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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直观展示我国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趋势，为进一步开展该领域研究提供思考。方法：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建库至2023年5月20收录的心脏康复护理领域的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6.2 R2软件，

对研究机构、作者、关键词共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① 共获得1282篇符合要求的文献，年度发

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高产作者是李庆印，高产机构是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③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护理、康复护理、疗效、护理干预等方面；④ 研究前沿主要是睡眠质量、运动耐力、PCI术及效果等

方面。结论：我国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缺

乏统一的专科护士培训方式，缺乏规范的管理标准，认证机构缺乏权威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心脏康复护理的发展。今后的研究应着眼于如何进行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和实践、注重多学科交叉、注

重机构合作、深化心脏康复护理的横向和纵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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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uitively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trend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China 
and provide thought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ethods: Taking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cluded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20 May 2023 as a sample, we transported CiteSpace 6.2 
R2 software to visualise and analyse the research organisations, authors, and keyword co-occur- 
rences. Results: ① A total of 1,282 compliant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with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in annual publications; ② The high-yield author was Li Qingyin, and the high-yield institu-
tion was the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 ③ The research hotspot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nursing care, rehabilitative nursing care, efficacy,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④ 
The research preliminaries were mainly in the areas of sleep quality, exercise endurance, and PCI 
surgery and effect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China started 
late, the development is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lack of a unified way of training specialised nurses, the lack of standardised man-
agement standards, and the lack of authority of certification bodi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how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cus on multidiscipli-
nary intersection, focus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epe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e-
velopment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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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是以循环系统为基础病变的疾病，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

心脏康复(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是一种二级预防的综合模式，由五个核心部分组成，即营养咨询、风

险因素调整、心理社会管理、患者教育和运动训练，已被证明，通过运动进行的心脏康复可使冠心病患

者死亡率降低 15%~28%，心源性死亡降低 26%~31%，猝死降低 37%，能有效改善心血管功能，帮助患

者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1] [2]。研究证实，参与心脏康复可降低约 20%的心血管死亡率和发病率[3]。截

至 2020 年，我国 CVD 患病约 3.3 亿人[4]，心脏康复可有效改善心血管疾病病人的心血管事件、猝死风

险，提高远期生活质量，帮助病人尽早恢复体力和回归社会，除有部分禁忌证以外的所有病人都要进行

心脏康复[5] [6]。现阶段，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我国心脏康复护理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病人对心脏康

复的认识仍存在参与率低、依从性差等问题[7] [8]。李莺[9]等研究发现，在 206 例调查对象中，仅 20 例

病人参加了 36 次Ⅱ期心脏康复课程，中途退出率高达 90.3%。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

很少，也没有对国内心脏康复护理的现状和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通过可视化软件对中国心

脏康复护理的相关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探讨了国内心脏康复护理领域的现状、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及

发展趋势，旨在为今后提高心脏康复护理质量，改善病人预后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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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检索，应用主题(精确)检索，使用“心脏康复”或“心康”与“护理”

主题词、勾选扩展词、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知网上共检

索到 1472 篇关于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的文献，经过查重及筛出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共纳入文献 1282 篇。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6.2 R2 软件来展示科学计量学可视化和分析的结果。检索结果以 Refworks 格式

导出，使用该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格式转换。时间段设定为 1994~2023 年，时间片为 1 年，演变时的阈

值选择为 50，选择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节点进行分析，构建心脏康复护理领域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3. 结果 

3.1. 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的发文量分析 

根据为本研究制定的检索公式，共检索到 1472 篇文献。在阅读了标题、摘要和全文后，最终有 1282
篇文章被纳入文献。第一篇文献发表于 1991 年，在 2010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文献量较少，即心脏康

复护理研究的萌芽阶段；2011 年，为第二阶段，文献量迅速增加，即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心

脏康复逐渐成为护理研究的重点；2016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相关专家学者对心脏康复的护理研究给予

了高度关注，有关心脏康复护理类的文章迅速崛起，也是心脏康复护理的快速发展阶段。详见图 1。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publication volume 
图 1. 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3.2. 机构分布 

