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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老年护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当前，全国养老服务面临着劳动力断层
和供需差距的挑战，因此加强老年护理的研究与实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CiteSpace计量可视

化工具为基础，对2012~2023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收录的以“老年护理”为关键词的881篇有效文献进

行了计量可视化分析。我们构建了我国老年护理工作研究成果的知识图谱，并综合考察了国内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和趋势。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国内老年护理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老年人、

老年护理、老年疾病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近期的研究热点包括德尔菲法、影响因素、护理教育和痴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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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geriatric ca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 na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currently face challeng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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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abor shortage and an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onsequent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geriatric care.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the CiteSpace 
metric visualization tool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881 valid documents related to “el-
derly care” in the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from 2012 to 2023. By constructing a know-
ledge map of geriatric nursing research in China, we identified and examin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within the field.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sustained increase in research interest in geria-
tric nursing nationwide. Key research topics primarily revolve around the elderly population, geria-
tric nursing, geriatric diseas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Recent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lphi method, influencing factors, nursing education, dementi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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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约为 18.70% [1]，与 2010 年

相比，这一比重提高了 5.44 个百分点[2]，65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约为 13.50%，中国人口老龄化呈快速

发展趋势，然而当前全国养老服务组织护理人员总量在 100 万人左右，老龄服务面临劳动力断层和需求壕

沟间的巨大差异。因此老年护理问题变得愈发重要。老年护理是保障老人得到高质量服务的关键因素，旨

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健康和生活问题。

老人和护工、护理人员关系相处融洽以及老人之间一起参与社会活动或吃饭，明显体验到他们能够表现出

对养老生活的满足感。目前中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市场存量约为 4 万亿元，到 2023 年将达到 9 万亿元，市场

总量有望增至 13 万亿元，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但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 3 位失能老人配备 1 名护理人员的标

准计算，中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约在 1000 万人，而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当前全国养老服务组织护理

人员总量在 100 万人左右，老龄服务面临劳动力“断层”和需求“壕沟”间的巨大差异[3]。然而尽管学者

们对于老年护理的研究数量较多，但鲜有研究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对老年护理进行量化分析。老年护理的文

献分布如何，有哪些学者对老年护理进行研究，老年护理的研究主题热点如何，围绕什么问题进行研究，

最近的研究趋势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把握老年护理领域研究的力量、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中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3年 8月 24日，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中进行高级检索，以“老年护理”作为检索

词，期刊来源选择 CSSCI 来源期刊以及北大核心期刊，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2~2023 年。最终得到 881 条

有效数据。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对国内老年护理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演进历程进行研究。软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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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为 Citespace5.5.R2。该分析软件由美国 Drexel University 的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语言环境开发，主

要用于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可以直观且系统地呈现某研究领域在特定时间阈限内的知识基础、热点研究

主题和研究前沿趋势[4]。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

种图形。它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元和知识群之间的网络、互动、

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本研究选取 CiteSpace 软件作为分析工具，主要可以对研究作者、关

键词热点、关键词聚类、突现词等一系列基本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找到老年护理的科学研究前沿。 

3. 研究时空分布 

3.1. 文献数量分布 

在某段时间内老年护理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献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

水平，同时也能够及时体现出社会发展与该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期刊数量分布以通过文献数量变化预

测某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作出合理的动态分析，通过对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在 2012~2023 年对于老年护

理领域研究发文数量的统计可以看出： 
 

 
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图 1. 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 

 
观察图 1 可以发现，仅 10 年来国内对于老年护理领域研究数量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具体分为 3 个阶

段。阶段①：2012~2017 年。这一阶段年度发文量表现出较为平稳的趋势，平均发文量在 63 篇左右，且变

化幅度不大，表明在这期间内，学者们对于老年护理研究处于稳定阶段，研究的重心在于老年人护理人才

的培养[5]以及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6]等。阶段②：2017~2019 年。这一阶段年度发文量表现出

快速上升的趋势，发文数量由 2017 年的 55 篇上涨到 2019 年的 108 篇，体现出学者们对于老年护理这一研

究领域关注度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们进入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各学者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合

作程度不断加深。阶段③：2019~2023 年。这一阶段年度发文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明显，

且由于检索时间为 2023 年年中并非整数年，因而研究数量并不完整。老年护理仍属于热门的研究领域。 

3.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献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作者在老年护理领域研究的学术地位，而作者

合作网络能够清晰反映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及其合作关系。因此通过运用 CiteSpace 知识可视化软件生成

老年护理研究文献的来源作者图谱，可以了解在此领域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图谱中节点越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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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越多；作者间的合作通过作者连线的粗细和颜色展现出来，连线较粗的表示合作比较紧密[7]。本

研究通过对选择标准为 TOP 5 的文章进行采集，在 Note Types 中选择 Author，时间跨度为 2012~2023 年，

时间间隔保持不变，以此为基础绘制主要作者知识图谱(见图 2)。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Knowledge Mapping 
图 2.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观察图 2 可知，在老年护理这一领域研究中，共出现了 144 位研究作者，作者数量较多，各作者间

