信息寻求式

需求和情景表达式需求，分析备孕女性不同的需求类型比例和结构，以及拟期望通过在线论坛获取的

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具体研究设计和实证流程见图 1。 

 

图 1  研究设计和实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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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数据来自“太平洋亲子网”中的备孕妈妈论坛。该论坛成立于 2008 年，目前每月都有数百个话题

被讨论，在“站长之家”的母婴网站排行榜中综合排名第一。论坛没有年龄、地区限制，是公开可见

的，并允许匿名张贴，这保障了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表达，让她们能够更加大胆、更明确地表达自身

需求。 
本文爬取了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2019 年 3 月 6 日三个月期间论坛里的所有帖子，共计 1 145 个。由

于论坛不限制用户群体和主题，存在部分与研究目的无关的信息，因此分四步清洗数据，具体如下。 
（1）删除由广告商或第三方发布的帖子，如“优贝健康告诉您试管婴儿促排需要留意的事项”。 
（2）删除明确表明自己有孩子或处于孕期等明显不是由备孕女性发布的帖子，如“刚满月宝宝可

以用芊梓草皮肤膏吗”“孕期 B 超做几次合适”。 
（3）删除无实际内容或与备孕主题明显无关的帖子，如“新人报到，大家好”“签到”。 
（4）删除知识讲解类型的帖子，如“卵巢囊肿的症状”“备孕知识：月经量的多少是否会影响

怀孕”。 
经过上述清洗步骤后，确保得到的是由备孕女性发表，表达的是她们有关备孕信息需求的帖子。

最终，可分析的样本数量为 604 条帖子。 

2.3  信息需求主题编码 

使用实验性内容分析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22，23]：①对问题有必要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推导；

②客观地选择样本并进行复核；③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发展一个可靠而有效的分类体系；④对量化数据

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并且经过信效度的检验。因此，本文主要分三个阶段对样本数据进行编码。 
首先，在参考 Stephenson 等[1]关于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以及 Shenson 等[24]关于母婴论坛编码的基础

上，通过大量阅读样本数据，构建初始编码体系。由于有的帖子很长，在回帖中的语句会涉及多个话

题。因此，这里不以语句为单位进行编码，而将一个完整的帖子当作一个信息需求。随机抽取 100 条帖

子，尝试用该编码体系进行编码，并在编码过程中识别出缺失的编码，不断调整编码体系。 
其次，采用归纳法来详细检查一级编码，并开发出更细粒度的二级编码。二级编码基于帖子的话

题内容，包含了从饮食调整到不孕不育等话题。由两位具有情报学研究背景的编码人员对上述随机抽

取的 100 条帖子进行独立编码，对于标注不一致的部分，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并将讨论出来的结果作为

接下来编码的行动指南，在编码和讨论过程中不断完善编码体系，保证研究过程的有效性。当编码方

案确定下来，我们就能够根据新的编码方案重新编码整个数据集。具体主题编码方案见表 1。 

表 1  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题编码方案 
一级类目 编码 二级类目 编码 说明 

生活习惯 A 
饮食习惯 A1 三餐、零食、水果等饮食方面的调整和改变 

行为习惯 A2 作息、锻炼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不良嗜好的改正 

疾病防治 B 

身体疾病 B1 身体出现或存在疾病 

药物和保健品选择 B2 选择药物进行身体治疗或选择保健品进行身体调养 

医疗地区、机构和项目选择 B3 
出现身体疾病时选择相应的医疗地区、机构和相关医疗项目进

行治疗 

身体状况 C 

高龄 C1 年龄过高导致的相关问题 

日常检测 C2 在平时进行身体检测以查看备孕期间身体情况 

异常突发状况 C3 身体出现异常或突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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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类目 编码 二级类目 编码 说明 

特殊情况和需求 D 

孩子性别 D1 只想要男孩或女孩的特殊备孕要求 

试管婴儿 D2 由于某种原因采取试管婴儿进行备孕的相关问题 

不孕不育 D3 由某种原因导致出现不孕不育从而积极采取备孕措施的情况

最后，对整个数据集进行内容标注与信度检验。对随机抽取的 10%的数据（60 条）进行编码标

注，编码过程由两位编码人员独立完成。标注结束后，利用 SPSS 进行编码方案的可靠性分析，检验标

注结果的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 Cohen’s Kappa 系数为 0.84，表明一致性结果良好，因此内容标注结果

具有较好的可信度。编码员通过再次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性的内容标注结果。 

3  分析与结果 

3.1  主题结构分析 

通过统计每个主题编码下帖子的数量并详细浏览帖子内容，可以了解备孕女性在找寻什么样的信

息。表 2 显示了每个二级类目主题下的帖子数量，并给出了两级类目编码下帖子占总样本的百分比。 

表 2  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题编码结果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帖子数量 百分比 合计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95 15.73% 

