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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康复近10年的研究现状，挖掘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方法：

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为来

源数据库，检索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康复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文献，使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检索到960篇文献；整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

康复的论文量呈增长趋势；文章类型以实验类论著数量居第一位；热门关键词集中在呼吸康复的训练方

式及呼吸康复之后的效果评价及结局指标等方面。结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作者群

和期刊群，以及具有中医特色的呼吸康复领域，但地区分布不均衡，研究深度、广度不够，文章质量有

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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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in chronic obstruc-
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to uncover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
ture trends in this field. Methods: Based on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 as the source databases,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re journal literature on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of COPD was 
retrieved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21,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statistically ana-
lyzed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Results: A total of 960 papers were retrieved; the overall vo-
lume of papers on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in COP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number of 
experimental papers ranked first in terms of article type; popular keywords were focused on the 
training modalities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effects and outcome indica-
tors after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Conclusion: China has formed a group of institutional authors 
and journals with a high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field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with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uneve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esearch is not enough, and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Pulmonary Disease, Chronic Obstructiv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Bibliometrics 

 
 

Copyright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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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简称慢阻肺，是一种以持续存在

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由于显着暴露于有害颗粒物或气体造成的气道和/或肺泡异常所引起

的常见病、多发病[1]。该病在我国成人慢阻肺患病率超 8%，40 岁以上逾 13%，患病人数达 1 亿，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病死率高，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2] [3]。据统计[4]，慢阻肺年

平均直接医疗费用为 11968 元，直接非医疗费用为 539 元，间接费用为 2087 元。2019 年慢阻肺是导致

我国第 3 位人群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原因，提示慢阻肺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5]。 
呼吸康复(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是一种基于对患者全面评估的个体化综合干预措施，包括运动

训练、教育和行为改变，旨在提高慢性呼吸疾病患者生理和心理状态，并使患者长期坚持健康促进的活

动[6]。现有充分证据显示呼吸康复能够提高运动能力，改善呼吸困难程度，提高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

和减少住院次数[7] [8]。虽然当前呼吸康复在我国越来越受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明确慢阻肺呼吸

康复的研究现状，准确把握当前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对指导将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9] [10]。文献计量

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和统计学等的计量方法，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

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可分析科学技术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预测其发展趋势[11]。本文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收集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我国关于慢阻肺患者呼吸康复的相关文献，对其发展

轨迹进行描述和分析，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呼吸康复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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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慢阻肺呼吸康复相关的中文文献，研究类型不限；发文期刊被《2019 年版中国科技

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自然科学卷》收录。文献排除标准：数据库重复文献，信息不全的文章，消息类文

章，会议文章，学位论文，通知公告及增刊论文等。 

2.3. 文献检索策略 

本研究数据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

(wanfang data)为来源数据库。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检索方式，检索式为(肺疾病，慢性阻塞性

OR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R COPD OR 慢阻肺) AND (肺康复 OR 呼吸康复 OR 呼吸训练 OR 运动训练 OR
耐力训练)，检索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文献批量导入 NoteExpress 3.5 软件，利

用软件和手工方式进行查重，再根据文献的题目和摘要，剔除与本研究无关、同一篇文章发表在不同期

刊的文献。 

2.4. 文献分析方法 

应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制定分析单元和类目，包括题名、年份、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研究热点、

期刊分布等，对最终纳入的文献进行归类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以量化形式呈现。 

3. 结果 

3.1. 文献数量及年份分布 

根据文献检索策略初步检索，3 个数据库共获取文献 11420 篇，去除重复文献 5864 篇；再通过阅读

题目、摘要及部分原文，剔除不符合这两个主题的文献 686 篇；最后再筛选中国科技核心文献，最终纳

入文献 960 篇。在呼吸康复发展初期，呼吸器官被普遍认为有很大的代偿功能，一旦出现呼吸衰竭即意

味代偿能力和肺功能已无法恢复，使得肺脏康复较之于其他专业如心脏康复等，处于忽视和停滞不前的

落后状态[12]。随着我国医疗和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发展及转归等认识的更新，社会老

