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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我国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为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相关领域提供数据参考。方法；通过

中国知网系统检索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内容，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以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

类形成，以及突现词和时区图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主题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国内2005年出现首篇医

护人员身份建构为主题的文献，2021年研究达到最高峰27篇。在研究热点上，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

究热点有：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医患关系、医患会话、会话分析、在线医疗问诊和医生身份等。医护

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最新前沿集中在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医生身份和医患会话等方面。但医护人员研

究在作者以及机构合作上研究较少。结论：建议未来拓宽关于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如被试医护的

范围、影响因素、内容、等进行多视角、多领域、深层次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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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the field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221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221
https://www.hanspub.org/


刘洒洒 
 

 

DOI: 10.12677/orf.2024.142221 1238 运筹与模糊学 
 

through the stud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Metho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was retrieved through the CNKI system, an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CiteSpace software, and the them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was 
visually analyzed by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keyword clustering, as well as emergent words 
and time zone maps. Results: In 2005, the first literature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appeared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reached a peak of 27 in 2021.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
pots,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clud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dentity,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analysis,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doctor identity. The latest frontiers in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con-
struction of healthcare workers focu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dentity, physician identity, and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al colla-
borations in healthcare worker studies.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
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should be broadened in the future, such as the sco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tent of the subject’s medical care, and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ields, and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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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
身份建构“即是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2]”，也是也是不断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

条件[3]。医生身份是指从事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所拥有的身份和角色[4]。医生作为医疗团队的核心成员，

其职业身份不仅仅是职业的象征，更是对社会期望和患者信任的象征。然而，在不断变革的医疗环境中，

医生所面临的职业身份建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过去，医生身份通常被视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强调对

患者的无私服务。近年来，医疗环境的变革、患者期望的提高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对医生的职

业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5]。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医生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变得至关重要。如何构建合格

的医生身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求，履行健康中国行动中医生的职责，成为当下关注的重要问题[6]。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但目前来看，尚存在以下

两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现有文献大多从某一个视角(语用、会话)总结身份建构的研究成果，缺乏从多

维、整体、全局角度全面身份建构的研究。其次，尽管少数文献从其他角度研究医护人员的身份建构，

但与国外文献对比还有差距。鉴于此，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 2005~2023
年收录的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 114 篇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文献

量、发文机构、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推动我国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知网(CNKI)的全文数据库，为保证原始数据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在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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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选择高级检索，设定检索条件为学术期刊检索，按照，以“医生或医护人员或护士或护生或护理 and
身份建构”和“医生或医护人员或护士或护生或护理 and 身份认同”为主题条件检索文献。剔除报道、

会议通知、约稿启示、声明与议题无关的文献。时间截至 2023 年，首篇相关文献于 2005 年发表，共检

索出 114 篇相关文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软件可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文献、作者和期刊的共被引分析，以及运用突现分析

技术总结研究趋势，可形成聚类图、时间线、时区图等可视化知识图谱[7]。本文将 CNKI 数据库中检索

到的医护人员身份建构文献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主要包括年度发文量分析、核心作者分析、研究热点

分析以及重要研究机构分析等，探寻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热点与发展演进。 

3. 研究结果 

3.1. 文献信息分析 

文献信息可以通过导出的文献结果进行频数和构成比分析，包括以医护人员身份建构为主题来总结

研究总体趋势、学科分布、文章来源分布、作者分布和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其中期刊论文占比 47.37%，

硕士论文占比 33.33%博士论文占比 15.79%。为探究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总体研究趋势，绘制了国内医护

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发文量年度分布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图 1. 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领域发文量 

3.2. 核心作者分析 

作者发表该领域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影响力。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相关文献进行

统计，选取文献发表数量为 3 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我国关于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作

者合作网络图谱，网络结构分布松散，表明各作者之间合作交流较少，暂未形成紧密稳定的合作网络关

系。得到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最大发文量作者为李振，共计 20 篇。图中仅显示几位作者联系密切，

李振、王红丽、郭子生、徐光毅和刘善仕等学者之间具有学术合作和交流；单独节点的学者较多，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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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医护人员身份建构上的研究与合作有待加强。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in the stud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3 
图 2. 2005~2023 年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核心作者分布 

3.3. 核心机构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核心机构关于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领域核心机构的发文量，表 1 中呈现以华

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首(19 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用于学院

(3 篇)、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3)、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3)、西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

学(3)、南华大学(3)、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3)等。从生成的图谱中可以发现由于连线密度为 0.002，
连线数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连线密度越大表示节点之间联系越密切，由连线密度可知各机构之间的联

系比较松散，缺乏合作意识。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ore institution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表 1. 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核心机构分布 

数量 年份 机构 

19 2005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201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 

3 2018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3 2015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3 2013 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3 2022 南华大学 

3 2020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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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热点分析 

用关键词共现图谱总结研究热点，关键词字体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的多少，关键词字体

