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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我国肌少症领域研究概况、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为今后在肌少症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方

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肌少症相关中文文献，应用CiteSpace6.2R4及VOSviewer1.6.18
软件对关键词、相关文献作者、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纳入1672篇文献，肌少症领域研究发文

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王静，其次张艳和海荣，研究机构均集中在重庆医科大学等

各大高校与高校附属医院。高频关键词有肌少症、老年人、老年、危险因素、少肌症、影响因素等。主

要的研究热点是肌少症患病及相关危险因素、肌少症与类风湿、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等共病关系的临床研

究、肌少症机制的探究。突现词有骨量减少、破骨细胞、骨形成、骨吸收、少肌症、肌肉、体成分、饮

食、肌肉力量、发病机制、临床研究、认知障碍、营养状况等。结论：营养状况、肌少症合并其他疾病

的潜在相关性和机制、肌少症干预和优效治疗仍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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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sarcopenia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arcopenia. 
Methods: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rcopenia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was searched, and the 
keyword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ere visually analyzed by CiteSpace6.2R4 
and VOSviewer1.6.18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672 papers were in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sarcopenia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The author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apers is Wang Jing, followed by Zhang Yan and Hai Rong. The research in-
stitu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other major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s.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clude sarcopenia, the elderly, the el-
derly, risk factors, oligomyosi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 on. The main research focus is the dis-
ease of sarcopenia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rcopenia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arthritis, osteoporosis and other comorbiditi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arcopenia. The breakout words include bone loss, osteoclasts, bone formation, bone resorp-
tion, oligomyosis, muscle, body composition, diet, muscle strength, pathogenesis, clinical studies, 
cognitive impairment, nutritional status, etc. Conclusion: Nutritional status, the potential associa-
tion and mechanism of sarcopenia with other diseases, intervention and optimal treatment of 
sarcopenia are still the di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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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我国人口总数超过 14 亿，人口年龄构成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 18.70%。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世界第三位[2]。据估计，2053
年，老年人口将突破 4.83 亿，亚洲老年人的 2/5 和世界老年人的 1/4 将来自我国[2] [3]。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进一步加快加深，伴随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疾病的患病率也均有所增高，在老年健康保健中，肌肉减

少症(Sarcopenia)是常见的老年综合征之一，其特征是骨骼肌质量逐渐丧失和肌肉功能丧失。肌少症患者，

会增加跌倒、衰弱、残疾风险、以及与住院、跌倒、独立性限制和死亡率相关的损伤[4] [5] [6]。 
肌肉减少症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可变的，早期干预肌少症患者，对肌少症

患者提供更好的诊断、预防和个性化卫生保健具有重要意义[4]。因此，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6.2R4 及

VOSviewer1.6.18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肌少症领域的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了解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后期为我国肌少症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为检索库。采用高级检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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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主题 = 肌少症 OR 主题 = 肌肉减少症 OR 主题 = 肌肉衰减症，时间截止到 2023 年 7 月。共

检索出 2291 篇文献，其中期刊论文 1612 篇，学位论文 406 篇，会议论文 161 篇，特色期刊 74，报纸

24 篇，成果 14 篇。  

2.2. 质量控制 

首先将所有文献导入 EndNote9.1 软件中，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的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剔除无

关文献；筛选中不能确定者，则下载本篇文献，和另一名研究者阅读全文，讨论决定是否纳入该研究；

最终纳入 1672 篇有效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文献纳入标准：① 与“肌少症”主题相关的期刊论文、学

位论文、会议论文；② 发表时间到 2023 年 7 月；③ 中文文献。文献排除标准：① 报纸、专利、成果

等非学术类文献；② 重复发表的文献；③ 外文文献。 

2.3. 研究方法 

筛选出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按照软件命名格式以“download_XX”保存，格式转换后，

通过 CiteSpace6.2R4 和 VOSviewer1.6.18 可视化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7]。时间跨度设置为

1997.01~2023.07，时间分区设置为 1 年，绘制可视化图谱，对国内肌少症领域研究的作者合作、研究方

向和学科前沿等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文献发表年份分析 

图 1 可以看出国内肌少症文献总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在 2012~2022 年呈上升趋势，2017 年有所下

降，至 2022 年，发文量上升到最高，达到 491 篇。因只纳入 2023 年 1 月~2023 年 7 月的文献，所以图

中显示 2023 年发文量 237 篇。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sarcopenia 
图 1. 国内肌少症领域研究文献数量分布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2457


张媛 等 
 

 

DOI: 10.12677/acm.2024.142457 3230 临床医学进展 
 

3.2. 作者分析 

运用 VOSviewer 可视化软件对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作者进行共线分析，文献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

