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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近15年太极拳研究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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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国际上太极拳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共现分析、共被引分析、聚类分析及可视化分析，探索太极拳近

15年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指导。

方法：以Web of Science中的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2004—2018年太极拳相关

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以作者、国家和机构、关键词作为节点进行共现分析，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时间演

化分析和Burst分析，选取被引文献作为节点进行共被引分析，绘制相应的可视化图谱并进行解读。

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242篇，近年来太极拳研究热度一直持续不减。研究者之间合作密切，贡献较为突出的研

究者以Wayne PM为代表。国家及机构间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中，高产国家以美国、中国为代表，影响力较高的

国家以加拿大为代表，研究机构多为大学。研究热点与前沿主要集中在对肌肉、骨骼等运动系统，对心、肺、血管等

功能、对精神情志及本体感觉等的调控。预测太极拳研究领域近期将会出现更多的系统评价，同时太极拳对抑郁状

态的影响、与瑜伽等运动方式的比较等相关研究近期将持续不断。

结论：运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中太极拳近15年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相对直观地展现了

太极拳近15年来的研究概况，初步地揭示了可合作的研究者及机构，对太极拳的研究热点、前沿及研究趋势形成了

大致认识，为太极拳研究的选题、发展方向等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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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哲学、阴

阳、五行、经络等中医基础理论的一种传统拳术，既能技击对

抗，又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1]。太极拳提倡“天人合一、形神

相俱”，动作刚柔兼济，通过练形以达健神目的[2]。由于太极拳

有益健康、安全、成本低，近年来在东西方国家广受欢迎[3]。

CiteSpace软件是由来自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研

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通过 Java应用程序对相应

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以可视化图谱将该研究领域的知识

结构关系及演进规律从多个层面进行直观地展现[4]，被广泛

运用于国内外众多领域。本文通过运用 CiteSpace，以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作为研究来源，对国际上近15年来太极拳

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该领域未来的相关研究提

供可供合作的研究者、机构、选题参考及发展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

以“Tai Chi”为主题词对 Web of Science 中的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数据库进行电子检索，检索日期自

2004年 1月 1日—2018年 9月 25日。以全纪录的纯文本格

式将数据导出，以“download_XXX”命名。

1.2 研究方法

将从数据库导出的纯文本格式导入CiteSpace，设置Ti-

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DE)和 Keyword plus(DE)作为

主题来源，将Time Slicing设置为自 2004—2018年，阈值设

置选择 Top N，关联强度选择系统默认的 Cosine，Years per

slice、Top N设定的具体值及裁剪方式，根据所选节点的不

同按需设置，通过尝试不同的时间分区、阈值和裁剪方式，选

择其中结果最为稳定、清楚、直观的设置方式。比如将

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Top N设置为30，则表示选取2004

年到2018年中每一年前30篇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分别以

作者、国家和机构、关键词作为节点进行共现分析，并对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时间演化分析和Burst分析，选取被引文献

作为节点进行共被引分析，绘制相应的可视化图谱并进行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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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研究热度

总共获取到文献 2242 篇。发文量大致呈逐年上升趋

势，其中2018年发文量的统计时间为2018年1月1日—2018

年9月25日，并非一整年发文量的完整统计。见图1。

2.2 作者

发文频次排名前 5 的作者依次是 Wayne PM 36 次，

Wang CC 27 次，Tsang WWN 26 次，Taylor-Piliae RE 24

次，Li FZ 24 次。中心度排名前 5 的作者分别是 Wayne

PM 0.02，Li L 0.02，Yeh GY 0.02，Manor B 0.02，Lipsitz

LA 0.02。见图2。分析可见研究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交

流关系，其中Wayne PM是太极拳研究领域的高产及核心研

究者，与Zhang Y、Davis RB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

2.3 国家（地区）及机构

发文频次排名前 5的国家依次是美国（USA）900次，中

国（含港澳台）690次，澳大利亚（Australia）166次，英国（Eng-

land）109 次，加拿大（Canada）108 次。中心度排名前 5 的地

区分别是加拿大（Canada）1.23，荷兰（Netherlands）0.45，澳大

利亚（Australia）0.42，美国（USA）0.41，英国（ENGLAND）

0.27。发文频次排名前 5 的机构依次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72 次，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 Hong Kong）68

