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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可视化分析我国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的研究概况、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为后续该领域的进一

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WANFANG)、维普(VIP)数据库中自建库以来至2022
年8月收录的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的相关中文文献，应用CiteSpace (Version5.8R3)软件对相关文献进

行作者、机构及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结果：共144篇文献纳入研究分析，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该研究领域机构之间缺乏合作。高频关键词包括农村、院前急救、急救知识、农村居民等。应急救护

知识技能的推广是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结论：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的研究不断受到关注。在未来，应加强

机构之间的合作，并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急救知识与技能推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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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in rural areas by vi-
suall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ituatio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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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i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Methods: The relevant Chinese literatures on emergency care re-
search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August 2022 in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and the author, institution and key words of the rele-
vant literatures were visually analyzed with CiteSpace (Version5.8R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44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was on the 
rise, but there was a lack of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clude rural areas, pre hospital first aid, first aid knowledge, rural residents, etc. The 
promotion of emergency rescue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the research frontier in this field. Conclu-
sion: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first aid knowledge and 
skills promotion programs suitable for rural areas should be explored. 

 
Keywords 
Rural, Emergency,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Visual Analysi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发生率呈逐年增长趋势，给个人、社会、国家造

成了许多损失与危害[1]。最新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乡村地区人口占总人口 36.11% [2]，党的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工作在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急救资源分布不均衡[3]，城乡差异化

明显，且农村地区各种突发疾病及意外事故的发生率高于城市[4]。如何有效降低突发事件中的伤亡率已

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5]。急救是施救者对突发疾病或损伤的人员进行初步的处理，对于降低患

者的伤残率、挽救患者生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6]。为了能够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的发

展状况，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自建库以来至 2022 年 8 月份收

录的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研究热点，进行探讨与思

考，旨在为今后我国农村地区急救领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鉴。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文献检索策略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为数据来源。采用高级检索，中国

知网检索式为：篇名 = 农村 and 篇名 = 急救。维普检索式为：题名 = 农村 + 乡村 AND 题名 = 急救。

万方检索式为：题名：(农村) and 题名：(急救)。结果共检索出了 321 篇文献，之后导入到 NoteExpress
软件中进行去重处理。去重后，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进行筛选，剔除与研究内容不相关的文献，最终纳

入 144 篇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文献纳入标准 

① “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② 时间限定：自建库以来~2022 年 8 月 15
日；③ 只纳入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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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会议、报纸、专利、成果等非学术类文献。 

2.4. 文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NoteExpress 软件管理文献，将筛选后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入至

CiteSpace (Version5.8R3)可视化分析软件中[7]，将时间跨度设置为自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建库以来至

2022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1，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机构及关键词，剪切方式选择为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通过绘制对应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与表格来分析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的研究进展。 

3. 结果 

3.1. 发文量分布 

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1985 年~2009 年发文量较少。

从 2009 年开始发文量出现 4 段增长高峰，分别是 2009 年~2011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7 年，

2019 年~2020 年。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rural emer-
gency research 
图 1.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年发文量 

3.2. 发文作者分布 

通过对 1985 年至 2022 年 8 月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相关文献作者进行共线分析，见图 2，共

生成 312 个节点，472 条连线，密度为 0.0097。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篇的作者见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雷诗寒(4 篇)，且作者之间存在合作。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with more than or equal to 3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表 1.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发文量 ≥ 3 篇作者分布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1 雷诗寒 4 

2 石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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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高红霞 3 

5 谭敏 3 

6 陈阳 3 

7 陈迎春 3 

8 陈瑛 3 

9 张鹏 3 

10 徐佳宁 3 

11 张俊峰 3 

12 刘家敏 3 

 

 
Figure 2. Co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图 2.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3.3. 发文机构分布 

对不同机构发文量进行图谱分析显示，共生成 124 个节点，0 条连线，密度为 0，这表明各机构间尚

未见相关合作，见图 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发文量为 2 篇，其余机构均为 1 篇。研究机构较为分散，

