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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探索近二十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相关研究，总结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研究现状、发

展脉络、热点以及未来趋势。方法：以CNKI数据库2001年1月1日到2021年10月7日针灸治疗血管性痴

呆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并对关

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时间演化分析以及Burst分析，生成相关可视化图谱并进行分析。结果：共检索到

相关文献995篇，分析结果显示，近二十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研究呈现稳步向前发展趋势。贡献

较为突出的是赖新生教授团队，发文量高达23篇。其中有5个机构的发文量 ≥ 5篇，最多发文量的是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领域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位居前五的是血管性痴呆，针刺，痴呆，电针，

血管性。目前研究最为热门的包括针灸改善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重复经颅磁刺激等相关机制研

究。结论：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近二十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的研究进行分析，较为直观地展现了

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的发展脉络，初步认识到了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的前沿，热点，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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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context, hot spots and future trend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Me-
thods: The CNKI database from January 1, 2001 to October 7, 2021,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
j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The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perform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authors,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and 
keywords. Perform cluster analysis, time evolution analysis, and Burst analysis for keywords to 
generate and analyze related visualization maps. Results: A total of 995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
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showed a steady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most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s the team of Professor Lai Xinsheng, who has published as 
many as 23 articles. Among them, 5 institutions have issued more than 5 articles, and the largest 
amount of articles issued i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op five keywords for field research are vascular dementia, acupuncture, 
dementia, electroacupuncture, and vascular dementia. At present,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es 
includ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other related mechanisms. Conclusion: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ch more intuitive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and initially 
recognized the frontiers, hotspot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provides a certain direction 
and basis for follow-up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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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D)是继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之后，由一系列脑血管因

素引起的以学习记忆能力下降、认知障碍为常见临床表现的认知障碍综合征[1] [2]，好发于老年人。我国

老龄化趋势越来越强，血管性痴呆的发病率越来愈高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3]。有关调查显示 2018 年血

管性痴呆患者的数量约为 5000 万人，专家估计，到 2050 年血管性痴呆的患病人数将增加到两倍[4]。血

管性痴呆不单降低了患者的生活品质，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繁重的负担[5]。 
目前，药物治疗是医治血管性痴呆的常用选择，临床上已使用多种药物，经常使用的有多奈哌齐、

尼莫地平、艾地苯醌等[6]，但是都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不能很好地根治本病。祖国医学将其归入呆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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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辨证录·呆病门》说：“肝郁则木克土，而痰基于胸中，盘踞于心外，使神志不清，而成呆病”，

认为肝郁是其主要病因。陈无泽学者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今脾受病，神明被阻，则意舍不

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认为脾虚亦可导致痴呆。中医药治疗血管性痴呆包括活血化瘀、豁痰开窍的

内服中药治疗方法，还包括针通其腧等针灸外治疗法，具有途径多、靶点多的作用特点。目前针灸治疗

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开展，临床疗效不断得到大家认可。 
CiteSpace 是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可以探索新趋势，展现新动态。

CiteSpace 汇集了多种分析方法来了解该领域前沿的突现和发展进程、及其与相关知识的关系，并引文节

点文献和引文聚类作为地图中知识的基础来表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7]。 
为总结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发展脉络，深刻认识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 200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10 月 7 日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

可视化分析，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指导和思路。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采集、转换与处理 

2.1.1. 数据采集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 200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10 月 7 日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相关文

献为研究对象，检索方式为“主题”，文献检索式为：(SU = “针灸” OR SU = “针刺” OR SU = “电

针” OR SU = “头针” OR SU = “腹针” OR SU = “耳针” OR SU = “舌针” OR SU = “体针” 
OR SU = “傍刺” OR SU = “针法” OR SU = “飞针” OR SU = “靳三针”) AND (SU = “血管性

痴呆” OR SU = “痴呆，血管性”)，共检索出 1081 篇文献，经过人工筛选，剔除疾病介绍、会议通知、

征稿，外文期刊，非期刊文献等，最终纳入 995 篇文献。 

2.1.2. 数据转换 
文献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出，导出的文献记录中包括文献最基本的信息。同时将 Refworks 格式转

化为 CiteSpace 可用的 download_XXX 格式。 

2.1.3. 数据处理 
运行 CiteSpace 软件，分别以“Country”、“Author”、“Institution”、“Keyword”、“Reference”、

“Cited journals”作为文献节点，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图谱绘制。 

2.2. 主要观察指标 

运行 CiteSpace 生成可视化图谱后，分别从年度发文量、国家、作者、机构、关键词、被引文献及期

刊等方面进行分析。图谱中节点越大、连线越多，代表发文量越多、与其他节点联系越密切；节点外圈

颜色代表中心性，颜色越深中心性越高。中心性数值能够体现影响力，中心性越高，相关研究数量越多，

在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的地位也越重要。 

3. 结果 

3.1. 发文数量的时间变化 

发文量能直观反映某领域在特定时间内的研究热度的变化，为其衡量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用 Word
软件绘制 CNKI 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近 20 年发文数量(见图 1)，文献发表量从 2001 年起呈现稳定

