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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我国近10年在焦虑抑郁情绪干预领域的呼吸训练研究，探讨发展趋势和前沿热点，提供以可

视化为基础的研究参考。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 2012年~2022年该领域内相关文献为研究对

象，采用CiteSpace5.8 R3可视化软件分析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结果：呼吸训练领域的发文量

总体较小，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作者和机构均显示合作力量不足；关键词分析显示，研究主要对象

为临床患者，研究热点为腹式呼吸法、睡眠质量、抑郁、生活质量等；关键词突现分析显示，近十年呼

吸训练领域前沿趋势为疼痛、脑卒中等方向。讨论：呼吸训练相关研究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应该推动

建立核心作者群，加强机构间合作，掌握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开展更多中国本土化呼吸训练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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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terven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10 year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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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hotspo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breathing training in this field. Me-
thods: Taking CNKI database from 2012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iteSpace5.8 R3 visualiza-
t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
words. Result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the field of breathing training was generally 
small, and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oth the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study showed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keywor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clini-
cal patients,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were abdominal breathing, sleep quality,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etc.; keyword emergen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rontier trends in the field of breathing 
train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are pain, stroke and other directions. Conclusion: Research related 
to breathing training is developing steadily;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re author group, strengthen inter-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grasp research hotspots and cut-
ting-edge trends, and develop more localized breathing train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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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depression)是一种综合性情绪状态，表现为长久的低落感、悲伤感、意志消沉等(Enns et al., 
2001)。Cicchetti 等人认为抑郁可以分为三类，抑郁障碍、抑郁症状、抑郁情绪(Cicchetti et al., 1998)。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认为：焦虑是个体对未知的、潜在的危险因素或威胁因素所产生的紧张、

不安、忧虑、烦恼等综合性情绪状态(黄希庭，2004)。焦虑的分类有以下两种：现实性焦虑和病理性焦虑。

现实性焦虑是指向现实或指向未来潜在的挑战或威胁，个体对此产生情绪反应。病理性焦虑指向生活中

没有发生依据或者具体原因的事物，个体产生紧张甚至恐惧的情感体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主观痛苦

感增强或社会功能受损等是其常有的症状表现。 
从检出可得，抑郁与焦虑共病的患者在临床中并不是少数，存在着终生共病的风险。相比单纯抑郁

或单纯焦虑患者，共病患者对应的临床表现更加明显，社会功能损坏程度更高，生活质量也相对较差(郭
江云，2018)。而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与睡眠障碍状态均呈正相关(Hojman et al., 2018)。 

以往研究表明，对焦虑或其他应激性刺激的反应中，呼吸变异性急剧增加是一种生物学上充分的反

应(Guyon et al., 2020)。相比之下，区别于常规的深腹呼吸，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呼吸模式变异性(RPV)被认

为是不适应的，似乎与心理问题有关(刘官正等，2011)。同样地，与匹配的健康对照组相比，缓解的复发

性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呼吸模式，具有更高的呼吸变异性。 
呼吸训练(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也称调息、呼吸反馈，基于特定模式(如频率、深度、呼

气/吸气时间比、胸式/腹式等)进行自主呼吸。到目前为止，呼吸训练在治疗和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上得到

较广泛的使用，如作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胸部手术患者(Westerdahl & Fagevik Olsén, 2011)。
如今，呼吸训练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外的精神疾病临床干预中也证明其作用，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Stromberg et al., 2015)、运动障碍等(Sterling, 2004a)。此外，呼吸训练可作为非药物干预方式，以减少过

度压力反应的影响，可能对减少焦虑和抑郁起到积极作用(Tao et al., 2016)。 
目前应用较多的腹式呼吸训练，即放慢呼吸的速度，气流经过鼻腔深入腹部；吸气时，腹部随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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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隆起；呼气时，腹部随之徐徐收起，保持胸腔尽可能的稳定。练习的目的是逐渐降低呼吸的频率，使