尚未形成核心研究机构。 

3.4. 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3.4.1.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强调与突出，代表此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8]，其出现的频次与研究热度

呈正相关，关键词的中心性与影响力呈正相关[9]。出现的频次为前 20 位的关键词见表 2。通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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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软件对发表在的此领域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形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4)，
与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5)。图 4 中的年轮代表相应的研究热点，互相连接的线条代表研究热点之间的关

系[7]。图 5 中，该图聚类平均模块值 S = 0.906，网络模块值 Q = 0.7215，表示聚类合理、可信度高，有

利于进一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聚类数字标号越小代表该热点话题在此领域中越重要。鉴此，将含

义相似的关键词进行归类，从而总结国内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为：1) 院前急救：主要聚焦

在院前急救资源配置存在问题及完善策略。2) 现场急救知识：聚焦于调查村民、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对

现场急救知识的掌握情况。 
 

 
Figure 3. Co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图 3.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2.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key words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表 2.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农村 42 0.87 11 调查 5 0.09 

2 院前急救 26 0.38 12 农村卫生 5 0.11 

3 急救知识 16 0.35 13 乡村 4 0.17 

4 急救 16 0.27 14 农村急救 4 0.02 

5 农村居民 15 0.12 15 急救网络 4 0.01 

6 乡村医生 8 0.12 16 培训 4 0.04 

7 救护车 6 0.09 17 知识 4 0.01 

8 现场急救 5 0.11 18 急救技能 4 0.05 

9 农村地区 5 0.17 19 急救医疗 4 0.05 

10 急救中心 5 0.02 20 急救体系 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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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literature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图 4.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5. Knowledge map of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图 5.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3.4.2.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为在短时间内使用的频次较高的关键词[10]，它可以预测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沿，

有利于研究者分析研究内容的发展变化。本文采用了前 30 个突现词，见图 6。从图 6 中可知，从 198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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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突现时间最早的关键词“急救医疗”“急救站”“急救中心”是早期受关注的主题。突现时间最长

的关键词是急救中心(1986~2002 年)。2015 年出现突现度最高的关键词急救知识，表明急救知识是研究

的热点。突现至 2022 年的关键词有心肺复苏、推广、应急救护等，表明这些方面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前

沿。概括其研究主题可知，农村地区急救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逐渐由关注“急救站”、“急救中心”等

急救机构到关注村民自身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即由他救、院内救治过渡到注重村民自身的现场自救互救。

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如何更好得在农村地区推广是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Figure 6. Literature keyword emergence map in the field of first ai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图 6. 我国农村地区急救研究领域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 

4. 讨论 

4.1. 农村地区院前急救资源现况 

院前急救是指个体在遭受到重大意外事故或突发急病的情况下，在未到达医院之前所接收到的紧急

医疗救治，包括现场紧急救治与快速转运至医院的过程[11]，倘若能够在“黄金 4~6 分钟”内得到及时、

合理的现场救治，便可为之后的院内急救治疗创造有利的条件，进而降低死亡率或致残率[6]。但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院前急救资源配置不充分，存在救护车数量不足、乡镇卫生院基本急救设备配置不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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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急救人员队伍数量短缺的问题[12]。急救人员短缺使其产生付出与回报失衡感，易造成离职率上升[13]。
同时，院前急救网络不健全，急救站点建设滞后，导致急救半径延长、急救应答时间长，无法满足当前

院前急救需求[14]。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5]。针对院前资源配置

不足的问题，国家 2020 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将加大救护车

及车载装备配置的数量，县乡地区按照每 3 万人口 1 辆的标准配备救护车，并根据急救服务需求配置救

护车类型。同时，增进农村地区急救中心(站)建设，构建县–乡–村三级急救网络，使农村地区院前急救

服务半径达到 10~15 km，减少急救反应时间[16]。通过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地区院前急救

网络体系。此外，院前急救人才是基层急救医疗的主体力量，对农村地区急救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对人员短缺问题，可先稳定现有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可通过增加薪资、津贴等措施来提升满意度，同