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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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umber of papers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the CNKI database 
图 1. CNKI 数据库中近 20 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发文量 

3.2. 作者合作可视化 

笔者借助 CiteSpace 对经 CNKI 数据库所筛选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Author”作为节点类型，时

间跨度选择 2001~2021 年，Top N = 50 时，运行数据形成图谱(见图 2)可知，图中共有节点 2291 个，形

成 5331 条连线，节点越大表明作者发文数量越多，连线越多表明作者合作越多，连线越粗表明作者之间

合作强度越大。形成图谱后共纳入 2291 位作者，其中有 10 位作者的发文量 ≥ 10 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

新生团队，发文量为 23 篇。由图 2 可知，各作者团队以各自团队为主体，彼此间缺少较紧密的合作关系，

且笔者在进行结构相关性计算时，没有得到有统计意义的聚类，无中心性高、影响力大的作者。表 1 展

示出发文量前五的作者。 
 

 
Figure 2. Visual atlas of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
mentia in CNKI database 
图 2.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作者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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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p five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CNKI database 
表 1.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前五作者 

作者 数量 中心性 首次发文年份 

赖新生 23 0.01 2001 

刘存志 19 0.00 2003 

杨骏 18 0.02 2003 

黄泳 16 0.00 2005 

马莉 14 0.01 2003 

3.3. 机构研究可视化 

在 CiteSpace 中节点类型选择“Institution”，时间跨度选择 2001~2021 年，Top N = 50 时，形成后的

图谱(见图 3)共有 778 个节点，0 条连线。其中 5 所机构发文量 ≥ 6 篇。发文量最多的是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为 12 篇。由图 3 可知各机构间没有合作关系，缺乏深入的学术交流。表 2 为发文量最

多的五所机构。 
 

 
Figure 3. Visualization atlas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
mentia in CNKI database 
图 3.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机构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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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p five institu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CNKI 
database 
表 2.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前五机构 

机构 数量 中心性 首次发文年份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 0 2013 

安徽中医药大学 8 0 2013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针灸医院 7 0 2009 

甘肃中医学院 6 0 2006 

安徽中医学院 6 0 2010 

3.4. 关键词可视化 

在 CiteSpace 中，以“Keyword”为节点类型，时间跨度选择 2001~2021 年，每 1 年为切割点，Top N 
= 50 时进行运算，形成图谱(见图 4)，其中出现频次排名前五的关键词(括号内为频次)依次是血管性痴呆

(532)、针刺(155)、痴呆(118)、电针(85)、血管性(84)。 
 

 
Figure 4. Visualization atlas of keyword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
tia in CNKI database 
图 4.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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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形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共有 16 个聚类(Modularity Q = 0.5336, Mean Silhouette 
= 0.7761)，Q 值 > 0.3，S 值 > 0.5，表明聚类是合理且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其中排名前 8 (见图 5)的分

别为(括号内为聚类序号)：针刺(#0)、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1)、电针(#2)、穴(#3)、针刺治疗(#4)、
针灸(#5)、认知障碍(#6)、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7)。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 map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cular dementia in 
CNKI database 
图 5.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对聚类后的关键词图谱进行时间线视图，得出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 6)。通过分析关键词随时间演

化趋势，可以更好地掌握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的动态变化。根据图谱颜色及关键词分析，0# (针刺)，
1# (非痴呆型血管认知障碍)，2# (电针)，3# (穴)，4# (针刺治疗)，5# (针灸)聚类贯穿与整个时间段，是研

究的重点，重视血管性痴呆发生前的非痴呆性血管认知障碍治疗干预以及选穴分析，将针灸与中药，西

药，推拿等其他疗法结合以提高临床有效率；6# (认知障碍)在 2003 年提出，其发展过程中注重中西医结

合治疗以及经颅磁刺激，子午流注等；7# (血管性认知障碍)主要持续在 2004~2021 年，以针药结合治疗

和智七针治疗等临床治疗为主要研究方向。 
对关键词进行 Burst 分析，能观察到持续时间最久的热点关键词及距离当下最近的热点关键词，对

CNKI 数据库所筛选出的文献进行突现度分析，时间间隔为一年，γ = 1，得到共被引次数最多的有 20 个

突现词，形成突现度图谱(见图 7)。其中，针灸疗法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从 2001 年持续至 2010 年，

在这期间内由突现度图谱可知，该时段主要的研究领域趋向于基础研究。从 2014 年起，研究者针对非痴

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讨钻研。2017 年至今，研究者在针灸治疗改善血管性痴

呆患者的认知功能、重复经颅磁刺激等疗法进行研究，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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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ime line atlas of keyword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NKI Chines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
cular dementia 
图 6. CNKI 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Figure 7. Keyword emergence map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of vas-
cular dementia in CNKI database 
图 7. CNKI 数据库中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度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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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近年来，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的相关文献呈现稳步发展态势，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

得到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和研究学者的认可。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加之脑血管病的频

繁发生，该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品质，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生活和经济负担。另