次，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 Univ）66次，悉尼大

学（Univ Sydney）56 次，上海体育学院（Shanghai Univ

Sport）53 次。中心度排名前 5 的地区分别是埃克塞特大学

（Univ Exeter）0.84，多伦多大学（Univ Toronto）0.76，哈佛大

学（Harvard Univ）0.73，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 Hong

Kong）0.54，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 Hosp）

0.53。见图 3。分析可见美国、中国为太极拳研究的高产国

家，加拿大为太极拳研究中心度较大的国家。研究机构大都

来自大学，其中以哈佛大学为研究高产机构代表，埃克塞特

大学为研究中心度较大的机构代表。

2.4 被引文献

运用CiteSpace得到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图，见图4。其中

图1 发文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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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作者合作关系图

图3 国家（地区）—机构关系图

图4 被引用文献的共被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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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共被引频次及中心度分别见表1—2。被引频次及中

心度排在前 5的文献，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了帕金森病、跌

倒风险、平衡性、纤维肌痛、膝骨关节炎等方面。

2.5 研究热点及前沿

运用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见图5。出现频次排

名前 5 的关键词依次是太极（tai chi）965 次，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637 次，锻炼（exercise）614 次，

老年人（older adult）449次，平衡（balance）373次。中心度排

名前 5的关键词分别是锻炼（exercise）0.73，跌倒（fall）0.70，

平衡（balance）0.56，太极（tai chi）0.51，干预（intervention）

0.50。

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了 10个聚类群，

分别为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

view）、心肺功能（cardiorespiratory function）、步态（gait）、脊

椎按摩疗法（chiropractic）、年龄增长（aging）、锻炼（exer-

cise）、预防（prevention）、干预（intervention）、唾液皮质醇（sal-

ivary cortisol），见图6，对Silhouette值大于0.8的聚类群进行

分析，其中每一聚类群所含关键词按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见

表3。

运用 CiteSpace 中的“Timezone view”对动态前沿进行

分析，见图7，结果显示：2004年—2006年主要关注于以下五

类研究：对力量及步态影响的研究、对生活质量及心肺功能

影响的研究、对平衡及稳定性影响的研究、对情绪影响的研

究以及对血压影响的研究。2007年—2010年：开始关注太

极对骨密度的影响、对关节炎（主要包括骨性关节炎和类风

湿性关节炎）的影响以及对灵活性的影响。2014 年—2017

表1 被引用频次排名前5的被引文献

排名

1

2

3

4

5

作者

Li FZ[5]

Li FZ[6]

Wang CC[7]

Wang CC[8]

Wang CC[9]

年份

2012

2005

2004

2010

2009

题目

Tai chi and postural st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Tai Chi and fall reductions in older adul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effect of Tai Chi on health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 randomized trial of tai chi for fibromyalgia

Tai Chi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被引频次

130

115

98

96

78

表2 中心度排名前5的被引文献

排名

1

2

3

4

5

作者

Lan C[10]

Wang CC[9]

Brismee JM[11]

Hong YL[12]

Wolf SL[13]

年份

2000

2009

2007

2000

1997

题目

Tai Chi Chuan to improve 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in
elderly individuals: a pilot study

Tai Chi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Group and home-based tai chi in elderly subjec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alance control, flexibility, and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among
older Tai Chi practitioners

The effect of Tai Chi Quan and computerized balance training on
postural stability in older subjects

中心度

1.18

1.05

0.99

0.96

0.94

表3 关键词聚类分析情况表

聚类 ID

0
1
2
3
8
9

聚类词

生活质量
系统评价
心肺功能

步态
干预

唾液皮质醇

包含关键词

随机对照试验、疼痛、骨性关节炎、疲劳、类风湿关节炎、预防跌倒、老年人
康复、肌肉力量、血压、中风、心血管疾病、老年女性、本体感觉
太极拳、抑郁、焦虑、老年人、放松、身心锻炼、走路
力量、性能、帕金森病、试验、美国、可靠性、残疾、心率
太极拳锻炼、社区、致死率、老年人、管理
焦虑状态、压力、紧张、功效、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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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关注帕金森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以及对疲劳、专

注力的影响的研究。根据图谱可以看出2011—2013年以及

2018年并没有检测到新出现的受到广泛关注的关键词。从

研究类型来看，近15年来，随机对照试验于2006年开始受到

关注，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于2016年开始受到关注。

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Burst分析，得到被引次数

最多的35个关键词，按强度进行降序排列，见图8，选取其中

对疾病或机体状态有提示意义的 12个关键词，按强度进行

降序排列，依次是：步态、力量、姿势稳定性、血压、心肺功能、

骨密度、压力、姿势控制、风湿性关节炎、平衡控制、抑郁、跌

倒。meta分析、瑜伽、抑郁据分析显示在 2016年受到关注，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3 讨论

