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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直面展示当前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借助知识图
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核心文集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的文献进行年度发文趋势、高产作者、研究热点等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对于国内外医养结合

服务模式研究的关注度稳步上升，作者间合作较为紧密，但国内核心作者数量显著高于国外。在研究主

题上，国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老年患者、医疗保健以及老年疾病等关键领域。国内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医

养结合、养老机构、养老措施、农村地区养老等方面。在研究趋势上，国外近期的研究内容聚焦mortality、
health以及integrated care等内容，国内则关注延续护理、健康养老、医养结合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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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service model of combining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achiev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ace to face show the current re-
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ervice model of combining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graph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a visual analy-
sis of the annual post trend, high yield author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ervice 
model of combining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and CNKI database w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t present, th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ombining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 model at home and abroad is steadily increasing,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is relatively close, but the number of domestic core authors i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
cuses on key areas such as elderly patients, medical care, and geriatric diseases. The domestic re-
search direction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pension institutions, 
pension measures, pension in rural areas and other aspects. In terms of research trend, recent for-
eign research content focuses on mortality, health and integrated care,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con-
tent focuses on continuing care, health care,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servic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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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和护理压力[1]，许多国家共同选择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来应对这一挑战[2]，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健康和长期护理服务模式，旨在整合

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综合健康需求。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目前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

模式的研究脉络，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动态，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通过分析 WOS 数据

库以及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发表的有关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方面的期刊文献，研究国内外该领域的研

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梳理研究脉络，以期对我国未来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提高文献分析质量，首先在 WOS 数据库中，以主题词“the integ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care*”进

行检索，文献来源选择论文，检索时间跨度默认，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共计检索得到文献 517
篇，结果显示，英文文献年度分布为 2000~2023 年。其次，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以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为主题词，期刊来源选择学术期刊，最终得到 817 条文献数据。数据显示，中文

文献年度分布为 2011~2023 年。将有效数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形成本研究所需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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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该软件

是由信息可视化学者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语言开发。其基本目的是通过不同角度如关键词、作者及机构

等识别科学文献并进行可视化分析[3]，挖掘学术文献本身存在的信息，能够帮助研究学者综合归纳不同学

派、不同视角的学术文献，呈现出科学知识的结构、关联、演进与分化等。近年来，随着 CiteSpace 软件的

引入，我国各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充分运用，为不同领域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一个便捷有效的工具。

因此，本研究利用版本为 5.5.R2 的 CiteSpace 软件，绘制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的作者发文量知识图谱、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等，深入挖掘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在一段时间内某一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献发文数量，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该领域的研究概况、发

展态势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可以及时体现出社会发展与该领

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考察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近年来的研究情况，利用 Excel 软件分别处理关于 WOS
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的相关文献，生成国内外关于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研究发文量分布图(见图 1、图 2)。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nursing combined service model 
图 1. 国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根据国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年度发文量可以看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

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具体分为 2 个阶段。1) 2000~2009 年。在此阶段，发文数量较少，每一年

度的发文量均不超过 10 篇，表明国际学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领域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对该领域了解

相对较少，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相关理论与研究范式有待形成。2) 2009 年至今。在此期间，对于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波动上涨，且上升幅度非常明显，特别是在 2022 年，发文量达到最

高点，为 54 篇。说明在此阶段，学者们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领域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关注度显著上升，

并且较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开始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相关研究领

域的前沿、热点和趋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说明，近年来国际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发展

到深入研究的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该领域会持续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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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domestic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 model 
图 2. 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由图 2 可知，国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分为 3 个阶段。

1) 2011~2013 年。在此期间发文数量较少，3 年内仅有 3 篇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探究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的可行性[4]等，说明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们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互之间合

作较少，对这一领域研究内容有待深入挖掘。2) 2013~2018 年。在这一阶段，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

文献发文量快速上涨，发文量相较前三年有着质的提升，并于 2019 年达到顶峰，为 156 篇。由此说明，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国内对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需求不断增加。因而医养结合这一与社会需求密切