一方面，目前关于血管性痴呆的治疗，现代医学常用的医治手段包括康复训练，改善脑微循环和脑代谢

等，缺乏能够根治疾病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中医对于本病的探究历史悠久，历代医家积累了不少经验，

针灸治疗本病疗效显著[8] [9]。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近二十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进行关键

词聚类，时线及突现词等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对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趋势

做了较为全面且客观的总结。 

4.1. 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发文情况 

从发文量来看，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在 2001~2021 年二十年间大体处于稳步发展状态，2016~2018
是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快速发展时期，提示该时期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受到广泛学者的重视。近三年

发文量逐年波动，较之前有些许下降，反映出本领域后劲力量不足，学者的关注度降低，究其原因可能

是本领域的基础研究已经较多，对于临床工作的开展各研究团队缺乏联系，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缺少相

对统一的标准化，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客观化的指标应用较少，且尚未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4.2. 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情况 

作者合作可视化分析发现，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包括赖新生和刘存志等。

赖新生团队主要研究电针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相关机制以及临床观察，探讨不同穴位医治血管性痴呆的疗

效差异，寻求穴位治疗血管性痴呆的最佳配伍，提倡“通督养神，引气归元”的针灸治疗理论，选用水

沟、神门、百会、四神聪、大椎等常用穴位[10] [11]。刘存志团队致力于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相关机制

和临床试验，借助循证医学探讨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规律，文献质量，对于血管性痴呆发生前的非痴

呆性血管认知障碍和主观认知下降也进行了一定针刺治疗研究的研究[12] [13] [14]。就针灸医治血管性痴

呆，各位学者都有自己的见地，但是各个研究团队都相对独立，缺乏密切合作与学术交流。 
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分析表明，进行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的主要机构为各地的中医药院校及其附

属医院。其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发文量最多。由图谱可知，研究机构的覆盖面较局限，

各机构间相对独立，缺乏紧密合作，不利于相关成果的学术交流。 

4.3. 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和聚类图谱可知，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包括针刺、

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穴、电针、针刺治疗、认知障碍、血管性痴呆等，最热门的治疗手段为电针，

相关研究表明，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主要穴位选择，使用最高的前 5 位是百会，足三里，四神聪，风

池，三阴交，经常使用的经络为督脉，胃经，胆经[15]。 
观察关键词的时线图谱和突现图谱可知，在 2001~2010 年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主要侧重于传统

针灸医治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疗效，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电针、眼针、头针等相关理论提出，针灸

治疗血管性痴呆的分类逐步细化，开始探究四神聪等腧穴对于血管性痴呆的改善作用，多种治疗方式结

合改善血管性痴呆。在 2011~2021 年间，随着中医药治未病领域不断受到重视，对于血管性痴呆的治疗

开始扩展到在血管性痴呆发生前进行干预，追踪血管性痴呆的病因是脑梗死，基于现代对于血管性痴呆

发生机制及治疗机制的不断完善，部分研究倾向于改善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障碍，提出反复经颅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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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联合针灸治疗。 
血管性痴呆是脑梗死后遗症[16]，目前不少研究表明脑梗死引起的血管性痴呆是由于缺血性脑血管疾

病，脑动脉闭塞、血管硬化导致脑细胞的正常功能下降，促使大脑学习认知能力下降，引发血管性痴呆

[17]。相关临床研究通过运用早期针刺通督健脾、补肾培元之功，结合药物治疗脑梗死后血管性痴呆的疗

效显著，有效率高达 89.8% [18]。血管性认知障碍包含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和血管性痴呆，非痴呆

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位于健康与血管性痴呆之间，有关资料显示，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两年内会转为

血管性痴呆，导致患者学习、认知、记忆能力下降[19]。因此，早期干预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是

预防血管性痴呆发生的重要举措，这与中医治未病理论不谋而合。随着国家健康 2030 计划的提出，治未

病日益受到大家重视，干涉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已成为血管性痴呆医治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经

颅磁刺激是一种物理生物刺激技术，通过时变磁场刺激皮层神经细胞动作电位，并在脑组织皮层感应电

流变化，进而影响脑组织代谢功能以及神经电活动水平，激发血管性痴呆和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患

者脑皮质，促进脑部代谢与血液更换，减缓细胞凋亡过程，增强患者的学习记忆与认知能力[20]。有关研

究表明针灸对于大脑皮层有兴奋作用，能够通络畅气，补益气血，固本扶源，活血化瘀，增加大脑血流

量，具有疗效显著、副作用小和安全方便等优点[21]。针灸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提前采用针灸干预非痴

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等成为了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可发展方向。 

5. 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在 CNKI 数据库近二十年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研

究相关文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客观且全面地展示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的发展脉络、热点及未来

趋势，为后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近年来，本领域稳步向前发展，相关研究日益增多，但仍存在不足，

作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度不高，在未来应该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更高水平的研

究团队以及研究机构，共同为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领域的发展献言献策。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更应该

注重将传统医治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开展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式，根治血管性痴

呆这一疾病，推动医学更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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