本文运用CiteSpace对国际上近15年太极拳研究文献进

行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太极拳研究的现

图7 关键词时间演化图

图8 关键词Burst分析图

图5 关键词共现图

图6 关键词聚类图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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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热点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太极拳研究热度一直持续不

减。贡献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以Wayne PM为代表，其研究团

队多年来致力于太极拳的相关研究。通过对作者的可视化

分析，初步为未来有太极拳研究打算的学者提供了关于潜在

合作研究者及团队的信息。高产研究国家主要为美国、中

国，研究中心度以加拿大最为突出，CiteSpace软件中的中心

度指的是中介中心度，反映一个节点沟通其他节点的桥梁作

用。紫色圆环越宽，代表其中心度越高，在该研究领域所处

的地位越核心[14]。研究机构大多为大学，多国之间有研究上

的密切合作，有助于太极拳的发展与传播。

被引情况是反映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之一[15]，某一时间

段学术研究热点的文献往往被引用的次数较多[16]。通过对

被引频次及中心性较高的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可以了解到

太极研究领域关注度较高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引文献结果

表明帕金森病、跌倒风险、平衡性、纤维肌痛、膝骨关节炎等

在太极研究领域的某个阶段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通过对热门关键词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目前太极拳的研

究对象以老年人为主要群体，其中探究其对平衡影响的研究

不在少数。根据“随机对照试验”这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

以推测，有大量关于太极拳的研究以随机对照试验和（或）对

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为研究方法。高质量的单个随机

对照试验和多个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均能作为最高级

别的证据[17]，因而想要获得科学、客观的证据必须依靠大量

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和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同年

轻人相比，老年人大多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但若是高质量的太极拳相关研究仅仅局限于老年人，那么太

极拳的推广和发展必将会受到许多的限制。关于太极拳产

生的效能目前仍在积极探索，希望未来在太极拳的研究领域

能够看到更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高质量研究。

聚类分析是对不同数据源的相似性进行衡量后将数据

源分类于不同的簇中 [18]，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聚类的交叉重

复。Silhouette（轮廓值）是聚类质量的一种评价方式。鉴于

Silhouette值越高，同质性越好[19—20]，聚合程度越好。本研究

根据聚类词及每个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对得到的 10个聚

类群中聚合程度较高的6个聚类群进行分析和推测，其主要

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太极拳对老年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临

床研究（包括对关节炎、疼痛、疲劳、预防跌倒等的影响）；太

极拳对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功能、感觉）改善情况的系统评

价；太极拳对老年人心肺功能及情绪的影响；太极拳对步态

影响的临床研究；通过干预社区老年人进行太极拳锻炼对致

死率影响的研究；太极拳对情绪影响的相关机制研究。

研究前沿强调了突现的特征和新趋势[21]，是某一时间段

基于突现文献的某组文献探讨的研究问题或专题，往往提示

了该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或转折点，在短时间受到广泛的关

注[22]。结合关键词的时间动态演化和Burst分析，对太极的

研究领域、研究发展及未来研究趋势形成了一个大体的把

握。通过对结果的综合分析，其研究热点与前沿大致集中在

以下 3类：①对肌肉、骨骼等运动系统的调控：包括对步态、

力量、姿势、骨密度、平衡等的影响；②对心、肺、血管等功能

的调控：包括对血压、心肺功能等的影响；③对精神情志及本

体感觉等的调控：包括对压力、抑郁、疲劳、专注力等的影

响。根据Burst分析图的趋势，预测太极拳研究领域近几年

将会出现更多的系统评价，同时，太极拳对抑郁状态的影响、

与瑜伽等运动方式的比较等相关研究在近期将持续不断。

由于应用CiteSpace时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无法同时进

行中文和英文的分析，故本研究未纳入中文文献，并且由于

未查找到对CiteSpace去重功能进行效果评估的相关资料，

本研究只选取了一个数据库，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结

果的偏倚。在运用CiteSpace生成可视化图谱的过程中，时

间分区、阈值及裁剪方式暂无标准化的设置流程，只能通过

反复的尝试去摸索最接近真实结果的设置方式，可能使得结

果有一定程度的偏倚。在对数据进行聚类时，不同类别的内

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现象，具体情况还需要结合临

床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目前文献计量学已经被广泛地运用

于传统医学研究[23—25]。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运

用CiteSpace从多个角度对国际上太极拳近15年的研究进行

了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相对科学、直观地展现了太极拳

近15年的研究概况，初步地揭示了可合作的研究者及机构，

对太极拳的研究热点、前沿及研究趋势进行了大致的剖析，

为太极拳研究的选题、发展方向等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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