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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党芳萍1 李惠菊1，4 田金徽2 屠其雷3

近年来，脑卒中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出现高速增长

态势，成为全球第二大、中国第一大致死性疾病，不仅死亡率

高，致残率也高[1—2]。在我国，85%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的开

始就有上肢功能障碍[3]，约30%—36%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6

个月后仍遗留上肢功能障碍[4]。在美国，40%的患者会留下

轻度功能障碍，15%—30%的患者会留下重度残疾，脑卒中所

致的肢体功能障碍成为首要的致残原因[5]。早期的康复护理

对缓解脑卒中后偏瘫、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6]。可视化分析是通过相关软件将

大量数据转换为可视图谱，使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更直接，更

易挖掘隐藏在数据中的规律，以助于快速整合有效信息及制

定决策[7]。但目前利用可视化技术对国内脑卒中偏瘫康复护

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较少。本文将运用可

视化软件和CNKI、CBM、万方数据库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

复护理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现

状及趋势，以期为以后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的研究提供

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与资料来源

以“（脑卒中 OR 卒中 OR 缺血性脑卒

中OR出血性脑卒中OR中风OR脑血管意

外）AND（偏瘫 OR 瘫痪）AND 康复护理”

作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CBM数据库收录的研究脑卒中偏

瘫患者康复护理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截

止到2017年10月12日。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所有关于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中文文章，不限发

表时间，排除新闻稿、报纸、地方资料汇编摘要、会议摘要和

消息。

1.3 统计与分析方法

将相关检索结果导入Excel 2010手动去重后，利用书目

信息共现分析软件BICOMS-2提取关键词、国省市名、基金、

期刊、作者及其所属单位等，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除国省市

名外，对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设置频次，并生成共现矩

阵。然后将其导入Ucinet 6.0 软件中的NetDraw绘制社会网

络分析图，并对关键词在GCLUTO 2.0软件中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获取文献12029篇，其中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4314篇；万方数据库4439篇；中国知网3276篇，去重后

纳入文献5298篇。

2.2 发表时间分布

见图1。发文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0年以前增长

缓慢，1986、1988、1989、1991各只有1篇文章，2000年以前我

国发文量仅62篇，2002年出现小幅的下降，但降幅并未突破

1%，之后出现大幅的增长，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十年间，发

文数量急剧增加，2016年达到590篇。

2.3 作者分布

在纳入的 5298篇文献中，有 7999位作者在 1986—2017

年 10月从事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研究，发文最多者为来

自黑龙江省医院的张群(10篇)。7545位作者（94.3%）发文各

1篇，385位作者（4.8%）发文各 2篇，52位作者（0.65%）发文

各3篇，12位作者（0.015%）发文各4篇。

2.4 作者单位分布

7999名作者来自 3304家单位，主要以临床医疗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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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99.3%），其中大学附属医院占 29.7%，中医药医院占