王静 18 篇，其次为张艳 17 篇、海荣 16 篇、董碧蓉 13 篇、肖谦 12 篇、赵娜等 11 篇，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作者(图 2)。图谱中圆圈的大小代表作者的发文数量，图谱中可见若干个主要作者群，每个群通常包含

2 个或更多核心作者，圆圈间的距离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距离越短，合作就越多。例如王静与海

荣，张艳与黄倩等。图谱中团体数量相对较多，但是团体与团体间的联系较为薄弱(图 3)。圆圈和连线颜 
 

 
Figure 2. The top 20 authors of domestic sarcopenia related literature 
图 2. 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作者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 

 

 
Figure 3. Author of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arcopenia and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图 3. 国内肌少症领域研究文献发文作者及其合作关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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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既代表不同群作者间的合作关系，也表示发文时间的不同，蓝色表示发文时间较早，黄色表示较新发

表的研究成果(图 4)。 
 

 
Figure 4. The publication year of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arcopenia 
图 4. 国内肌少症领域研究文献发文年份图谱 

3.3. 机构分析 

肌少症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20 名的研究机构(图 5)。从图中可知研究机构均集中在重庆医科大学

等各大高校与高校附属医院，它们对我国肌少症领域研究及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各高校之间应加强交流，

增加合作，以此促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Figure 5. Top 20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sarcopenia research in China 
图 5. 国内肌少症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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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键词分析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是研究领域热点的重要指标，当中介中心性数值大于 0.1 时，则表示该关键词具

有较高影响力[8] [9]；关键词的频次也是体现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之一。结合中介中心性和频次，中文文

献排名前 4 的关键词是肌少症(0.31, 923)，骨密度(0.24, 49)，少肌症(0.2, 56)，老年人(0.18, 243)；本次关

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圆圈数为 300，连线数为 631，网络密度为 0.0141(图 6、表 1)。 
 

 
Figure 6.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rcopenia 
图 6. 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Top 20 keywords in domest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rcopenia and their centrality 
表 1. 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关键词频次排名前 20 位及其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肌少症 923 0.31 

2 骨密度 49 0.24 

3 少肌症 56 0.2 

4 老年人 243 0.18 

5 骨质疏松 48 0.09 

6 骨骼肌 36 0.09 

7 患病率 51 0.08 

8 肌力 22 0.07 

9 体成分 7 0.07 

10 骨量减少 5 0.07 

11 老年 90 0.06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2457


张媛 等 
 

 

DOI: 10.12677/acm.2024.142457 3233 临床医学进展 
 

续表 

12 运动 44 0.06 

13 发病机制 29 0.06 

14 研究进展 19 0.06 

15 综述 52 0.05 

16 相关性 23 0.05 

17 影响因素 55 0.04 

18 预后 47 0.04 

19 抗阻运动 34 0.04 

20 2 型 19 0.04 

3.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对数似然比(LLR)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进而确定研究热点，通过关键

词聚类，提取到 8 个聚类群，聚类平均模块值 S = 0.8286，网络模块值 Q = 0.7363，表示聚类合理。数字

标号越小代表该热点话题在此领域中越重要，肌少症领域前 5 位的热点研究内容为#0 老年人、#1 预后、

#2 骨密度、#3 糖尿病、#4 肌少症、#5 发病机制、#6 少肌症、#7 破骨细胞(图 7)。通过分析关键词时间

区域图谱，能够显示出该研究领域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在时间线图谱中，纵轴代表聚类标签，横轴代

表关键词的发表年份(图 8)。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rcopenia 
图 7. 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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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ime-line knowledge map of key words in domest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rcopenia 
图 8. 国内肌少症相关文献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 

3.4.3. 关键词突现词分析 
2002~2023 年时间线描绘成一条蓝线，关键词突现的时间间隔在蓝色时间线上显示为红色部分，指

示突现的开始年份、结束年份和持续时间。本研究选自排名前 25 的关键词突现词分析，2002 年开始，

骨量减少、破骨细胞、骨形成、骨吸收成为研究热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2002 年张宏等[10] [11]均已

开展肌少症骨量减少、破骨细胞、骨形成、骨吸收的研究，2010~2019 年，少肌症、肌肉、体成分、饮

食、肌肉力量、发病机制等成为研究热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2010 年李玉斐等[12]-[17]开展少肌症、

肌肉、体成分、饮食、肌肉力量、发病机制的研究，2021 年至今，营养状况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图 9)。 

4. 讨论 

4.1. 我国肌少症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分析国内文献可知，国内肌少症领域专家学者已在肌少症的发病人群、早期筛查及诊断、相关

危险因素、合并慢性病、治疗措施、临床干预与治疗、肌少症相关的动物模型等多方面进行大量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动物模型实验的研究，主要是探究肌少症的病理生理基础[18]、分子机制[19]及潜在干

