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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2012~2023年养老护理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讨了国内养老护理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与

演进历程。方法：检索中国知网2012~2023年养老护理相关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格式转化并对其

发文量、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演进、关键词突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

入2714篇相关文献，近10年国内学者对于养老护理的研究数量持续走高，平均每年发文量100篇以上；

国内作者合作较为紧密；主要关键词养老护理员在图谱中的节点最为突出；新增关键词首先出现于2012
年，集中出现于2012~2013年；共出现23个最具有引用激增性的关键词。结论：国内养老护理研究发文

数量近10年整体为上升趋势。从研究热点上看，主要集中于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养老服

务等。从研究趋势上看，近几年更加关注质性研究、养老服务人才、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体系等。

本研究通过梳理我国养老护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从而期望对未来养老护理的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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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nducted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lderly care from 2012 to 
2023, and discussed the cutting-edge hot spot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domestic elderly care re-
search. Methods: Search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or literature related 
to elderly care from 2012 to 2023, use CiteSpace to perform format conversion and perform visual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 collabora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keyword evolution, keyword emergence, etc. Results: This study included a total of 2714 related 
literature.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number of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 on old-age car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ith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100 articles per year; domestic authors coo-
perate more closely; the main keywords the nodes in the map are the most prominent; the new 
keywords first appeared in 2012, concentrated in 2012~2013; there are 23 of the most cited key-
words. 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domestic old-age nursing research has an 
upward trend in the past 1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otspots, it is mainly focused 
on old-age caregivers, pension institutions, nursing staff, pension services and so on. From the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old-age ser-
vice talent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old-age service system and so on. By combing the develop-
ment context of nursing research for the aged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hotspo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nursing care for the 
ag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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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形势严峻，高龄、失能、空巢老年人比例增多[1]。按国际标准，

一个国家或地区≥60 岁人口达总人口 10%以上，或≥65 岁人口达总人口 7%以上，即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

[2]。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 1999 年末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末≥60
岁人口 28,004 万，占全国人口 19.8%，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于养

老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近年来，养老护理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丰富[4]。因此本

研究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与归纳，运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梳理我国养老护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分

析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从而期望对未来养老护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原始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高度可信性，本研究使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

源，以“养老护理”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范围为 2012~2023 年，同时将报告、会议记录、广告等

与养老护理不相关的文献进行剔除，最终得到 2714 条有效数据。在下载时保存为纯文本格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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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进行格式转化，作为本研究的数据使用。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 Java 应用程序，用于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它是信息可视化分析领域一个

独特而有影响力的应用软件[5]。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包括共同引用、共同作者和共同出现关键词，这有

助于为研究领域的分析提供方向。CiteSpace 具有三个核心概念：突发检测、中介中心性和异构网络。这

些概念可以解决三个实际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性质，标记关键词，以及确定新出现的趋势和时间上的

突然变化。CiteSpace 用紫色色带突出显示具有高中间中心性的节点。紫色中间中心性剪裁的厚度表明其

中间中心性强，剪裁越厚，中介中心性越强。基于研究前沿和知识库之间时间变量的二元性，CiteSpace
通过从研究前沿到知识库的时间映射，探索学科发展的动态机制。其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展示某一学科或

知识领域在某一时期的发展趋势，并分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变[6]。 

3. 结果 

3.1. 文献发文量分析 

一段时间内某一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献数量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概况、发展态势等，可在一定程

度代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可及时体现出社会发展与该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时间

的推移，发表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从宏观角度反映该领域的发展趋势[6]。通过对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

的养老护理领域研究发文数量统计，可以看出(如图 1)：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f literature 
图 1. 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 

 
近 10 年国内学者对于养老护理的研究数量持续走高，且平均每一年度的发文数量在 100 篇以上，研

究关注度显著上升。整体分为 3 个阶段。1) 2012~2016 年。在此阶段，养老护理领域研究数量快速上升，

由 2012 年的 90 篇上涨至 2016 年的 243 篇，表明此阶段国内学者关于养老护理的研究显著提高，研究热

度显著上升。2) 2017~2021 年。在此阶段，养老护理领域研究数量稳步上升，并在 2021 年达到最高点，

为 339 篇。该年研究的文献包括《养老机构养老护理员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养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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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业教育的进展、问题及政策建议》以及《养老护理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的

定性比较分析》等。3) 2022~2023 年。这一阶段研究发文量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但下降幅度较小，养

老护理研究仍是广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内容。 

3.2. 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能清晰反映作者在养老护理领域研究的学术地位以及对于该研究领域的贡献程度。同

时也能体现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及其合作关系。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可绘制出养老护理研究文献的来