14.3%，综合性医院占 34.1%，三甲医院占 21.2%。发文量排

名前20位的作者单位见表1。

2.5 省份分布

该研究所筛选的 5298篇文献，其作者来自于国内 31个

省份，其中发文量达 1000篇以上的四个省份分别为河南省

1176 篇（22.2%），山东省 1111 篇（21.0%），江苏省 1046 篇

（19.7%），广东省1012篇（19.1%），以上4个省份发文量占纳

入文献量的82.0%。

2.6 期刊分布

该研究纳入的5298篇文献，发表在2457种期刊上，说明

论文的发表期刊分布涉及领域较广，其中载文量在 50篇以

上的共有 23种期刊，说明载文量多的期刊并不多。与护理

相关的期刊载文量排名前七位的是：护理研究（157篇）；护理

学杂志（120 篇）；护士进修杂志（97 篇）；齐鲁护理杂志（87

篇）；全科护理（81篇）；中国实用护理杂志（70篇）；护理实践

与研究（67篇）。与康复相关的期刊载文量排名前七位的分

别是：按摩与康复医学杂志（96篇）；中国临床康复（56篇）；

现代康复杂志（39篇）；中国康复杂志（28篇）；护理与康复杂

志（23 篇)；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19 篇)；中国康复医学（17

篇)。

2.7 基金支持

在 5298 篇相关文献中，受基金支持的仅有 266 篇

（5.02%），大部分基金支持来源于省市级项目资助（67.0%），

国家级资助项目仅占14.0%，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

文章有20篇，医学院校基金支持项目占9.0%，临床医院院内

基金支持占2.0%，国外基金支持占2.0%。

2.8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是最能说明全文含义、最能反映出论文中心内容

的名词或词组[8]，表2为高频关键词分布，图2为对阈值范围

为58—2615的关键词生成的社会网络分析图，可以看到，卒

中、偏瘫、康复护理、功能锻炼、生活质量、生活能力、预后以

及医院感染都处于网络图的中心位置，从社会网络分析的中

心性来讲，以上关键词的中心性最高，说明其与高频主题词

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次数也最多。处于社会网络图边缘

的关键词，虽然其与高中心性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相对稀疏，

但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这些中心关键词所展开的，意

即其也是目前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的研究热点。

2.9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交叉点，帮助

科研人员明确和预测未来的研究方向[9]。纳入的文献中，共

有 3088个关键词，累计出现频次 16706次，以出现频次≥58

次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聚类后分

为 3个主题。主题 1：卒中、高血压、脑梗死等脑血管病及其

并发症的预防、护理、康复，包括17个关键词；主题2：脑卒中

早期康复及康复效果的评价，包括29个关键词；主题3：康复

护理对偏瘫患者生活能力、肢体功能的影响，包括 7个关键

词。

3 讨论

3.1 文献量显著增长，核心期刊发文少

护理文献是护理科研活动和临床护理实践的呈现，在一

定程度上，护理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反映护理学科的发展

表1 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相关文献作者单位分布

机构

解放军总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大庆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济南军区青岛第二疗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医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河南省安阳地区医院
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

发文量

26(0.78%)
24(0.73%)
24(0.73%)
22(0.78%)
22(0.67%)
20(0.60%)
20(0.60%)
20(0.60%)
18(0.54%)
18(0.54%)
16(0.48%)
16(0.48%)
16(0.48%)
16(0.48%)
16(0.48%)
16(0.48%)
14(0.42%)
14(0.42%)
14(0.42%)
14(0.42%)

表2 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相关文献高频关键词分布

关键字段

偏瘫
脑卒中
护理
康复护理
脑梗死
康复
中风
脑卒中偏瘫
早期康复护理
肢体功能
脑血管意外
生活质量
康复训练
早期康复
运动功能
脑出血
脑梗塞
护理干预
脑血管病

出现频次（篇）

2615
2341
1557
1274
656
596
307
290
279
274
265
252
227
216
214
201
156
155
148

出现频次（%）

49.36
44.12
29.39
24.05
12.38
11.25
5.80
5.47
5.27
5.17
5.00
4.76
4.29
4.08
4.04
3.80
2.94
2.93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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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研究水平[10]。脑卒中偏瘫早期康复护理的文献数量

呈逐年增长趋势，尤其是近 5年来增长尤为显著，已有发文

量较多的研究单位群和期刊群。但是，专业期刊和核心期刊

载文少，高质量的文章少，同时需加大该领域的预测和干预

性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3.2 合作较弱，地区分布不均匀，资金支持不足

虽然作者之间小范围的合作团体已现雏形，但其合作仅

限于同一工作单位，研究领域集中且有限，暂无权威的核心

团体的形成。作者之间、省市之间的合作太弱，脑卒中偏瘫

患者早期康复护理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医院、高校和社区

医院的跨机构合作。不管是期刊分布、基金支持、作者分布

以及发文量，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一线发达省市，经济文化发

展领先，健康意识强，其发文量远远高于西北欠发达省市。

而经济、文化发达程度，人员科研素质，单位设备及重视程度

等决定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的科研课题数量与水平[11]。西

北欠发达省市需改善这种状况，加大科研投入。在纳入的

5298篇文献中，有基金支持的仅占5.02%，资金支持严重不足。

3.3 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的分析

由聚类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

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康复护理中的肢体康复护理、体位

护理、日常生活康复训练等方面的护理，但较少关注患者的

心理健康以及如何让患者积极参与到康复护理中。早期康

复护理是一种基于脑卒中现代康复的理念，贯穿于疾病恢复

的不同时间，研究表明，早期康复护理，特别是心理干预，可

有效促进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和降低抑郁焦虑情绪，提高生

活质量，尽早回归家庭和社会[12—13]。目前国际上的研究则更

多的关注对脑卒中患者急性和康复方面的医疗护理，强调过

渡护理和患者的自我护理，并对患者及其照料者分别进行干

预研究[14]。同时，卒中偏瘫患者白天只能在治疗活动中短时

间内活动。大部分时间，病人是单独和被动的[15]。如何激活

患者，使其在日常活动中积极进行自我护理和主动康复护

理，重建生活，提高生存质量。这对于我国的研究提供了一

个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向着更深入的方

向发展。

图2 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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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本研究以我国已发表的脑卒中康复护理的文献为载体，

运用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初步分析了我国脑卒中偏瘫患者康

复护理研究的研究现状，目前我国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护理

的研究发展快，已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发文量的地区差异大，发文作者之间缺乏合作，对早期康

复护理的研究内容有待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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