相关的研究领域引起了更多的研究兴趣和资金投入，从而促使这一研究领域发文量的快速增长。3) 2018
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内发文量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表明国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趋于成熟，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领域研究重要性的降低，而更可能是该领域内的研究议题和关注重点正在发生变化。

学者们需要根据新的机遇和挑战来调整研究方向，拓展在该领域的其它研究。 

3.2. 研究作者合作分析 

通过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可以更好地看出近年来在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的有影响力的作

者。而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通过挖掘研究领域作者的网络关系能够直观地反映作者间的合作情况，可

为评价作者在学术范围内的影响力提供参考。因而利用版本为 CiteSpace 5.5.R2 的知识图谱软件，设置图

谱种类为 Author，生成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的作者知识合作图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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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3、图 4。 
根据图 3 可以看出，在国际医养模式结合研究中出现了 31 位作者，作者数量较少。但作者间的连线

为 53 条，作者间合作非常紧密。其中共出现了 7 个研究合作团队，且合作团队规模同样较大。而以作者

KJERSTIN HAVNES 等在内的研究团队范围最大，共包含 6 位研究作者，该研究团队认为不理想的药物

使用导致老年人住院和急诊就诊的比例逐渐增大，因此他们设计了临床药剂师干预措施，以优化老年住

院患者的药物治疗[5]。而规模排在第二位的研究团体共有 3 个，均包括 5 位研究作者。其中，以作者

SOOYOUNG YOO 等在内的研究团队为了提高护理质量以及有效地管理质量指标，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

仓库(DW)的 CI 监控系统。通过对三级医院基于 DW 的 CI 监测系统运行的几个案例研究，调查了该系统

的临床有效性和效率。结果表明，这一监控系统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并能够减少劳动力的同时，保持患

者护理的最佳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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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oreign authors’ cooperative knowledge map 
图 3. 国外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从作者发文量上看，国际作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发文量较为平均，节点差别不大。最大的发

文量为 4 篇。而发文量较为靠前的作者有 BARTELS STEPHRN J、GRAHAM ELLIS、LIETTE LAPOINTE、
MATTHIEU DE STAMPA、D VAN DER VELDE。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作者 BARTELS STEPHRN J 的发

文量最多，其指出鉴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老年人早期死亡、医疗共病、早期住院等的过度风险，需要

开发有效的综合护理模式，如心理社会技能培训、综合疾病自我管理以及合作护理等措施，满足老年人

心理和身体健康需求[7]。而来自蒙克兰大学的作者 GRAHAM ELLIS 探究了综合老年评估(CGA)能否测

量老年人的医疗、心理和功能能力，以制定协调和综合的护理计划。在通过研究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

有低确定性的证据表明，社区居住、身体虚弱、接受 CGA 的老年人可能会降低非计划住院的风险。需要

使用标准化评估来进一步研究 CGA 对急诊就诊以及功能和生活质量变化的影响[8]。 
 

 
Figure 4. Domestic authors’ cooperative knowledge map 
图 4. 国内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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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国内共有 138 位研究学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开展多篇文章研究，作者数量及发文

数量显著高于国外，作者间连线为 192 条，作者合作较为紧密，共出现了 17 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数量

较多。从研究作者的合作度上看，主要作者的合作度较高，可以认为在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相关领域内存

在局部成熟的合作网络。其中分别以张文光以及刘冰等作者为研究中心的两个研究团队合作范围最大，

均包括 5 位研究学者。其中前一研究团队主要关注医养结合护理专业人才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等内容，并通过文献分析法、半结构质性访谈法初步构建出指标体系，再经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预调

查、正式调查等，确定了包括养老护理能力、专业人文特质在内的评价量表，并证明了该量表具备良好

的信效度[9]。后一研究团队以上海市嘉定区养老机构的住养老人及养老机构的住养老人为调查对象，通

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了解区域内养老机构的住养老人医疗服务需求、医养结合团队的服务提供能力。

结果显示，当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团队的服务提供能力与养老机构的住养老人实际服务需求不

匹配，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10]。 
从发文数量上看，熊华、顾丽亚、吕鹏飞、李晓俞、耿力等发文量较多，均在 3 篇及以上。其中来