21.36% 
行为习惯 34 5.63% 

疾病防治 

身体疾病 25 4.14% 

16.89% 药物和保健品选择 61 10.10% 

医疗地区、机构和项目选择 16 2.65% 

身体状况 

高龄 12 1.99% 

24.17% 日常检测 68 11.26% 

异常突发状况 66 10.93% 

特殊情况和需求 

孩子性别 183 30.30% 

37.58% 试管婴儿 7 1.16% 

不孕不育 37 6.13% 

总计  604 100% 100% 

第一个主题是生活习惯，共占整体需求的 21.36%。女性进入备孕阶段后，往往想通过改变某些生

活习惯来达到更健康的身体状态。具体来看，关于饮食习惯的帖子主要是关于吃什么、怎么吃才能更

好地备孕这方面的内容；关于行为习惯的帖子主要是关于同房日期的调整以及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对备孕影响的相关问题。 
第二个主题是疾病防治，共占整体需求的 16.89%。其中，关于身体疾病的帖子主要是表达对自己

患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及讲述自己患有疾病且备孕的经验；关于药物和保健品选择的帖子主要

是对备孕过程中药物和保健品该怎么选择、怎么吃以及是否有效果相关方面的问题；关于医疗地区、

机构和项目选择的帖子主要是关于对某个地区或机构的医疗保健情况以及治疗方法的选择。 
第三个主题是身体状况，共占据整体需求的 24.17%。其中，高龄相关帖子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年龄

问题想要调理身体，或表达由高龄带来的无奈和痛苦的情绪和经历；关于日常检测的帖子主要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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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检查和自己查看排卵日等日常检测以更好备孕的内容，或讲述自己检测的表征和结果，需要别人

的帮助来解读；关于异常突发状况的帖子主要是由于身体出现不利于备孕的异常状况来寻求帮助，或

表达身体异常带来的不良情绪，寻求情感支持。 
第四个主题是特殊情况和需求，是指备孕女性在遇到困难或特殊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影响而对

怀孕有着特殊的需求，共占据整体需求的 37.58%。其中，对孩子性别特殊需求的帖子主要是关于备孕

男孩或是女孩的方法，如吃什么食物和保健品等能够达到这一特殊目的，或反映自己正承受着来自家

庭的巨大压力；关于试管婴儿的帖子主要是关于试管婴儿的费用、身体状况和准备等问题；关于不孕

不育的帖子主要是在寻求不孕不育的解决方案以及症状表征，或讲述自己不孕不育的经历，表达自己

急迫、难过的心情。 
在四个一级类目主题中，特殊情况和需求（37.58%）是讨论最多的话题，次之是关于身体状况

（24.17%）的讨论，而最少的是关于疾病防治（16.89%）的讨论。这表明，备孕女性在论坛中更愿意

阐述和表明自己的特殊情况和需求以及对身体状况进行讨论，这类话题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向他人

咨询，或不敢向他人倾诉和分享。而对于疾病防治与用药这种可以获得专业人士建议的话题，她们往

往会有更加严谨的态度，在论坛中较少谈论。进一步地，研究分析在 11 个二级类目主题中，该备孕论

坛中讨论最多的热点主题和较少的冷门主题，并初步分析形成原因。 
在二级类目主题中，关于孩子性别（30.30%）的特殊需求是讨论最多的话题，其次是关于饮食习

惯（15.73%）的讨论和身体状况中的日常检测（11.26%）话题。可以看出，该论坛中的备孕女性对孩

子性别存在着明显需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发帖是希望通过在备孕阶段使用保健品、调整饮食等措施

来控制孩子性别，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其次是关于饮食习惯的讨论，中国饮食文化非常发达，因而

对于中国人来说，调整饮食结构一直都是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途径之一。处于备孕阶段的女性更愿意

从饮食调整这一日常手段入手，用较低的成本来达到有利于备孕的目的。第三是身体状况中的日常检

测，由于在线论坛和社区的快速发展，很多备孕女性在信息来源选择上偏好这种便利快捷的方式，因

而关于日常检测这一具有巨大信息需求的主题上，她们相比于频繁去医院或者是有代价地询问专业人

士，更愿意在论坛上与有相同经历的人一起交流。 
在二级类目主题中，讨论最少的主题是试管婴儿（1.16%），其次是高龄（1.99%）和医疗地区、

机构和项目选择（2.65%）。对于我国备孕女性来说，需要利用试管婴儿进行生育的比例偏低。由于关

于试管婴儿需求较为特殊，覆盖的人群面积较少，因而在论坛中询问的人数也较少，且试管婴儿技术

较为专业，需要使用该技术的人群都会咨询专业机构和人士，以便更好地使用该技术。其次是关于高

龄问题的讨论，虽然从论坛获取信息的成本低，却需要一定信息素养，因而将论坛作为信息来源的女

性主体偏年轻。相比于年轻备孕女性，高龄备孕女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她们更愿意去相对科学和