源作者图谱。图谱中的节点越大则发文量越多；作者间的合作通过作者连线的粗细和颜色展示，连线较

粗则合作较紧密[7]。在 CiteSpace 软件中，设置 Note Types 为 Author，Top 值设为 5，绘制出养老护理研

究领域主要作者知识图谱(如图 2)，以此查看作者在合作网络的重要性指标以及相关的网络属性。 
 

 
Figure 2. Study author collaboration map 
图 2. 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观察图 2 可以看出，在国内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中，作者数量较多，共有 155 位作者对该领域进

行了多篇文章的研究。作者间连线为 123 条，作者合作较为紧密，共出现了 19 个研究团队。从研究作者

的合作度上看，主要作者中的合作度较高，可以认为在养老护理相关领域内局部形成严密成熟的合作网

络。其中以李瑞玲等作者为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范围最大，包括 6 位研究学者。该团队主要研究了如何

构建养老机构护理员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通过方法采用阅读文献和咨询相关专家的方法初步构建养老

机构护理员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并经过 2 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完成评价体系的构建。并且验证了养老

机构护理员岗位胜任力方案评价体系科学、可靠，可用于资深护士对养老机构护理员的岗位胜任力评价

[8]。其次是以孙亚楠等作者为中心的研究合作团队，由 5 研究学者组成。该研究团队主要针对养老机构

服务效率评价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并认为国内学者利用 DEA 评价养老机构服务效率起步较晚，绝大多

数是针对特定区域内养老机构某一固定时间段的服务效率进行研究，对当地养老机构有一定借鉴意义[9]。
而分别以张银华以及赵亮等为研究中心的合作团队范围排在第三位，共包含 4 位研究学者。后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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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主要为如何发挥财政职能提升养老产业建设水平[10]。而其余研究团队的规模较小，均有 2 至 3 位研

究学者组成。 
从作者发文数量上看。整体上各作者发文量比较平均。发文量较为靠前的作者有张婷、刘则杨、张

银华、黄瑶以及马丽萍等，发文数量均在 10 篇以上。其中张婷与刘则杨的节点最大，在养老护理研究领

域发文数量最多为 14 篇。而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学者张银华排在第三位，发文量为 12 篇，其主

要研究了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压力、社会支持以及养老机构护理员实施身体约束体验等内容，其认为养老

护理员普遍面临中等程度的工作压力且社会支持度不高，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护理员使用身

体约束过程的情感体验中，主要以负性体验为主，通常采取内外部策略应对负性情绪，养老机构管理者

应引起重视[11]。 

3.3.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描述文章核心内容的代表性词汇，出现的频次越高，研究热度越高，高频关键词可反映该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共词分析是通过统计文献集中词汇对名词短语共现情况，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

联强度，从而确定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组成与范式，横向和纵向分析学科领域的结

构演化与发展过程[12]。因此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中，以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方法为主，生成养老护理

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如图 3 及表 1 所示。 
 

 
Figure 3.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knowledge graph 
图 3.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1) 主要关键词养老护理员在图谱中的节点最为突出，出现次数最多，为 773 次，同时其节点外围紫

圈非常明显，中介中心性较高，高达 0.95，与其它关键词联系较为紧密。随着我国“高龄少子化”人口

结构问题凸显、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养老护理员成为养老照护服务的主

力军[13]。养老护理员作为养老服务递送的实际执行者，对其优化配置是保障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照护的关

键环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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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养老机构的关键词有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院、民办养老机构以及机构养老等。养

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机构。机构养老

是老年人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方式。在我国，人们普遍关注机构养老及其服务质量[15]。 
3) 与护理人员相关的关键词如护理员、养老服务人才、护理人员、养老护理人员以及人才队伍建设

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社会化、多层次养老服务成为我国

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素质和保障服务水平，是推进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

的关键[16]。因此需要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打造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养老护理人才待遇保障机制，

实施政府补贴制度等。 
4) 关于养老服务的关键词包括养老服务业、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养

老护理服务等。伴随着老龄化进程，养老护理服务已逐渐由完全家庭养老护理服务向社会养老护理服务

过渡[17]。 
 
Table 1. Key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表 1. 关键词频次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养老护理员 773 0.95 16 培训 73 0.18 

2 养老机构 355 0.92 17 护理人员 68 0 

3 养老护理 241 0.35 18 人才培养 63 0 

4 养老服务 231 0.04 19 养老服务体系 62 0.04 

5 医养结合 215 0.25 20 对策 53 0.51 

6 老年人 193 0.13 21 影响因素 47 0.09 

7 护理员 128 0.23 22 现状 44 0.32 

8 人口老龄化 119 0.13 23 护理 44 1.03 

9 老年护理 101 0.44 24 老年人口 41 0.86 

10 养老服务机构 101 0.97 25 养老模式 39 0 

11 养老服务人才 91 0.25 26 养老 37 0.26 

12 居家养老 89 0.04 27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34 0.17 

13 老龄化 82 0.13 28 长期护理保险 34 0 

14 养老服务业 80 0.08 29 职业技能大赛 33 0.28 

15 居家养老服务 76 0.26 30 民政部 32 0.12 
 

从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心性指标上看，2012 年出现的关键词护理的中心性最高，节点外围的紫圈