呼吸维持在深、长、细、匀的状态。腹式呼吸是有效应对压力和负性情绪的一种训练方式，同时也是正

念、瑜伽等的核心内容(Alberto et al., 2011)。将呼吸作为冥想的对象，不仅仅是因为呼吸提供了一个微妙

且容易获得的焦点对象，更是因为可以观察到呼吸的特征随着注意力和情绪状态以特定方式发生变化

(Lippelt et al., 2014)。联合冥想的呼吸训练通过观察呼吸，并以精确的方式调节它，可以改变唤醒、注意

力，并实现非常有益的情绪控制(Sengupta, 2012)。此外，对各种联合调息法的瑜伽练习研究表明，它主

要通过下调 HPA 轴发挥作用，HPA 轴作为对生理或心理需求(应激源)的反应而触发，导致一系列生理、

行为和心理效应，主要是皮质醇的释放(Sterling, 2004b)。这种反应调动了对抗压力源所需的能量。还有

研究表明，呼吸冥想有助于增加心率变异性，这是身体更灵活地应对压力的一个指标，进而对自主调节

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影响(Smith et al., 2007)。国内研究者对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呼吸训练，结果表明干

预能进一步缓解患者抑郁情绪，改善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章志超等，2020)。 
综上所述，呼吸训练在应对压力，减轻抑郁焦虑情绪方面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将分析我国近 10 年

在焦虑抑郁情绪干预领域的呼吸训练研究，探讨在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热点，为呼吸训练的应用与

发展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搜索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中文文献。在该数据库中若

以“呼吸训练”相关主题词搜索，则可得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功能”、“呼吸功能训练”等

与呼吸系统疾病干预相关的文章，故较多文献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作者根据研究经验，将“呼吸训练”

主题与“焦虑抑郁”主题以运算符*(与)组配，最终选择 CNKI 高级检索类型，选择主题检索，检索条件 = 
(呼吸训练 + 腹式呼吸 + 呼吸反馈 + 调息 + 呼吸冥想 + 胸式呼吸)*(抑郁 + 焦虑 + 睡眠)，时间设

定为 2012 年~2022 年。通过阅读文题和摘要，删除会议综述等非研究性文献和 CiteSpace 错误文件，最

终共获得 270 篇作为本研究的文献样本。 

2.2.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采用 CiteSpace5.8 R3 软件(以下简称 CiteSpace)，该软件开发者为陈超美教授

及其团队，来自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作者通过官方网站下载该软

件(侯剑华，胡志刚，2013)。CiteSpace 软件适用于多元、动态的网络分析，可探测某科研领域内的热点

及其演进进程，亦可分析研究的演变发展趋向以及前沿研究与知识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功能按

钮主要包含：关键词(Keyword)、作者被引(Cited Author)、文献被引(Cited Reference)等。作者将得到的所

有文献数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新建“input”、“output”、“project”、“data”文件夹，将导出的

结果以“download_xxx.txt”的格式命名，存入“data”文件夹中。随后，作者创建新项目并设置参数：

以 2012 年~2022 年为时间跨度，以 1 年为单个时间切片，以作者、机构、关键词为节点类型，为简化网

络结构突出重要特征选择剪切方式为路径发现(Pathfinder)，最终得到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知识图谱，

关键词作为研究的减缩，可采用聚类和突现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发文量 

2012 年~2022 年的十年期间，我国呼吸训练干预焦虑抑郁情绪的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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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自 2012 年以来围绕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调适展开呼吸训练的文献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国

内研究热度仍旧不高。2012 年~2016 年该研究领域处于起步阶段，发文量基本保持在 10 篇左右。2017
年起，相关研究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21 年达 41 篇。这可能归结于我国受到疫情影响，各界对身心

健康的关注度提高，在探索心理健康和情绪调适的过程中，呼吸训练以其调节自主神经、预防和治疗身

心疾病的功能展示出干预的优势。 
 

 
Figure 1.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respiratory training intervention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图 1. 2012 年~2022 年我国呼吸训练干预焦虑抑郁研究发文量 

3.2. 作者情况 

该领域中较有影响力研究团队的作者信息以可视化图谱形式展现，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建立同领域内

的合作关系。作者可视化分析可得，网络节点数(N)为 271，连线数量(E)为 258，密度为 0.0071，形成作

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 2)。其中，作者发文量的高低以字号大小显示，作者间关联度的高低以连线的粗