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备孕指导那里获取信息。在医疗地区、机构和项目选择方面，由于论坛汇集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备孕女性，有望得到知晓同一地区和机构情况的人的回复概率较低，因此她们更愿意询问

身边的熟人和相关知情人士；同样地，治疗项目与方案的选择更是严谨且重要的事情，她们更愿意听

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3.2  聚焦群体分析 

本文在进行主题编码的过程中，详细浏览每一条帖子内容后发现，备孕女性在表达信息需求时，

不仅涉及自身，还涉及伴侣。对帖子内容聚焦的群体进行进一步划分，将样本数据在群体类型层面进

行统计，结果见图 2。需要注意的是，将明确提及伴侣状况相关问题的帖子划归于伴侣群体，其他没有

明确提到是关于自身还是伴侣的帖子内容都视作备孕女性关注自身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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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备孕女性信息需求内容聚焦群体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关于伴侣的帖子总共有 133 条，占全部帖子的 21.69%，表明备孕女性在关注自身

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着伴侣的健康，伴侣在女性备孕阶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备孕女性对伴侣的饮

食习惯、行为习惯、药物和保健品选择、异常突发状况等四个主题都表现出关注态势，都占了该主题

下帖子的 30%以上，其中饮食习惯（61.05%）与药物和保健品选择（49.18%）都占据该主题的一半左

右。但在涉及自身和伴侣双方共同的特殊情况和需求上，备孕女性很少去关注伴侣该怎么做。在关于

孩子性别的特殊需求上，关注伴侣怎么做的帖子仅占 2.73%，根据相关帖子内容可以看出备孕女性主要

关注自身应该如何做才能达到控制孩子性别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女性更多将备孕男孩或女孩的压

力放在自己身上。 

3.3  需求类别分析 

泰勒信息需求模型对用户利用信息系统获取信息过程中的信息需求状态进行了剖析和归纳，主要

描述了用户信息寻求两种状态，一种是用户确切地知道他想要什么并且能进行准确描述，另一种是用

户只知道主题知识领域的边缘内容，很难识别和描述自身信息需求[25]。根据国佳等[25]和 Kuhlthau[26]对

泰勒信息需求模型的解读，结合本文爬取的帖子内容，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情景表达式需求的帖子和信

息寻求式需求的帖子。 
这两种信息需求类型是发帖者发出请求的两种不同模式。情景表达式需求类帖子包括两种，一种

是经验分享帖，即发帖者总结经验进行分享以寻求情感支持。另一种是发帖者意识到自己处于困难中

且需要帮助，但是还不能形成一个明确的问题来提出，因而通过描述场景来请求，希望得到具有相同

经验或了解相关情况的人群帮助，她们往往需要更多的支持。情景表达式需求的帖子通常篇幅较长，

内容多面。相对地，信息寻求式需求的帖子是指那些包含了明确的问题或需要的帖子，通常简洁明

了，观点鲜明，它们更容易按照主题进行分类。 
研究备孕女性使用在线健康社区两类不同的信息需求表达方式，了解她们进行信息发布时的行为

偏好及潜在原因，对在线健康社区采取措施积极引导用户参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内容分析将这

两类需求表达类别在各个主题下区分出来，结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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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备孕女性信息需求类别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信息寻求式需求的帖子共计 452 条，占帖子总数的 74.83%，是备孕女性表达信息

需求的主要模式。在试管婴儿（42.86%）和异常突发状况（39.39%）两个主题下，情景表达式需求占

比相对较多。关于试管婴儿的情景表达式的 3 个帖子均是对自己做试管婴儿的经历分享。在异常突发状

况下情景表示式帖子基本是备孕女性对于身体出现自己不了解的异常和突发状况的描述和惊慌等情绪

表达，以期在论坛中寻求支持。在饮食习惯（2.11%）和行为习惯（5.88%）两个主题下，情景表达式

需求占比非常少，这可能是由于生活习惯不存在专业性的信息涉及和难以表述的状况发生，女性往往

能够以更加精准明确的问题表述需求。总体来看，在每个二级类目主题下，信息寻求式需求的帖子数

量普遍多于情景表达式需求的帖子数量，这反映出备孕女性在进行需求表达时，往往采用更直截了当

的方式进行询问。 
在不同的用户需求表达方式下，所得到的回应和社会支持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根据上述信息需求