预靶点[20]，未来肌少症领域应该会继续深入研究其危险因素揭示其发生机制和潜在靶点，继续研究肌少

症优效的治疗方法。 

4.2. 肌少症的主要发病人群 

关键词共现分析老年人出现了较高的频次，表明老年人是肌少症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肌少症是

一种老年疾病，年龄相关的运动能力下降是老年人肌肉质量减低和肌力下降的主要因素，肌量和肌力随

着年龄发生改变，通常在 40 岁时达到最高水平，且男性高于女性[21]。50 岁以上的群体，绝大多数每年

肌力减退 1.5%~5.0%，腿部肌量以每年 1%~2%的速度下降[22]。同时，增龄相关激素变化:胰岛素、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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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雄激素、生长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等的变化参与肌少症的发病[23]。营养缺乏，老年人体内蛋白质普遍

不足，加速了肌少症的发生、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机体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老年人运动能力下

降，促使肌肉蛋白合成减少且分解增加，导致老年人肌力、肌量和肌肉功能下降。原发性肌少症存在由

高龄所影响，还存在因消耗性疾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继发性肌少症。 
 

 
Figure 9. Analysis of domestic sarcopenia keywords outburst words 
图 9. 国内肌少症关键词突现词分析 

4.3. 肌少症评估分析 

根据2019年亚洲肌少症工作组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enia, AWGS) [24]制定的标准进行肌少

症评估诊断。根据 AWGS 诊断标准：(1) 骨骼肌质量指数(skeletal muscle mass index, SMI)：采用使用

INBodyS10 人体成分分析仪完成骨骼肌指数的测量，男性 SMI < 7.0 kg/m2、女性 SMI < 5.7 kg/m2为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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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肌量低下。(2) 握力：采用握力测试仪测量，根据美国手治疗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and Therapists, 
ASHT)标准化握力测量指南测量优势手握力，要求受试者站立时用优势手尽全力握住握力计握柄，测量 3
次，取最大值。男性握力 < 28 kg、女性握力 < 18 kg 为握力降低。(3) 躯体功能：采用 6 m 步速测定法

进行评估，步速 ≤ 1 m/s 为躯体功能下降。研究对象若存在骨骼肌肌量低下且伴有握力或躯体功能下降

即被诊断为肌少症。 

4.4. 国内肌少症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25]，全球患有肌少症的人数高达 5000 万，预计 2050 年肌少症的患病人数将高

达 5 亿。亚洲地区老年肌少症的患病率为 4.1%~11.5% [26]，任晓宇等[27]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研究，我

国社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肌少症患病率为 23.2%。字文丽[28]等中国老年人肌少症现状研究老年人肌少

症罹患率为 13.05%。邹函怡等[29]研究发现安徽地区社区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 12.47%。王继等[30]云
贵高原地区老年人肌少症检出率为 14.62%。梁锐等[31]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率为 10.96%，≥80 岁组肌少症

患病率 30.10%。通过可视化分析国内文献知识图谱可知，合作发表文献量最多的作者以王静为代表，其

团队的研究方向是评估肌少症患病率[32]及探究其相关危险因素[33]，目前的研究发现肌少症发病的相关

影响因素较多，并且部分因素如其他基础疾病具有与肌少症相互影响的共病关系[34]。我国专家学者对肌

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了探索，其中包括年龄、摄入量不足，营养失衡、营养不良、肌肉质量下降、

抗阻训练等运动减少、衰老、抑郁等负性情绪、不良生活习惯、糖尿病、骨质疏松、慢性病和老年共病、

多重用药等。存在高危因素的老年人，及早改变危险因素进行干预，以防止肌少症的发生；对于已患肌

少症的病人存在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应及早逐步改变，减缓该病的进展。 

4.5. 我国肌少症领域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突现词的变化趋势揭示了肌少症研究的演变，目前，研究主题营养状况方面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该

疾病机制、干预、肌少症优效治疗仍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 

5. 小结 

肌少症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可变的，它的范围从 5%到 50%，取决于性别、

年龄、病理状况以及诊断标准，老年人对该病的相关症状及健康知识尚未广泛普及，大多数早期肌少症

患者认为是“正常老化”现象。我国民众对于该病的知晓率和就诊率普遍较低。因此应加大肌少症相关

知识的普及与筛查，进而通过早期干预来提高肌少症病人的生活质量及改善预后，这对于减轻家庭与社

会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学方法为基础，运用 CiteSpace6.2R4 及 VOSviewer1.6.18 软件

对中国知网肌少症领域的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供后续研究

参考。目前本研究仅纳入中国知网中的中文文献，未纳入外文数据库中的文献，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后续可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并与国外肌少症相关研究进行对比，为我国肌少症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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