连线为 187 条，作者合作非常密切。其中出现了 17 个研究团队。最大的研究团队共有两个，分别以作者

谭玉婷以及罗力为中心的研究合作团队，均由 5 位研究作者构成。其中以作者谭玉婷为中心的这一研究

团对主要研究的是关于老年护理员抑郁情绪与离职意愿的相关性的实践探索。该研究团队通过采用便利

抽样法，以长沙市 18 所养老机构的 468 名老年护理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抑郁自评量表和离职意愿评估

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老年护理员抑郁情绪越重，离职意愿越高，应寻求缓解老年护理员抑郁情绪的

有效途径，以减少老年护理人才的流失，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8]。而以作者为研究的研究团队主要针对

老年护理资源配置进行探索，他们指出老年护理资源是区域卫生资源的组成部分，对老年护理资源的配

置的探索也不能超出区域卫生资源配置的范畴[9]。而分别以董茂江以及王学谦为代表的研究合作团队范

围次之，包括 4 位研究作者。前者通过调查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认为老年人普遍具有多种健康问题和生

活困扰，应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及护理需求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0]。
后者探索了老年心理健康护理的一种新方法——社会辅助型机器人[11]。其余研究团队规模较小，每个研

究团体均有二至三位研究作者组成。 
而在作者发文数量中排在前列的作者主要有王静、海龙、沈军、黄颖、张银华、袁群、易霞、宋洁

以及谭玉婷，发文量均在 4 篇及以上，其余作者发文量为 2 到 3 篇。作者王静的节点最大，发文量最多，

为 5 篇。其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学者，研究了老年护理人员安宁疗护知信行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并提出老年护理人员安宁疗护知识、行为、态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需要加强社区护士安宁疗护

知识的培训，并发挥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的引领作用，以促进三级甲等医院与社区安宁疗护的共同发展，

让更多的老年人受益于安宁疗护服务[12]。而来自重庆护理职业学院的沈军发文量为 4 篇，其研究的主要

方向为基于奥马哈系统对老年痴呆患者护理的分析，其通过分析老年痴呆患者护理记录与奥马哈系统条

目吻合程度，探讨了该系统用于描述老年痴呆患者症状、体征和护理干预措施的可行性，从而有望促进

我国老年痴呆护理标准化语言的应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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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主题热点 

4.1.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而一篇论文中列出的几个关键词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以

用共现的频次来表示。一般认为，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紧密。

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中，将年份间隔区间(Slice)设置为 1 年，并设置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中 TOP 
N 的值为 10，并在裁剪选项中设置 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等参数，以关键词共现网络的

方法为主最终生成老年护理研究关键词热点图谱(见图 3)与关键词频次分布表(见表 1)。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表 1. 关键词频次分布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老年人 162 0.7 16 护理教育 12 0 

2 老年护理 144 0.19 17 糖尿病 12 0.2 

3 护理 95 0.5 18 人口老龄化 12 0 

4 老年 40 0.49 19 痴呆 11 0.07 

5 综述 39 0.21 20 护理质量评价 10 0 

6 老年患者 34 0.28 21 慢性病 10 0.28 

7 生活质量 33 0.15 22 老年护理学 10 0.04 

8 影响因素 26 0.17 23 高血压 9 0.04 

9 医养结合 25 0 24 德尔菲法 9 0 

10 专题报道 20 0 25 老年痴呆 8 0 

11 社区护理 19 0.19 26 健康教育 8 0.04 

12 《中华护理杂志》 19 0 27 老龄化 8 0.2 

13 养老机构 13 0.24 28 抑郁 8 0 

14 长期护理 13 0.17 29 延续性护理 7 0.07 

15 长期护理保险 13 0.36 30 心理护理 7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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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老年人的节点最大，出现频次最多，为 162 次。其他与老年人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老年、老

年护理学以及老年病人等。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64 亿人，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 18.7%。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人群

的健康问题与养老护理问题备受关注。 
2) 关于老年护理的关键词如护理、社区护理、长期护理、延续性护理以及心理护理等。目前我国人

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等特点，需要加强老年护理方面的准备工作，建适合

我国国情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14]。 
3) 关于老年疾病的关键词如糖尿病、痴呆、慢性病、老年痴呆、老年期痴呆等。据国际阿尔兹海默病

协会报告，2018 年全球约有 5 千万人患有痴呆，而我国痴呆人数预计 2025 年将超过千万，是发达国家痴

呆患者的总和[15]。因此提升照顾者护理能力对延缓老年痴呆病人疾病进程、减轻照顾者负担至关重要[16]。 
4) 与研究方法相关的关键词如德尔菲法、质性研究、综述等。目前学者们多采用德尔菲法对老年护

理相关指标评价进行构建，如老年人“互联网 + 居家护理”服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17]、老年认知

症护理员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等[18]。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图 3 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表意相同的关键词归类为不同模块，将各个模块赋予标签显示

出其名称以便我们掌握老年护理研究的不同类别，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参见图 4，从图 5 可以看出在该图