Table 1. Number of literatures of top 10 institutions (articles) 
表1. 前10位机构文献数量(篇) 

序号 名称 频次 
1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4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护理部 11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 
4 北京瑞华心脏康复中心 4 
5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6 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 4 
7 南华大学护理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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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8 福建省立医院 3 
9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3 
10 德州市人民医院 3 

 
根据心脏康复护理研究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前 10 位多产机构的数据(见表 1)。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

是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共 14 篇，其次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护理部，共 11 篇。在本研究中，使

用 CiteSpace 6.2 R2 对心脏康复护理研究中的发表论文机构分布和合作关系进行了整理，该网络由 184 个

节点和 22 条连接组成，如图 2 所示。从机构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图谱来看，不同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虽然由学术团体进行，但一般都是独立的。参与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的团队分散在不

同机构中，缺乏协作意识，导致知识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流动较少。 
 

 

Figure 2. Institutional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2. 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3.3. 作者分布 

通过对作者共同出现的分析，可以了解到作者在主要研究领域的合作情况[10]。心脏康复护理研究

作者网络图所示(图 3)，共生成 189 个节点及 100 条连接线，其网络密度为 0.0056。根据普赖斯定律，

主要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 N ≈ 0.749 (nmax1/2) (nmax 为发文量最大的作者的文章数)。由此，在本研究

中发文量靠前 10 位的作者(见表 2)，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李庆印，共有 12 篇文章，其 N ≈ 2.59。
由此可知，核心作者最低发表文章数量为 3 篇，本研究中核心作者 55 人，发表文章数量共计 207 篇，

占所有发文量的 16，15%，未达到普赖斯定律 50%的数值，这表明在心脏康复护理领域尚未形成有权

威的作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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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author co-appears the knowledge graph 
图 3.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2. Number of documents by the top 10 authors (articles) 
表 2. 前 10 名作者文献数量(篇) 

序号 名字 频次 
1 李庆印 12 
2 王琳 6 
3 熊晓云 6 
4 李颐 5 
5 彭欢欢 5 
6 顾玉琴 5 
7 辛宗妍 5 
8 潘倩 5 
9 曹小翠 5 
10 张春 4 

3.4. 关键词分析 

3.4.1. 关键词共聚分析  
使用聚类法对心脏康复护理领域的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见图 4)。用对数自然率(LLR)算法

识别不同的聚类标签，以更直观地了解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两个指标评估了绘制图谱的

有效性，包括模数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而 Q 值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Q 值 > 0.3 说明网络

结构较显著；S 值 > 0.5，说明聚类充分，结果有意义。在本研究中，Q = 0.4652 (>0.3)和 S = 0.7616 (>0.5)
的可视化图谱表明，聚类是显著的、充分的。由 140 个节点，379 条连线组成。由(图 4)可知，我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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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康复护理主要关注依从性、心功能、生活质量及介入治疗等方面。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3.4.2.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5. Keyword emergence graph 
图 5. 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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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现是指在某段时间内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及

预测该时间内的研究前沿[11]。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时期共出现了 17 个突现关键词(见图 5)。从突现

词的活跃期来分析，2002 年之后出现的主题词活跃期都比较长，而在 2015 年以后出现的关键词活跃的

时间较短，就 2021 年以后出现的主题词而言，“运动耐力”与“睡眠质量”这两个主题词至今仍有意

义，预计未来的研究也会关注这两个领域。 

3.4.3. 关键词时限分析 
以年份为 X 轴，以聚类为 Y 轴，出现了一个以心脏康复护理领域为关键词的时线图(见图 6)。图

中显示，护理、依从性、心脏康复、康复护理、心脏功能、冠心病、生活质量和介入治疗是 1997 年至

今持续关注的主要研究热点。在近几年中出现的#4 和#6，表明心脏功能和生活质量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并将在未来继续成为研究热点。 
 

 