龄化进程加剧，呼吸康复越来越受到重视，进入快速发展期。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on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from 2010 to 2021 
图 1. 2010 年~2021 年慢阻肺呼吸康复文献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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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21 年文献具体数量以及年份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2021 年的文献量以 12 月 20 日查询结果

为止)。 

3.2. 文献机构来源及地区分布 

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机构和地区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分布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 (top 16) 
表 1. 慢阻肺呼吸康复相关文献机构分布情况(前 16 位) 

顺序 机构 文献量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 
3 中日友好医院 8 
4 上海体育学院 8 
5 河北北方学院 7 
6 山西医科大学 6 
7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 
8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 
9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5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5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5 
12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13 河南中医药大学 5 
1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1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 
16 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军杭州临床学院 5 

3.3. 文献期刊发表情况 

参考 2019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960 篇文章共分布于 196 种期刊。按照文献发表

数量进行排序，前十位期刊载文情况见表 2。 
 
Table 2. Publication status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s related to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 (top 10) 
表 2. 慢阻肺呼吸康复相关文献期刊发表情况(前 10 位) 

顺序 杂志名称 文献数量 百分比(%) 
1 中国老年学杂志 56 5.83 
2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45 4.69 
3 护理研究 43 4.48 
4 临床肺科杂志 38 4.00 
5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29 3.02 
6 国际呼吸杂志 28 2.92 
7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5 2.60 
8 中国全科医学 20 2.08 
9 护理学杂志 20 2.08 

10 解放军护理杂志 19 2.00 
11 中华护理杂志 18 1.86 
12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17 1.78 
13 重庆医学 17 1.78 
14 护士进修杂志 16 1.67 
15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16 1.67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4081


李琴，罗晓庆 
 

 

DOI: 10.12677/ns.2023.124081 574 护理学 
 

3.4.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可简明提炼文章的研究内容，其中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见表 3，关键词主要集中于慢阻肺呼吸

康复研究的两方面：① 慢阻肺呼吸康复的训练方式；② 慢阻肺患者进行呼吸康复之后的效果评价及结

局指标。 
 
Tabl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3.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565 呼吸训练 47 

肺康复 249 COPD 44 
肺功能 176 运动训练 34 
生活质量 134 运动耐力 31 
肺疾病 85 生存质量 30 

慢性阻塞性 80 肺康复训练 30 
稳定期 70 康复护理 29 
康复 69 综述 26 

肺疾病，慢性阻塞性 61 康复训练 25 

4. 讨论 

4.1. 关于慢阻肺呼吸康复的研究逐渐被重视和关注 

本研究针对慢阻肺呼吸康复在最主要的三大中文数据进行检索和数据分析，反应了我国当前关于慢

阻肺呼吸康复的发展热点及趋势。呼吸康复相关的科技核心文献数量逐年增多，但该主题关注度还有待

提升。我国关于慢阻肺呼吸康复研究最早始于 1984 年[13]，相较于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将呼吸康复广

泛应用于慢阻肺患者的全面照护[14] [15]，我国的呼吸康复起步较晚。由图 1 的折线也可反应我国 COPD
呼吸康复的相关研究仍会保持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于 2017 年成立，这

是中国康复医学向脏器康复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4.2. 慢阻肺呼吸康复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质量亟待提高 

虽然近几年我国呼吸康复发展较为迅速，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上都亟

待提升。本研究发现，通过检索三大中文数据库，最终共获取慢阻肺呼吸康复相关文献 4870 篇，科技

核心所占发文总量比例仅为 19.71%；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期刊刊登文献数量较

少，说明呼吸康复整体文献质量有待提高。研究类型也相对单一，实验性研究当中大多数文献的样本

量较小，缺乏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且呼吸康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江苏、广东、上海、北京

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全国整体发展不均衡，基层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还需加强呼吸康复的推广和应用。