最为明显，中心性为 0.95，与其他关键词联系最为紧密。其他中心性高于 0.8 的关键词还包括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补贴、老年人口等，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

联系较为紧密，说明这些关键词经常处于和其他关键词通信的路径中，对文献之间的互引关系产生积极

作用。 

3.4. 关键词演进分析 

为了探究养老护理研究主题发展演进过程，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上

点击 Timezone，生成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时区图能依据时间先后清晰地将文献的更新和

文献间相互关系展示在以时间为横轴的二维坐标中，时区图中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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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年份表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间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预示着不

同时段间的传承关系；不同年份出现的文献数量代表该时间发表的成果与该领域所处的时期或阶段。 
 

 
Figure 4. Key words Time zone knowledge graph 
图 4. 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通过图 4 可以看出在养老护理研究领域，新增关键词首先出现于 2012 年，且关键词集中出现于

2012~2013 年，2012 年出现的关键词包括护理、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老年人口等，

2013 年出现的关键词包括社区、社区老年人、民政部门、养老服务事业以及养老服务人才等。表明这两

年学者们对于养老护理研究兴趣较高，研究数量较多，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基础。相关研究持续到现在，

后续的研究逐渐提出较为差异化的概念。在 2014 至 2019 年关键词数量较少，由人口老龄化、养老问题

等发展至护理服务、职业技能标准等内容。近年来关键词数量显著上升，出现了包括智慧养老、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互联网+”、岗位胜任力等关键词，表明这些关键词有潜力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内容。国

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养老进行了阐释，其中白玫、朱庆华[18]认为，智慧养老是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

将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紧密联系起来，为老年人打造更具健康舒适、安全便捷的现代化养老服务模式。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指探索建立以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由于年老、疾病、伤残或严重认知障碍而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并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被保险人，提供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服

务或资金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19]。“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将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

融合，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形态[20]。“互联网+”不断创新应用于医疗护理服

务中。岗位胜任力是指能够胜任护理工作并且在护理岗位上产生优秀工作绩效须拥有的特定知识、技能、

能力、个人特质和价值观[21]。 

3.5.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较短时间内使用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分析某时间段的研究趋势及发

展方向[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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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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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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点击 Burstness，绘制出旅居养老突现词知识

图谱(见图 5)。 
 

 
Figure 5. Keywords emergent knowledge graph 
图 5.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观察图 5 可以看出在养老护理研究领域共出现了 23 个最具有引用激增性的关键词，时间段上红色部

分为突现词的出起止时间和关键词的演进历程。从突现强度上看，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强度高达 15.6576，养老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健全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23]。其余强度较高的突现词有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在历

经“补充”“支撑”到“充分发展”的定位转变过程中，养老机构在老年健康照护体系中的作用不断突

显，形成了以民办养老机构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社会化格局[24]。从突现词持续时间上

看，突现词养老服务业的持续时间最长，为 7 年，由 2013 持续到 2019 年。而突现词对策持续时间排在

第二位，为 5 年，由 2012 持续至 2016 年。其余突现词持续时间均在四年及以下。从研究趋势上看，近

几年的研究进展更加关注质性研究、养老服务人才、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体系等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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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对近 10 年养老护理研究文献进行数据整理及可视化分析，

探讨了国内养老护理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进历程，主要结论如下： 
从研究关注度上看，国内养老护理研究发文数量在近 10 年整体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具体分为三个阶

段，2012~2016 年养老护理领域研究数量快速上升；2017~2021 年养老护理领域研究数量稳步上升。而

2022~2023 年研究发文量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但下降幅度较小。 
在作者知识图谱中，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作者数量较多，作者间合作较为紧密，共出现了 19 个研究团

队，最大的研究团队由 6 位研究学者构成。从研究热点上看，养老护理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养老护理

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以及养老服务等内容。在关键词时间分布中，关键词养老护理在 2012 年首次出

现，且关键词集中出现于 2012~2013 年，表明这两年学者们对于养老护理研究兴趣较高，研究数量较多。

在 2014 至 2019 年关键词数量较少，由人口老龄化、养老问题等发展至护理服务、职业技能标准等内容。

近期出现的关键词包括智慧养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互联网+”、岗位胜任力等[25]。从突现词上看，

共出现 23 个突现词，突现词数量较多，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

突现词强度较高，而养老服务业、对策等持续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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