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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男性生殖健康中生殖器官和性健康咨询热度分析

宋阳光 1　许芮豪 1　李豪杰 2　孙雅静 2　张树成 1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健康质量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2. 甜丁信息科技（郑州）有限公司医学信息管理部　河南郑州　450016

摘　要：目的：基于男性生殖健康相关网络大数据热词的分析，了解公众对男性生殖健康关注的热点。方法：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分词方法，采集并统计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共 3 年间公众在互联网咨询服务活动的词频数据。

结果：在 2268124 条男性生殖健康咨询信息中，咨询性健康最高占 68.15%，咨询内容按照顺序分别为同房时间、射精、勃

起功能、性感、性生活频率、自慰行为、性欲共 7 大类；咨询内生殖器官占 27.98%，分别为前列腺、尿道、睾丸、精索、

精囊性、附睾、输精管、射精管共 8 大类；咨询外生殖器官占 3.87%，分别为包皮、阴茎、阴囊、体毛和阴毛共 5 大类。

报告常用咨询词 590 个，按照生理名称进行聚类分析，归类为 20 个咨询热点，排名前 5 位的分别是同房时间、前列腺、尿

道、睾丸和射精；按照咨询内容聚类分析，显示同房时间不足、早泄、同房控制力和前列腺会阴区不适症状共 4 个方面占

量最高，咨询量均在 10 万级以上。万级以上咨询热词共 55 个，其中，前 12 位及其总共 33 个为同房时间不满意相关的热词，

占热词的 72.71%；15 个为前列腺和尿道的炎症不适相关热词，占 21.29%；精索静脉曲张相关 2 个、同房频率相关 2 个和性

生活感觉差、经常手淫、睾丸偏小共 7 个占 6.00%。报告 60 个咨询热度，进一步聚类分析为 28 个核心热度，排位第 1 的早泄 -

同房控制力的咨询量达到 53.82%。结论：本文首次报告了公众在互联网上对男性生殖健康咨询的中男性内外生殖器官和性

健康的咨询词和咨询热点、咨询热词及咨询热度，为互联网 + 男性生殖健康维护与促进服务，为提供全民男性健康建设提

供重要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性健康；外生殖器官；内生殖器官；咨询热度；互联网 +；咨询热点

生殖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及的一

切事宜 , 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 , 而不仅

仅指没有疾病或虚弱 [1]。生殖健康涵盖生命全程与不同性别

人群，涉及个体与个人隐私，关系下一代与人类未来。生殖

健康虽然以生育期妇女为中心，但男性在生殖健康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 [2]。男性生殖健康不仅仅是男性个体的性健康，还

与生殖器官、心理健康等息息相关。男性生殖系统是由许多

器官和组织组成的复杂系统 , 包括睾丸、前列腺、尿道和生

殖道等 , 这些器官和组织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对男性生殖健康

至关重要 [3]。男性生殖器功能异常会影响个人的生育能力或

身心健康，且有些男性生殖器功能异常无临床表现，日常生

活难以发现，往往婚后生育困难就医检查时才能发现，因此

生殖器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男性的性健康会影响性生

活质量，大多数人对性健康知识的储备并不充分，所以男性

在对待自身性问题时更多是处于回避的心理状态。当男性出

现性健康问题后，多数不会首先选择前往医院寻求帮助，而

是否认自身患病，或者通过网络寻求私下解决。

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4]。互联网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大

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首选渠道。另外，由于生殖器的隐私性，

通过互联网咨询了解生殖器发育和性健康问题更加私密便

捷。分析互联网相关搜索数据有助于判断目前男性对生殖

健康关注的热点所在，为生殖健康发展方向和政策制定提

供数据。

1. 研究对象和调查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平台 -- 甜丁网 &

甜丁优孕平台，采集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共

3 年间公众在互联网咨询服务活动中的有关数据。

1.2 数据采集方法

以月为单位在 IP-guard 后台导出咨询者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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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咨询者的 ID 进行脱敏处理，对聊天记录中的对话文本

进行合并，按照预设生殖健康关键词内容，制作建立 jieba

库形式的自定义关键词检索词库，共含有 955 条关键词词

库，其中男性生殖健康相关关键词有 168 个，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分词方法，加载关键词词库，对导出的聊