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缺乏权威的呼吸康复指南，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生、治疗师对其认识不足，缺乏相应

的规范化培训，难以针对不同患者选取合适的评估及康复方式[16]；同时，患者对心肺康复的认知不足，

与患者对呼吸康复的认知水平，心理因素，年龄，经济状况，疾病的严重程度及社会支持情况等密切

相关[17] [18]。 
我国应建立健全呼吸康复培训体系，面向各层级慢性呼吸系统和胸科手术的医疗单位推广，优化各

级医疗机构的分级诊疗和疾病的延伸管理能力。与此同时，转变慢阻肺患者观念及意识，开展患者的科

普教育，提高目标群体对呼吸康复的接受度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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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呼吸康复关注患者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及效果延续 

慢阻肺作为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复发率高，呼吸康复在改善患者运动耐力和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方面得到了积极的反馈，但是单次呼吸康复的效果只能维持 12~24 个月[19] [20]。基于呼吸康复对患者

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需要长期坚持的特点，故研究者聚焦于对其效果和延续性的研究，保证慢

阻肺患者能长久的获益。共有 131 篇以生活质量作为关键结局指标，比例高达 13.65%。随着可穿戴设备、

物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居家远程康复形式具备技术可行性。有研究者建议开发和研究新的呼吸

康复计划模型，涵盖基于医院的计划、基于社区的计划和基于家庭的远程医疗支持计划[21]，发挥呼吸康

复作为呼吸系统疾病三级预防的重要作用。 

4.4. 中医形式的呼吸康复有很大发展前景 

本研究中，涉及中医和呼吸康复跨学科交叉的文献有 178 篇，占总数的 18.54%，其中研究类型基本

是对中医传统方法的效果验证。其中的中医技术包括太极拳、八段锦、六字诀、针灸、气功、针刺、呬

字诀、穴位贴敷、龟形功、五音呼吸操等；中医概念包括培土生金、冬病夏治、温补肾法、肺虚络淤和

子午流经等；涉及的药物剂型包括麦杏补肺汤、温肺散寒涤饮汤、固本利肺汤、利金汤等。对慢阻肺患

者肺功能的维持，症状改善，骨骼肌和呼吸肌功能，运动耐力有显著的意义[22] [23]。慢阻肺在中医中属

于“咳嗽”“肺胀”范畴，由于痰浊内蕴，肺气瘀滞迁延不愈致使疾病发生，多表现为虚、瘀、痰三者

结合为患，正气亏虚，痰瘀互阻，本虚标实[24] [25] [26]。中医康复方法治疗慢阻肺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但目前的中医康复研究存在样本量偏小，随访时间较短，机理探讨缺乏针对性的问题，没有形成真正系

统的、综合性的中医康复治疗计划。严重肺部疾病患者存在通气受限，因此许多患者因呼吸困难而不能

耐受有氧运动训练，可通过音乐、歌唱、太极、瑜伽、舞蹈作为传统的康复运动训练的有力补充[27]。慢

阻肺患者以社区或家庭为基础的延续性中医康复治疗，对于患者健康状况的保持有重要的作用，在呼吸

康复治疗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5. 文献质量分析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即“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是重要数据来源之一，其选刊过程和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权威性[28]。本组资料

中选取收录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文献，故能较客观地反应我国呼吸康复研究的发展和前沿。 

5. 小结 

综上所述，慢阻肺作为一种多发、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呼吸康复是一项重要

的非药物性综合干预措施。2010~2021 年期间，呼吸康复研究获得了相应的进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但

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深度和广度不够等问题。建议在后续的工作中加强医务人员的规范化培训，致

力于呼吸康复的推广实施，关注其长期功能改善和延续性效果，强化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提高其

整体治疗效果并降低疾病负担。本研究的局限性为只选择了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也未纳入学位论文及会

议论文，可能存在发表偏倚，今后可检索相应外文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呼吸康复在慢阻肺患者应用中的

国内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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