细显示。图 2 可见，研究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该领域中发文量较多的作者为周甘雨、吴晖、张丽

霞、何俊、王彤、言丽香等人。在核心作者群的研究中，周甘雨等人在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呼吸训练

干预中，对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焦虑水平进行前后

测，结果表明术前予以呼吸训练能有效改善患者术前焦虑状态，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周甘雨等，2017)。
吴晖等人在心力衰竭伴睡眠障碍患者中采用为期 4 周的药穴位贴敷联合缩唇–腹式呼吸训练方案，结果

表明患者静息心率显著降低，睡眠质量提升，心脏储备能力或活动耐量显著提高(王燕等，2021)。 

3.3. 发文机构 

为考察不同机构在 2012 年~2022 年内呼吸训练研究情况，发文机构可视化中，网络节点数(N)为 173，
连线数量(E)为 0，密度为 0，并形成发文机构合作知识图谱(图 3)，表明目前在该领域中我国的研究机构

尚未开始合作研究。图 3 可见，发文量较多的机构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江苏省常州市德安医

院康复中心、安康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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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operative knowledge map of research authors 
图 2. 研究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Figure 3. The cooperative knowledg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3.4.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总结概括，呼吸训练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可从频次反映热点发展的方向。

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展示在某个时间段亟需解决的热点问题或者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话题。将 Node 
Types 选为 Key word，网络节点数(N)为 224，连线数量(E)为 383，密度为 0.0153，并形成关键词共现图

谱(图 4)。节点表示关键词，年轮形式展现关键词出现频次，单位时间内出现越多的关键词则显示出越宽

的年轮环。图 4 可见，呼吸训练、焦虑、睡眠质量、生活质量、肺功能、抑郁等关键词高频出现，是近十

年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中心性衡量节点权力的大小，反映了该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中心性 ≥ 0.1 的节点代表它的位置比

较重要(金胜昔，林正军，2017)。表 1 显示了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中心性、首次出现年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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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 ≥ 0.1 的关键词有 7 个：呼吸训练(43 次)、焦虑(34 次)、睡眠质量(28 次)、生活质量(24 次)、肺功能

(16 次)、抑郁(11 次)、腹式呼吸(10 次)。进一步分析表 1 的关键词可得到 3 个维度：① 呼吸干预维度：

呼吸训练、腹式呼吸等；② 生理评估维度：肺功能、肺癌、脑卒中等；③ 心理评估维度：焦虑、睡眠

质量、生活质量、抑郁、睡眠障碍等。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Keywords co-occurrence frequency, centrality and first occurrence year (part) 
表 1. 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及首次出现年份(部分)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份 关键词 

1 43 0.40 2013 呼吸训练 

2 34 0.19 2012 焦虑 

3 28 0.42 2012 睡眠质量 

4 24 0.21 2013 生活质量 

5 16 0.17 2017 肺功能 

6 11 0.21 2012 抑郁 

7 11 0.09 2012 睡眠障碍 

8 10 0.03 2019 肺癌 

9 10 0.11 2012 腹式呼吸 

10 9 0.05 2018 脑卒中 

3.5. 关键词聚类 

聚类分析可进一步显示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热点，以便迅速了解呼吸训练领域的研究前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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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现处理之后，采用对数释然比(LLR)算法。最终，在本研究中采用了内部文献节点数量前 7 位的

聚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进一步分析聚类结果可得，近 10 年内该领域的总体情况可大致分为

以下几类。 
呼吸训练方式(#0, #6)。国内的呼吸训练干预研究中，腹式呼吸是主要训练方式。腹式呼吸辅助治疗

心身疾病和调节应激状态是临床治疗的方式之一。如孕产妇分娩期间可以通过腹式呼吸降低交感神经的

兴奋性，发挥自主神经系统的协调作用，降低生产时可能引发的应激，对抗紧张、焦虑等综合性负性情

绪，减少非临床因素所致的不协调性宫缩乏力、宫口扩张等症状，这对自然分娩、降低难产的发生率产

生积极影响(陈华等，2004)。 
干预临床效果(#2, #5)。由于脑卒中患者神经系统受损，且心理压力加剧，抑郁焦虑症状在该群体中

较为常见，伍海庆等人对患者给予呼吸训练联合放松训练，干预 4 周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均显著下降(伍海庆等，2018)。关键词聚类结果中另一个热点主题为