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jieba.lcut( 字符串 ,cut_

all=False,HMM=False)”，对分词结果进行词频统计，汇总，

依据做好的词库进行排序，聚类分析，检索获得关键词的咨

询量数据，通过关键词词库检索，获得公众在互联网咨询服

务活动中的主要需求，在检索结果中排除咨询量为 0 的，剩

余 35 个关键词，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将通过获得

的公众咨询主要需求产生的 35 个关键词作为编制自定义词

库，对导出的聊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 / 关键词

的前 3 个词语和后 3 个词语的检索，并对词语进行定性分析

获得该词的词性，对这些分词 - 词语的结果进行词频统计，

汇总，排序，对获得的词语，人工精准进行逐条分析，提

取每个词语，并对这些词语根据专业性质，通过数据清洗、

合并、归类和逻辑分析，将抓取获得的男性生殖健康相关词

语进行聚类分析，最终获得 20 个热点，分为 60 个热度，共

590 个咨询热词，产生相关咨询词语的咨询量（词频），采

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录入，采用在线工具 Sugar BI 进行图表

绘制。

2. 结果

2.1 男性生殖健康咨询量

男性生殖健康咨询信息量共 2268124 条，根据咨询内容

分为外生殖器官、内生殖器官和性健康 3 个方面，各自数据

量和所占百分比见图 1，咨询热度以性健康相关问题最高。

图 1  男性生殖健康咨询量

图 2  男性外生殖器官分类咨询量

2.2 外生殖器官咨询数据

男性外生殖器官 87826 条咨询信息，根据咨询内容分为

包皮、阴茎、阴囊、体毛和阴毛 5 大类。见图 2。

2.2.1 包皮（占 36.14%）

咨询常用词分为包皮手术、结构和炎症 3 小类。咨询

热度集中在包皮过长和包皮卫生相关的问题。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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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包皮常用词的咨询量

2.2.2 阴茎（占 26.64%）

咨询中公众称谓“阴茎”的名称常用词有 11 个，咨询

常用词分为 8 小类，见图 4。

图 4  阴茎常用词名称（左）和阴茎分类（右）的咨询量

阴茎咨询热度以阴茎大小最高，其中，咨询阴茎大的占

7.27%，咨询阴茎小的占 92.73%；阴茎颜色中发黑发深为

99.05%，阴茎症状中 90.70% 为阴茎弯曲，阴茎不适中痒为

100%；阴茎长短中阴茎长占 11.28%，阴茎短占 88.72%；阴

茎软硬的明确者中阴茎硬占 35.82%，阴茎软为 64.18%；阴

茎结构中有 8.18% 为粟粒疹及带刺；阴茎粗细中阴茎粗占

38.27%，阴茎细占 61.73%。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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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阴茎常用词的咨询量

2.2.3 阴囊（占 20.77）

咨询常用词 9 个，称谓名称中使用男囊占 0.24%、男的

袋袋占 1.76%、阴囊占 98.00%；咨询热度以痒 / 瘙痒相关咨

询词最高（占 96.03%），阴囊疹 / 癣占 1.97%。见图 6。

   

图 6  阴囊常用词的咨询量

图 7  体毛分类的咨询量

2.2.4 体毛（占 10.83%）

常用咨询词分为 6 小类，见图 7；咨询常用词的咨询量

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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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体毛常用词的咨询量

2.2.5 阴毛（占 5.62%）

咨询常用词 11 个，见图 9。

   

图 9  阴毛常用词的咨询量图

图 10  内生殖器官分类的咨询量

3. 内生殖器官咨询数据

在内生殖器官的咨询中包含 8 大类，见图 10。

3.1 前列腺（占 47.42%）

常用咨询词分为 9 小类，以前列腺自觉症状 / 病症表现

为主（占 85.86%）；咨询常用词的咨询量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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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前列腺常用词的咨询量

3.2 尿道（占 20.45%）

常用咨询词分为 3 小类，咨询常用词的咨询量见图

12。 图 12  尿道常用词的咨询量

3.3 睾丸（占 18.03%）

咨询中公众称谓“睾丸”的名称常用词有 3 个，咨询常

用词分为 8 小类，见图 13。咨询常用词的咨询量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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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睾丸常用词名称（左）和睾丸分类（右）的咨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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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睾丸常用词的咨询量