类型对用户发帖与回帖行为进行统计，对应分布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种需求表达下用户发帖与回帖数量 
用户行为 指标 信息寻求式 情景表达式 

发帖 

数量 452 152 

用户 161 78 

用户平均发帖 2.81 1.95 

回帖 

数量 3 205 728 

用户 236 186 

用户平均回帖 13.58 3.91 

所得到的 604 个主题帖样本中，共有信息寻求式发帖 452 条，对应 3 205 条回帖，平均每个帖子回

复数量为 7.09。其中情景表达式发帖有 152 条，对应 728 条回复帖，平均每个帖子回复数量为 4.79。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寻求式的需求表达能够在相同的环境下，比情景表达式的需求表达获得更

多的社会支持。在信息寻求式需求下，每个发帖用户平均发帖 2.81 条，高于情景表达式需求下用户平

均发帖数量 1.95 条；每个回帖用户平均回帖 13.58 条，远远高于情景表达式需求下用户平均回帖数量

3.91 条。可以看出信息寻求式需求表达下的用户群体较为集中，用户活跃度远高于情景表达式需求表

达下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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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论坛采用了匿名的方式，但大部分备孕女性在没有形成特定且明确的需求时，不愿意将自己

的经历和心理活动完全反映在网上，暴露在公众面前。她们更愿意形成明确的健康信息需求后，在论

坛中进行提问，寻找解答，减少隐私暴露风险。女性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询问往往能够获得更多

的回复，更能够让他人理解其具体需求并提供支持。情景表达式需求帖子和回复的缺失，意味着对于

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和期望获得情感支持的女性较少，这也说明备孕论坛还没有营造出良好的情感帮

扶氛围，没有让备孕女性全然相信并形成良好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因此备孕女性更多地希望在论坛中

寻找直接的信息支持。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聚焦于备孕女性这一群体，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备孕女性信息需求主题二级编码体系，对母

婴社区“太平洋亲子网”的备孕论坛中帖子进行主题编码。之后通过主题结构和内容聚焦群体分析确

定了备孕女性在论坛中表达的复杂信息需求内容，通过信息需求类型分析讨论了备孕女性使用在线健

康社区表达自身信息需求的两种方式。结果发现，备孕女性的信息需求主要包括生活习惯、疾病防

治、身体状况、特殊情况和需求等四个主题类别，其中关于孩子性别的特殊需求是最热门的讨论话

题。在备孕女性表达需求的过程中，伴侣是她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群体，但她们往往将备孕的压力更多

地放在自己身上。她们往往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需求，并能够从论坛中获取较多的信息支持，而

较少地表达和展示自己的复杂情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相关业界咨询者能够更加了解备孕女性在在

线健康社区中表达信息需求的主题和模式，为她们提供备孕咨询指导提供支持；而论坛管理者通过对

备孕女性信息需求的认识，将其作为母婴论坛分类方案的基础，用于对论坛上发布的问题进行分类，

以便用户有效地找到最符合其信息需求的问答条目。 
相比传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爬取论坛帖子数据进行分析，减少了研究过程中对研究主体的

干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备孕女性使用在线论坛和社区进行信息需求表达的情况。本文关注备孕女

性这一群体，拓展了我国在线健康社区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对大规模社交媒体数据的挖掘，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了医学文献中关于备孕女性信息需求的相关内容，为备孕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信息行为研

究打下了基础。此外，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备孕女性信息需求分

类框架制定的理论支撑还需进一步加强。另外，通过网络数据，本文仅研究了备孕女性已经表达出的

显性信息需求，对于其难以表达和尚未意识到的潜在信息需求，后续研究可结合问卷、访谈等多种方

法，进行更全面的调查分析。同时，由于本文只涉及一个论坛，未来可以增加其他代表性的母婴论坛

中的数据来验证分类框架的适用性，并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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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Expressed on Maternal-Fetal Forum by Women Who 
Plan for Pregnancy 

YAO Zhizhen1，ZHANG Bin2，QIAN Yuxing1 
（1.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women who plan for pregnancy in maternal-fetal foru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m，conducting effective counseling and guidance，classifying subjects 

and managing forum effectively. In this paper，604 posts in the large domestic Internet maternal-fetal forum “The Pacific 

Ocean Maternal-Fetal Website” are selected to coded based on the theme. Subject structure analysis，focus group analysis and 

need category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figuring out the coded data. Our research reveals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their 
information needs：needs around life and diet habits，needs arou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needs around physical 

conditions，needs around special conditions and nee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women’s pregnancy preparation，partn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and women mainly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the forum，and less express their emotions. 

Key Words  Information Needs，Theme Coding，Women Who Plan for Pregnancy，Maternal-Fetal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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