自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熊华节点最大，在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其主要研究医

养结合服务模式下养老护理队伍人才现状以及养老护理员培训对策[11]等，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养老护

理队伍总体呈现低素质–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因此，在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现状下，需要政府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促使养老护理队伍良性发展，以满足医养结合的护理需求[12]。发文量排在第二

位的顾丽亚主要关注医院如何构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提出医养结合项目可以成为集医疗、护理、康

复、健康教育和临终关怀于一体的优质医疗服务模式[13]。而吕鹏飞等人研究了上海市目前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存在的卫生监督困境及解决措施，卫生监督困境主要包括监管标准尚不完善、医养结合项目建

设条件不足等方面，因此需要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扶持医养结合项目建设力度等以促进医疗机

构自律[14]。 

3.3. 研究热点分析 

 
Figure 5. International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knowledge graph 
图 5. 国际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关键词作为能够准确概括文章主题的关键术语，能够精确反映文章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而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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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是通过统计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的共现情况，来体现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而确定这

些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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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和结构演

化。因此，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中，以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方法为主，生成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

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5、图 6)与关键词频次表(见表 1)。 
1) 观察图 5 可以发现，在国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热点中，关键词 elderly patient (老年患者)的节

点非常突出，出现频次最多为 67 次，中介中心性为 0.33，首次出现的年份为 2002 年。其他与 elderly patient
相关的关键词有 elderly、older adult、older people 以及 older patient 等。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揭示了医

疗保健对老年患者日益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医院或机构必须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医养结合服务，以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15]。 
2) 关于医疗保健的关键词，包括 health care、integrated care、primary care、medical care 等。针对老

年人的医疗保健至关重要，源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其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

此，全社会都应该重视老年人医疗保健，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 
3) 关于老年疾病的关键词，如 late life depression、dementia、major depression、depressed elderly patient，

抑郁症在老年群体非常常见，大多数研究表明，多达 50%~70%的老年就诊患者有情绪困扰或功能障碍，

尽管并非所有患者都有基于标准的诊断[16]。因此，需要为老年人进行心理干预、维持良好的饮食和定期

医疗检查、减少药物和酒精滥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 
 

 
Figure 6. Domestic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knowledge graph 
图 6. 国内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1) 在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热点中，主要检索词医养结合的节点最大，出现频次最多为 601 次，

且节点外的紫圈比较明显，中心性较高，高达 0.33。此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出现频次在所有关键词中

排在第二位，为 152 次。杨翠迎指出，据日前人口老龄化态势、医养护服务以及已有的养老服务正处于

过渡阶段，应强化需求导向原则，已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全面开展[1]。 
2) 与养老机构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社区养老、养老机构、公立医院、养老院以及敬老院等。医养结合

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将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有机结合，发展“医养结合”有利于提高养老机构的

服务效率[17]及服务质量，进而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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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养老措施的关键词，包含健康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以及智慧养老等。智慧养老是对传

统养老服务进行改造升级，实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思维与医老养老服务相融合[18]，能够减少

资源浪费，减轻老年人的养老成本。 
4) 与农村地区养老相关的关键词，如农村医养结合、农村、农村医疗、农村地区等。目前农村地区

的医养结合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提高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支持水平、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促进医养结合

机构下沉与医护人员双向流动[19]，来促进农村地区养老水平的提高。 
从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心性指标上看，在国际研究热点中，2003 年出现的关键词 elderly 的中介中

心性最高为 0.45，而 care、elderly patient、prevalence 的中心性同样高于 0.3。在国内关键词中，2017 年

出现的关键词养老机构的中心性最高，节点外围的紫圈最为明显，中心性为 0.74，与其他关键词联系最

为紧密。其他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还包括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老年人、医养融合等，中心性均超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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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1. Domestic and foreign keyword frequency table 
表 1. 国内外关键词频次表 

序号 中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英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医养结合 601 0.19 1 elderly patient 67 0.33 