越大，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反之同理[8]。统计关键词出现频率用来总结身份建构的研究热点。选

取 CiteSpace 软件中的对数似然率算法(LLR 算法)，对关键词数据进行提取，利用系统生成高频关键词聚

类图谱。图中可以看出从图谱中的聚类折射出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领域的热点，包括“身份建构”“医

患会话”等聚类标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network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3 
图 3. 2005~2023 年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merging research hotspots in China 
表 2. 国内涌现研究热点关键词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识词(前五个) 

0 29 身份建构；医患会话；医生身份；会话分析；精神科医生 

1 24 身份认同；叙事医学；主体间性；叙事素养；视域融合；关系构建 

4 14 医患会话；会话分析；身份认同；语用身份理论；叙事医学 

5 13 身份建构；医患会话；医生身份；会话分析；身份认同 

6 12 精神科医生；医生身份建构；关系构建；在线医疗问诊；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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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聚类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各聚类研究内容存在相互交叉现象，因此可将我国医护人员身

份建构究归纳为“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医生身份”“医患会话”四个主题领域，详述如下： 
1) “身份建构”研究主题。身份(Identity)是个体通过差异而得以区别的某一社会类群的身份归属[9]。

身份建构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身份是个体在与他人、社会、群体的互动中不断调

整和变化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确认的，而这个互动的过程也即身份构建的过程[10]。身份建构研究具有

哲学基础和语言学基础，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从不同的视角进

行跨学科研究[11]。 
2) “身份认同”研究主题。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

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12]。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是多维的，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会展现不同身份。身份认同为自我提供了意义。身份认同概念的研究跨越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13]。不同的学科对身份认同有不同的理解。概括而言，身份认同是一种对价值和意义的

承诺和确认。 
3) “医生身份”研究主题。医生身份是指具有医学专业支持技能，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专业人员，

能够诊断和治疗疾病[14]。医生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职业，是社会中备受尊敬和信任的群体，他们承担着

诊断、治疗和照顾病患的责任。医生身份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身份，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要求医生在行

使职业技能的同时，秉持职业道德，关心病人的健康和福祉[15]。 
4) “医患会话”研究主题。医患会话是医患双方围绕患者的健康问题及诊断治疗进行的信息对话及

交流，所交流的信息既包括疾病诊断的直接内容，也包括同疾病诊治的相关的心理、社会等相关因素[16]。
其中医患会话中包括技术与非技术方面两的医患沟通[17]，这两者相互依赖也相互影响。 

3.5. 研究前沿 

突现词是某一个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可以用来反应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18]。
鉴于此，为探究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发展趋势，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可视化突现功能，得出突现词结

果，代表关键词在某些时间段中引用量出现较大变化的结果。参数设置“身份建构”，得到关键词突现

图，如图 4 所示。 
由上图中可看出，2005 年开始，关于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进行初步研究，2005~2015 年间，突

变词主要有非体面工作、职业污名、动态演化、护工、矛盾职业认同等，延续时间较长的两个突现词为

非体面工作和职业污名，时长达 10 年。2016~2017 年间社会工作为突现词；2016~2019 年间突现关键词

是医患关系；2017~2018 年间的突现词为精神科医生；2017~2020 年间出现合法化语码理论、医患会话和

身份认同等突现关键词；2020~2021 年间的突现词为医生身份、医疗话语和会话分析；2021~2023 年突现

关键词为身份建构。其中近几年主要是对医患关系、医患会话、身份认同、医生身份和身份建构等突现

关键词的讨论和研究，可说明这五个研究主题为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目前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除此之外，

关键词时序图也可以用来反映某一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主要研究内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

时间段内的研究趋势，因此运行 CiteSpace，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按时间片段生成关键词时序图谱，

如图 5 所示。 

4. 结语 

当前，医护人员身份建构领域研究不断深化拓展，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历年发文来看，国内医

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近几年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国内学者们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

领域的关注度和活跃度有所上升。从核心作者看，我国知识共享研究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体，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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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mergence of keywords i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3 
图 4. 2005~2023 年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关键词突现图 

 

 
Figure 5. Chronological map of keyword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ff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3 
图 5. 2005~2023 年国内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研究领域关键词时序图谱 

 
是研究学术的重要力量，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图谱中可以看出，仅有几

位作者之间有合作关系，若想让身份建构成为热点研究，还需加大作者之间合作。从研究热点看：医护

人员身份建构的研究热点包括了身份建构、身份认同、医患关系、医生身份以及医生身份建构等，其中

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是最大的研究热点。因此，还需要作者更加关注当前热点研究。利用跨学科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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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对医护人员身份建构领域，促进医护人员身份建构研究的多层面。进一步研究身份建构和身份

认同理论研究问题，明晰身份建构对医护人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等。此外，未来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层

面，更应加强身份建构相关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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