3.4 精索（占 8.46%）

咨询常用词 11 个，见图 15。

图 15  精索常用词的咨询量

图 16  精囊常用词的咨询量

3.5 精囊（占 3.26%）

咨询常用词 9 个，见图 16。

3.6 附睾（占 1.64%）

咨询常用词 15 个，见图 17。

图 17  附睾常用词的咨询量

图 18  输精管常用词的咨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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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输精管（占 0.68%）

咨询常用词 10 个，见图 18。

3.8 射精管（占 0.04%）

咨询常用词 5 个，见图 19。

图 19  射精管常用词的咨询量 

图 20  性健康分类的咨询量

4. 性健康咨询数据

在性健康的咨询中包含 6 大类，见图 20。

4.1 同房时间（占 79.23%）

咨询常用词分为 3 小类，咨询常用词见图 21。

   

图 21  同房时间的咨询量

4.2 射精（占 5.36%）

咨询常用词分为 3 小类，咨询常用词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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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射精的咨询量

4.3 勃起功能（占 4.88%）

咨询常用词分为 5 小类，咨询常用词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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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勃起功能的咨询量

4.4 性感（占 4.42%）

咨询常用词分为 2 小类，咨询常用词见图 24。

图 24  性感的咨询量

4.5 性生活频率（占 2.91%）

咨询常用词 10 个，分为几次合适（占 41.62%）和偏多（占

38.42%）、偏少（占 19.96%）3 小类问题；其中，咨询“多”“少”

者中，“抱怨”次数偏多比次数偏少高 1 倍。见图 25。

图 25  性生活频率的咨询量

4.6 自慰（占 2.11%）

咨询常用词 11 个，咨询量见图 26。

图 26  自慰的咨询量

图 27  性欲的咨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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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性欲（占 1.09%）

咨询问题分为 12 个，显示性欲低占 50.25%，性欲强占

33.80%。咨询量见图 27。

5. 咨询的热点、热词和热度

5.1 咨询热点

在男性生殖健康的内、外生殖器官和性健康的全部咨

询问题，按照生理名词归类分析为 20 个咨询热点；以性健

康咨询量最多，排名前 5 位的热点问题分别是同房时间、前

列腺、尿道、睾丸和射精。见图 28。

图 28  二十个咨询热点问题及排位

5.2 咨询热词

全部咨询词共 590 个，咨询热词词云图见图 29。

图 29  男性生殖健康咨询热词词云图

全部咨询词中，同房时间不足、早泄、同房控制力和

前列腺会阴区不适症状共 4 个方面占量最高，咨询量均在

10 万级以上。

万级以上咨询热词共 55 个，其中，33 个为同房时间

不满意相关的热词（前 5 位为总是早泄、控制不住、同

房 快、 只 有 几 分 钟、 时 间 短）， 咨 询 量 123.1865 万（ 占

72.71%）；15 个为男性前列腺和尿道的炎症不适相关热词，

咨询量 36.0644 万（占 21.29%）；精索静脉曲张相关 2 个、

同房频率相关 2 个和性生活感觉差、经常手淫、睾丸偏小（第

55 位）共 7 个，咨询量 10.1598 万（占 6.00%）。见图 30。

咨询量在千级的咨询词 161 个，在百级 187 个，在十级

166 个，在个位数 21 个。

图 30  排位前 100 咨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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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咨询热度