2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152 0.43 2 care 44 0.43 

3 养老模式 71 0.39 3 health care 39 0.2 

4 养老机构 66 0.74 4 elderly 37 0.45 

5 老年人 60 0.43 5 older adult 35 0.12 

6 养老服务 52 0.22 6 management 29 0.27 

7 老龄化 46 0.06 7 health 27 0.11 

8 人口老龄化 34 0.03 8 integrated care 20 0.2 

9 生活质量 22 0.25 9 outcm 19 0.28 

10 居家养老 17 0.08 10 depression 18 0.06 

11 对策 16 0.2 11 mortality 17 0 

12 健康老龄化 14 0 12 older people 15 0.1 

13 社区养老 13 0.31 13 prevalence 13 0.33 

14 swot 分析 11 0 14 system 12 0 

15 老年护理 11 0 15 program 12 0 

16 现状 11 0.27 16 primary care 12 0.21 

17 医养结合服务 11 0.38 17 frailty 10 0.05 

18 养老 10 0.18 18 adult 10 0 
19 中医药 10 0.13 19 people 9 0 
2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 0.12 20 community 8 0.05 

3.4. 关键词时间演进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是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将每类关键词按照出现时间前后由左向右依次展

开，每个聚类包含的关键词处于聚类名称的下方。在时间线图中，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节点所处的年份表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中，点击 Timeline，生成基于聚

类的国内外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 7、图 8)，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医养结合服务模式领域研究主题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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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过程。 
 

 
Figure 7. International keyword time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图 7. 国际关键词时间聚类知识图谱 

 

从图 7 可以看出，在国外时间线图谱中共出现了 8 个聚类，同时代表了 8 个主要研究方向，这 8 个

聚类分别为#0 impact、#1 elderly、#2 frailty、#3 integrated、#4 hip fracture、#5 elderly patients、#6 risk factor
以及#7 adult。聚类的模块值 Q 大小与节点的疏密情况相关，由于 Q = 0.5967，大于 0.5，说明该网络结

构聚类效果较好，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的聚类分析。平均轮廓值 S 大小可以用来衡量聚类的同质性，S = 
0.6746，表明同质性较高，不同聚类划分较好。 

从关键词分布来看，国外研究关键词最早出现于 2000 年，关键词包括 health care、older adult、united 
states。在 2007 年以前，新增关键词数量较少，关键词包括 care、hospitalized patient、randomized trial 等。

在 2007 年至 2017 年，关键词开始集中出现，说明这一阶段国际学者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显著

提高。而在 2018 年以后，关键词数量趋于饱和，新增关键词较少，近年来出现的关键词包括 medical care、
general practitioner、need、palliative care、service 等。其中姑息治疗作为一种专注于改善严重疾病患者生

活质量的综合性医疗护理方法。姑息能够为患者提高身体、心理、社交和精神层面的支持，以缓解疾病

疼痛，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 
观察图 8 可知，国内关键词共聚成了 7 个类别，分别为#0 医养结合、#1 养老模式、#2 机构养老、

#3 实践模式、#4 护理、#5 肺功能、#6 养老机构。聚类模块值 Q = 0.7783，同样大于 0.5，说明该网络结

构聚类效果较好。平均轮廓值 S = 0.5371，体现出不同聚类划分较好。 
从关键词时间分布来看，关键词集中出现与 2014~2019 年，且在此期间每年出现的关键词较为平均。

而 2019 年以后关键词出现较少，与国际关键词分布较为相近。在医养结合类别中，较早出现的关键词为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养老服务业、养老院等，之后开始转向养老体系、养老产业、效果等领域。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作为医养结合具体的实践方式，是老年人满足养老与健康需求的真实路径[20]，需要加快促进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推动医养康养结合。在养老模式类别中，关键词由慢性病、养老需求发展为养老护

理、服务模式。而在机构养老类别中，研究内容从早期的医养融合、老年服务等发展到如今的空间设计

与财务管理。在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下，良好的养老空间家具设计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创造优质

的生活条件，促进养老服务的高效化[21]。 

https://doi.org/10.12677/sa.2023.126169


卢柳梅，唐朝丰 
 

 