时也要加强培训来提高其岗位胜任力。另外，可将乡村医生、护士纳入到急救中，来缓解人员的短缺。

此外，医学院校可增加院前急救医学专业，从“定向招生”等方式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 

4.2. 急救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 

农村地区各种突发疾病及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均高于城市[4]，在突发情况下，现场人员是否掌握急救

知识与技能对于挽救生命尤为重要。因此，学者对乡村居民、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的急救知识与技能掌

握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居民有关急救知识知晓率中，心肺复苏为 37.1%，但规范操作

仅 2.5%；采取正确止血方法者仅 0.7% [17]，由于急救知识的缺乏，68.6%的居民害怕施救错误，而放弃

施救[18]。由此可见，急救知识与技能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工作迫在眉睫。此外，乡村医生作为农村卫生事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保护村民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大部分乡村医生由于未接受过系统的急救相

关知识的学习，缺乏急救知识，会出现误诊的情况[19]。针对乡村医生急救能力缺乏问题，相关部门可制

定切实的培训计划与考核标准，将考核纳入综合考核机制。统计显示，农村地区儿童死亡率明显高于城

市[3]，农村中留守儿童较多，每天近一半的时间都在学校中，因此乡村教师是否掌握急救知识至关重要。

而调查显示，农村教师应急救护知识的知晓率偏低，应急救护技能较缺乏[20]。因此，卫生部门可在教师

入职前进行统一应急救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4.3. 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急救知识与技能的在农村地区推广普及过程中，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稳定的急救培训推广小组

较少见，多是医院或高校等组成的临时性培训小组，并且无标准化的培训模式。二是村民自身缺乏学习

急救知识的意识[21]。三是培训形式多为“灌输式”，缺少与培训对象之间的意见交流，在传播内容上不

接地气，讲解过于专业性术语化，不利于培训对象理解。 
针对第一点问题，李德钦学者建议借鉴深圳的“宝安模式”构建急救知识推广体系[22]，先由医院、

急救中心中的成员组建急救培训教师队伍，然后在各村成立由村干部、乡村医生等组成的急救培训志愿

者队伍，由急救培训教师先对志愿者成员进行培训，然后与他们一起为村民推广普及急救知识。由点到

面，逐渐进行。针对村民急救意识淡薄的问题，可在乡村普及急救知识前，通过专家讲座等方式先充分

让村民了解急救知识对于自身生命健康的重要性，与其进行交流，了解其内心想法，例如畏难心理，针

对具体问题采取其针对性措施。针对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李伟健等研究[23]结果显示，

居民对场景模拟和互动式教学的培训模式需求度最高。互动式教学注重学员间的讨论，能发挥学员的主

观能动性，情境模拟教学有助于居民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到实践。另外，仲朝阳等研究通过以需求为

导向的方式，结合老年人自身情况构建了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4]。柯雯琼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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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工作坊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培训效果[25]。 
对于急救知识的获取，以往人们多从报纸、书本、电视中获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 5G 时代的到

来，“互联网+”模式运用到急救知识普及中，对于人民学习相关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微信线上学习”

具有时间与空间灵活的优点，可将相关学习视频、图片等上传，使受训者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学习。调查

研究显示，使用微信平台结合现场的形式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技术的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6]。
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如今的新媒体技术平台，将其与传统方式相结合，优势互补。但是，由于不同地区

人民对急救知识的需求不同，这需要急救培训人员先对其进行需求调查，并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材

施教，在保证其能够掌握基本急救知识的同时灵活采用急救知识普及与技能培训形式。 

5. 小结 

综上，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人民的健康生活质量与急救医疗服务需求都将更上一层楼。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要求人民掌握基本

的急救知识与技能。现代急救观念的基石是急救社会化，在急症、意外事故等突发情况下，现场急救极

为重要。因此，完善农村地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同时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急救知识与技能推广方案，

积极开展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工作，将是未来几年的重要任务。目前本篇研究仅仅是纳入中国知网、

万方、维普数据库的中文文献，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可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与国外进行对比，

为我国农村急救研究领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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