全部 590 个咨询词，按照咨询内容“定性”归类为 60

个咨询热度，见图 31。

咨询热度聚类分析获得 28 个核心咨询热度，其中，

咨询热度排位第 1 的早泄 - 同房控制力的咨询量，达到

122.4668 万；排位第 2-4 位的前列腺炎 - 不适表现、尿道 -

排尿不良表现和会阴区不适的咨询量，均为十万以上，达

到 39.8099 万；排在 5-20 位的咨询量均在万级以上，达到

60.9678 万；排在 21-27 位的咨询量均在千位，第 28 位的咨

询量为百位，共 4.3156 万；见图 32。

图 31  咨询热度 60 个及排位

图 32  核心咨询热度 28 个及排位

6.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

需求增加，对自身的健康关注更高。文献显示，不同性别的

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不同 , 更多的男生通过互联

网获得生殖健康知识 , 而女生更多通过书籍报刊和同伴获

得相关知识 [5]。近年来，互联网飞速发展，患者寻医问药

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人们从传统的线下就医部分转移到线

上就医和线上线下结合的就医咨询方式。有文献显示，通

过实施互联网 + 生殖健康及不孕不育患者服务平台的干预

模式，能够让患者及时掌握不孕不育相关知识，主动遵照

医嘱进行治疗，妊娠结局良好，进而也提高了患者主动随访

率以及满意率 [6]。

本文中，外生殖器的所有咨询中，咨询最多的热词为

包皮，最常见的咨询内容是包皮过长、包皮手术，这两个

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等论文数据库中也是多见

的检索。有调查显示，我国男性 3 岁之前几乎都存在包皮

过长或包茎 , 在对 4 ～ 18 岁男性的调查中发现 , 包皮过长达

40% ～ 70%、包茎达 10% ～ 20%[7]。近年来，国内包皮环

切术的手术量在不断增加，并且全球有 37% ～ 39% 的患者

接受了包皮环切术 [8]，在互联网医院包皮过长以及是否需要

进行包皮环切术的相关咨询也随之增多。

内生殖器中前列腺热点的咨询最多，前列腺感染炎症

是其中咨询内容最多的问题，前列腺对于男性生育功能有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前列腺炎是泌尿生殖科常见病及多发病之

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9]，前列腺炎常导

致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症状，还可能出现勃起功能障碍、

射精障碍等问题 [10]，导致患者情绪低落、焦虑等精神压力，

影响心理健康，影响性生活质量 [11]。加强对前列腺健康的

关注，科学认知和治疗前列腺疾病，对于全面提升男性健康

水平和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在性健康中，对同房时间的咨询量是最多的，并且在

男性生殖健康中，对于同房时间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咨询量

是最多的。活跃的性活动已经被证明对身体健康有许多的益

处 [12]，然而公众对于同房频率的检索量比同房时间少的多，

表明网络上对于对同房次数、性生活频率的关注度较低。许

多男性认为同房的时间越长越好，表示自己的能力越强，男

女双方对性的需求多少，双方的身体状况也可能影响同房时

间，同房时间中的问题最多的是时间短，表明多数人对性的

需求较大，不容易达到愉悦的性生活状态，需要通过网络寻

求帮助增加同房时间才得到更好的性体验，进一步可能对其

进行扩展检索，如同房时间短怎么治疗，怎么延长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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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检索到的咨询信息中，性健康的咨询量远远多

于内生殖器咨询量和外生殖器咨询量，表明现在相比于实质

器官问题，公众更关注主观感受的性健康问题。有文献显示

我国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依旧严峻，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相关研

究较少 [13]。中学生、大学生性健康知识了解程度低 [14-15]，

青少年时期是身体、情感和社会关系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也是大多数青少年开始探索性和发展亲密关系的重要时期，

所以，青少年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养成健康的习惯和生活方

式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了与性健康相

关的内容，其中，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2021 修正）对性健康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修订）和《未成年学

校保护规定》（2021）则要求开展学校性教育，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

综上所述，对于男性生殖健康的咨询热点主要在同房

时间、前列腺等方面，公众对于同房时间中早泄、控制和时

间的关注度远远大于其他问题，如何通过互联网咨询答疑传

播正确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观念、树立正确的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态度并解决公众的需求，是目前的关键点。通过找到公

众关注的重点需求，有针对性的将医疗、健康、教育资源倾

斜于热度高的问题中，着力解决关键问题，进而提高人群的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水平。中国人口形势报告显示 2022 年我

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

到来。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如何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是传

统医疗健康卫生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关于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生殖健康

服务，加强服务监测与信息化管理，加强生殖健康宣传教育

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咨询热点热词，挖掘公众需求，通过互

联网咨询服务满足青年一代在隐私保护下的生育需求，促进

互联网 + 健康，促进全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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