疼痛，疼痛为术后患者正常的生理现象，但疼痛影响术后生活成为患者亟待解决的困扰，而多项研究表

明呼吸训练增强患者术后对疼痛的耐受性。 
干预非临床效果(#1, #3, #4)。在大学生睡眠质量研究中，芳香调息法降低交感神经中枢紧张性，减少

人体代谢率，达到促进睡眠的效果，进而延长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提高日间生活质量(谢颖等，2012)。 
 

 
Figure 5. Keywords cluster analysis co-occurrence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3.6. 关键词时区 

关键词时区图(timezone)显示了同一时间内的研究热点，可直观而形象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未

来发展方向(张保杰等，2020)。关键词的更新和相互影响以出现时间为基点，一旦出现，则固定在首次出

现的年份，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用线条表示(秦海波等，2021)。关键词时区图(图 6)显示呼吸干预研究演

变的规律：① 早年研究(2012 年~2015 年)中，干预在患者康复和护理期间对其睡眠和负性情绪起到积极

作用，可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② 近年研究(2016 年~2022 年)中，呼吸训练逐渐应用于辅助脑卒中、肺

癌、乳腺癌等疾病治疗，以减轻患者治疗期间痛苦或术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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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 timezone map 
图 6. 关键词时区图 

3.7.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图谱可展示文献被引频次的突减或突增，反映热点的重大转向。本研究中，CiteSpace 软

件共探测到 2 个突变术语。图 7 显示了疼痛(2.63)和脑卒中(2.69)两个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和突现开始和结

束年份。由关键词突现可知，呼吸训练在临床治疗的辅助作用为该领域的热点方向。 
 

 
Figure 7. Top 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7. 引用爆发最强的前 2 个关键词 

4. 讨论 

本研究以近 10 年 CNKI 所收录的改善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呼吸训练相关研究文献作为对象，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该领域发文量呈稳步增长趋势，由此可见在非呼吸系统疾病的应用上，呼吸干

预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研究者们的关注。但就发文量总数而言，国内研究仍然较少，处于发展阶段。 

4.1. 呼吸训练领域合作力量不足 

核心作者群尚未建立，普莱斯定律，M ≈ 0.749*Nmax1/2 (Nmax 表示发文最多作者的文献数，本研究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 3 篇，M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表文献数)，得到核心作者最小发文量应为 2 篇。结果

显示，核心作者 29 人，发文量共 64 篇，占总发文量的 23.70%，表明核心作者群发文情况仍存在数量不

足的现象。发文机构主要是三级甲等医院或者精神病专科医院等，机构之间暂无合作，今后可以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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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研究方式提高关注度。当前呼吸训练多应用于康复治疗和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情绪调适以及睡眠改

善，对健康人群的干预较少。 

4.2. 呼吸训练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国内呼吸训练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呼吸系统疾病、脑卒中、妇科患者中；干预方法研究热点

为腹式呼吸、呼吸放松等；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围术期、延续护理、康复治疗等阶段。临床上对呼

吸训练的应用，多作用于缓解术前紧张焦虑情绪，以及提升术后疼痛的耐受性，以减少患者不适。健康

人群的干预旨在减少消极的情绪状态，提升主观睡眠质量和日间生活质量。而国内呼吸训练较少出现基

于互联网的可视化干预方式，该干预方式可提高干预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对提升居

民的情绪调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4.3. 呼吸训练领域前沿趋势分析 

突现词变化趋势揭示了呼吸训练领域主题的演变，目前研究热点突现较少，主要集中在疼痛和脑卒

中。由此可见，呼吸训练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这可能是由于器质性疾病患者在情绪支持和生活质量提

升的需求更为迫切；而综合性医院具备专业的呼吸训练人员也为在临床开展干预工作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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