DOI: 10.12677/sa.2023.126169 1663 统计学与应用 
 

 
Figure 8. Domestic keyword time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图 8. 国内关键词时间聚类知识图谱 

3.5.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9. International keyword emerg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9. 国际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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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现词是指较短时间内使用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分析某段时间的研究趋势及

发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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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点击 Burstness，绘制出国内外医养结合

服务模式研究的突现词知识图谱，参见图 9、图 10。 
在图 9 的国际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中，出现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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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care，强

度为 5.5094，强度高于 4 的突现词还有 prevalence、elderly people，而其余突现词强度较低。从突现词持

续时间上看，突现词 older patient 持续时间最长，共持续了 9 年时间，时间跨度为 2003~2011 年。其次为

关键词 randomized trial，持续时间为 8 年，持续年限为 2006~2013。现有研究，多数采用随机试验的方法

探究老年人的护理模式，如 Low LF 等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得出综合护理并不能改善临床结果。质量最低

的证据是消费者导向的护理，这似乎提高了对护理和社区服务使用的满意度，但对临床结果几乎没有影

响[22]。而突现词 elderly people 与 intervention 持续时间同样较长，均持续了 7 年。从研究趋势上看，近

期主要关注 mortality、health 以及 integrated care 等方面的研究。 
 

 
Figure 10. Domestic keyword emerg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10. 国内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图 10 显示，在 2011 年至 2023 年，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共出现了 21 个突现词。在突现强度上，

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医养结合，强度为 4.3917。其次为突现词对策，强度是 4.286。其它强度较高的关键

https://doi.org/10.12677/sa.2023.126169


卢柳梅，唐朝丰 
 

 

DOI: 10.12677/sa.2023.126169 1665 统计学与应用 
 

词有影响因素以及延续护理，突现强度均高于 3。医养结合理念下进行延续护理能长期、有效、远程地

为老年人养老照护提供指导与管理，提升养老机构护理服务的专业性与针对性，进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

量及身心健康[23]，而其余突现词强度较低。在持续时间上，所有突现词的持续时间均较短，持续时间最

长的突现词为养老院，仅持续 4 年，时间跨度是 2015~2018 年。其余突现词的持续时间均为 2~3 年。值

得注意的是，延续护理、健康养老、医养结合服务、影响因素等仍属于近期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

领域的热点内容。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从科学计量学的角度对国内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文献进行

了数据整理以及可视化分析，包括文献年度发文量、作者发文情况、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间线以及关

键词突现等，为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研究提供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从研究现状上看，国外研究发文量经历了稳步发展与快速增长两个阶段，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作者数

量较少，但作者间合作较多。国内发文量表现出快速上升与波动下降两个阶段，在研究中出现的权威作

者数量较多，作者间合作同样比较紧密，在局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团体。 
从研究主题上看，国内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存在差异。国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方向主

要关注老年患者、医疗保健以及老年疾病等内容，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包括 patient、care、health care、
elderly。国内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养老措施、农村地区养老

等方面，关键词医养结合、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养老模式、养老机构等出现频次较高。从研究聚类上看，

国内外聚类出现时间均集中在 2018 年以后。国际主要围绕#0 impact、#1 elderly、#2 frailty 等 8 个集群展

开，国内主要围绕#0 医养结合、#1 养老模式、#2 机构养老等 7 个集群展开。从突现词上看，国际突现

词数量高于国内。国际共出现 25 个突现词，integrated care、prevalence、elderly people 突现强度较高，older 
patient、randomized trial、elderly people 的持续时间较长，而 mortality、health 以及 integrated care 有潜力

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国内共出现 21 个突现词，其中突现词医养结合、对策的突现强度较高，但所有突

现词的持续时间均较短，平均持续时间在 2~4 年，而延续护理、健康养老、医养结合服务内容等仍属于

近期研究热点。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领域应充分应用数字技术，进一步开发

远程医疗服务、智能医疗设备等，以提高医养结合的效能。同时，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

背景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性与可行性分析。此外，还

需拓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深化与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法

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合作，促进多学科对医养结合服务模式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全面理解医养结合服务

模式的复杂性，优化医养结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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