Figure 6. Keyword time line graph 
图 6. 关键词时线图谱 

4. 讨论 

4.1. 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的发文量日渐增多，发展趋势良好 

随着心脏康复的发展，护理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 2020 年达到顶峰，2021
年略有下降。通过学者和机构团体状况是相关领域研究实践的一个缩影，对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程

度进行分析，可以全面了解研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1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护理部的李庆印团队

发文最多(12 篇)研究内容涉及自我管理[13]、冠心病二级预防[11]、介入治疗护理[14]、心脏康复分级

护理[15]等，而且他们所发表的期刊都是核心期刊。但总体而言，我国该研究领域的作者论文数量较少，

高产机构间的合作较弱，发表文章的核心期刊比例较小。因此，建议今后研究人员加强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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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建多学科研究团队，带动我国心脏康复护理领域的深入发展。 

4.2. 心脏康复专科护士的研究热点与前言分析 

心脏康复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是一种应用康复评估、运动训练、指导生活习惯、规律

服药、定期监测指标和健康教育等可持续的多学科干预措施，在疾病过程中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采用

运动、营养、心理、戒烟及药物五大处方，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全面的心理、生物和社会多综合管

理[16]，目的是改善心肺功能，降低疾病风险，减少疾病复发，改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帮助患者达

到更高的生活质量[17]。目前，我国心脏康复中心已经增加到 500 多家。2022 年发布的《中国心血管

健康与疾病报告》[4]指出：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及死亡率持续上升，在城乡居民的所有死因中，心

血管病死亡居于首位，在过去 15 年中，心力衰竭的总体患病率增加了 44% [18]。然而，心血管疾病是

复杂的、病情快速变化的、并且有许多危险因素。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心脏康复专科护士可以有效指

导心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参与心脏康复，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护理质量。作为该领域的专科护士，必须

具备较强的专业发展能力，高度认同本专业不断发展的趋势，重视独立学习、合作创新、教学、研究

和领导能力。 

4.3. 我国心脏康复运动的研究热点与前言分析 

心脏康复是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策略，运动是心脏康复的核心内容[19]。评估运动耐力[20]：使用

安全运动代谢当量(SAME)评估运动耐力的改善程度，该当量由心电图活动板运动试验计算得出。目前，

已有研究证实，运动康复已经成为提高患者医疗质量和生存率的重要手段，长期参加运动训练可以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复发率和死亡率，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加快血液循环，改善心肌的血

氧供应，改善内皮功能和心功能，缓解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1]。因此，运动康复的发展是

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让病人进行运动康复前，要对风险进行管理，进行全面的评估，并根据结果制定

个性化的运动处方。 

4.4. 我国心脏康复睡眠质量的研究热点与前言分析 

长期被动睡眠不足也会导致急性和慢性心血管事件，短期可能伴随血压升高，长期可能伴随全身

炎症反应及糖耐量受损等心血管风险因素。一项有 173,301 名参与者的调查显示，与每天睡 7~8 h 的人

相比，每天睡 6~7 h 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7%，而每天睡不到 6h 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35%，

表明睡眠时间减少可能与高血压和心肌梗死有关[22]。血压与睡眠密切相关，晚睡和早醒会使患者血压

升高[23]。睡眠不足会刺激免疫系统，然后激活免疫白细胞，这会导致这些免疫相关细胞中促炎症和抗

炎症因子失去平衡，引起炎症变化，最终导致心血管疾病，如血管压力升高、动脉血管疾病和心肌梗

死[24]。心脏康复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对失眠的病人进行咨询、音乐治疗以及在更严重的情况下使用催眠

药物和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来缓解。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只收录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文献，对我国心脏康复护理领域整体研

究结果没有进行全面的呈现。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进一步完善研究，更加科学、准确、全面地呈现

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特点，促进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5.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尤其

是缺乏统一的专科护士培训方式，缺乏规范的管理标准，认证机构缺乏权威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心脏康复护理的发展。今后的研究应着眼于如何进行心脏康复护理的研究和实践、注重多学科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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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注重机构合作、深化心脏康复护理的横向和纵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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