谱中共包含 80 个节点，连线有 83 条，网络密度为 0.0263。聚类顺序从 0 到 7，数字越小表示聚类中包含

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是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组成的。模块值 Q (Modularity Q)大小与节点的疏密情

况相关，一般认为 Q >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Q 值越大聚类效果越好，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的聚类分析。

平均轮廓值 S (Silhouette)大小可以用来衡量聚类的同质性，一般认为 S > 0.5 聚类就是合理的，S > 0.7 意味

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S 值越大说明网络的同质性越高，表示该聚类是具有高可信度的。从图 5 可以看出，

Q = 0.7445，说明该网络结构聚类效果较好；S = 0.6555，同质性较高，不同聚类划分较好。 
根据对样本数据进行基于 LLR 的聚类分析，共生成了 8 个模块，同时也代表了 10 个研究方向。具

体包括#0“肺部感染”、#1“人口老龄化”、#2“社区护理”、#3“痴呆”、#4“老年人”、#5“护理”、

#6“生活质量”、#7“康复”。各个模块呈线性排布，连线较多，关系较为紧密。聚类出现的平均年份 
 

 
Figure 4. Knowledge map for keyword clustering 
图 4.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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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emergence knowledge map 
图 5.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在 2013~2027 年，且多数聚类出现在 2014 年，说明相关研究在此时期成熟。其中最大的聚类为#0“肺部

感染”，共包含老年护理、老年患者、围术期等 11 个关键词，首次出现在 2015 年。排在第二的聚类为

#1“人口老龄化”，年份为 2013 年，共包含老龄化、医养结合等 10 个关键词。目前，世界多个国家人

口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且经济发达国家较为明显，其对各国医疗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19]。排名第

三的聚类为#2“社区护理”，年份为 2014 年，包含了护理服务、延续性护理等 8 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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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出现频次在短时间内突然增加或者使用频次明显增多的关键性术语。CiteSpace 软件能够

根据文献的题目、关键词、摘要等信息中提取候选专业术语，通过跟踪分析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频次

的突现突然增加或者使用频次明显增多，识别出代表研究前沿的若干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突现词进行

分析可以探究在护理人员领域的发展趋势以及前沿热点。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

础上进行突现词知识图谱绘制，参见图 5。 
图 5 显示了在 2012~2023 年 25 个突现词，图中时间段上红色部分清晰地展现出起止时间和关键词

的演进历程。从持续时间上看，突现词老年患者、糖尿病、综述的持续时间最长，为 5 年，而失能老

人、心理护理、老龄化、影响因素以及德尔菲法等持续时间为 4 年，其余突现词持续时间均为 2 至 3
年。从突现强度上看，突现词专题报道的突现强度最大，为 9.2027，其次为突现词中华护理杂志突现

强度为 8.6582，其余强度较大的突现词包括影响因素、综述、护理以及社区护理等。从研究趋势上看，

2012~2015 年研究重心在护理干预、长期护理、心理护理等，2016~2019 年研究重点在延续性护理、养

老机构、医养结合等方面，而近期老年护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容包括德尔菲法、影响因素、护理教育、

痴呆等。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依托 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对国内老年护理研究文献进行数据整理以

及可视化分析，梳理了国内 2012~2023 年该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进历程，包括年度发文量情况、作

者合作网络、研究主题热点、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分析等，为我国老年护理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主要结论如下： 
1) 老年护理研究热度持续走高。从年度发文量上看，整体上国内对于老年护理的研究在近十年处于

稳步上升的态势，2012~2017 年平均发文量在 63 篇左右，且每年变化幅度不大。2017~2019 年年度发文

量快速上升，发文数量在 2019 年达到顶峰，为 108 篇，体现出学者们对于老年护理这一研究领域关注度

明显上升。尽管 2019~2023 年年度发文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明显。从作者发文量上看，

在老年护理这一领域中，共有超过 144 位研究作者在老年护理领域进行研究，且作者合作较为紧密，出

现了 17 个研究团队。最大的研究团队为分别以作者谭玉婷以及罗力为中心的研究合作团队。但各位作者

发文数量差距不大，作者王静的发文量最多，为 5 篇。 
2) 在主题研究热点中，国内老年护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老年护理、老年疾病、研究方

法等主要内容。关键词老年人、老年护理、护理、老年、综述以及老年患者等频次较高。从关键词聚类

上看，共生成了 8 个聚类，聚类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分别为#0“肺部感染”、#1“人口老龄化”、#2“社

区护理”、#3“痴呆”、#4“老年人”、#5“护理”、#6“生活质量”、#7“康复”。从突现词上看，

在 2012~2023 年间共出现 25 个最具有引用激增性的关键词，其中突现词德尔菲法、影响因素、护理教育、

痴呆等仍属于近期老年护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容。 
3) 随着老年护理需求的增加，护士的执业范围、执业方式和执业地点也发生了改变。老年护理如何

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进行深度融合，老年护理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效果

评价内容和方式如何变革，以及如何规范护士行为、保障护士权益、维护护士人身安全等问题，都将成

为今后老年护理研究的重点。总之，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需求越来越

重要。医养结合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将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同时也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

同努力来推动其发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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