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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国内耳穴疗法的研究概况和前沿趋势,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耳穴疗

法相关文献,运用CiteSpace６．１．R３软件分析作者、机构、关键词等文献特征,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结果　共纳入１４８４９篇文

献,发文量稳步上升;该研究领域形成了四个规模较大的高产作者合作团队,刘志诚是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刊载文献量最多的

期刊是«中国针灸»;开展耳穴疗法研究的主力机构是中医药院校及其附属医院;耳穴贴压、耳针疗法、临床观察是重点关键

词,探索耳穴疗法的技术研究、观察耳穴疗法的临床疗效是研究热点.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医护理、穴位按摩、生活质量、睡眠质

量、穴位贴敷等研究热度较高,发展方向是中医护理和辅助治疗.结论　耳穴疗法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需要注重临床实践,

深入探索疗效机制,加强规范化研究,尝试不同耳穴疗法在临床病症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　耳穴疗法;研究热点;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 】　R４７３．７６;R４７Ｇ０５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０６Ｇ００５３Ｇ０４

AnalysisoftheResearchHotspotsandTrendsofAuricularTherapyinChinaBasedonCiteSpace
XUYuchen,GE Haotian,WANG Qiuqin,ZHANG Yutong,SUN Yanhong,WANG Qing,YANShuxia,

BAIYamei,XU Guihua(SchoolofNursing,Nanjing UniversityofChinese Medicine,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

Jiangsu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author:XUGuihua,Tel:０２５Ｇ８５８５１１１５
【Abstract】　Objective　ToanalyzetheresearchoverviewandfrontiertrendsofauriculartherapyinChina,provide
referenceforrelatedresearch．Methods　TheliteraturesrelatedwereretrievedfromCNKI,andCiteSpace６．１．R３
softwarewasusedtoanalyzethecharacteristicsofauthors,institutionsandkeywords,etc．thendrawingaknowlＧ
edgemap．Results　Atotalof１４,８４９articleswereincluded,andthenumberofpublishedarticlesincreasedsteadily;

Therewere４largeandproductiveauthorcooperationteamsinthisfield,andLiuZhichengwastheauthorwiththe
highestnumberofpublications．ThejournalwiththemostpublishedliteraturewasChineseAcupunctureandMoxＧ
ibustio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collegesandaffiliatedhospitalswerethemaininstitutionsinthis
field．Auricularacupointsticking,auricularacupuncturetherapy,clinicalobservationwerethekeykeywords．The
technicalresearchofauricularacupointtherapy,andobservationofitsclinicaleffectweretheresearchhotspots．
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２２,TCMnursing,acupointmassage,qualityoflife,qualityofsleeping,acupointapplicationand
etc．werethepopularinthisfield．TCMnursingandadjuvanttherapyweretheresearchtrends．Conclusions　AuricＧ
ularacupointtherapyhasmadegreatprogress,butitstillneedstodeepenclinicalpractice,inＧdepthexplorationof
therapeuticmechanism,strengthenstandardizedresearch,andtrythespecificapplicationofdifferentauricularacuＧ
pointtherapyinclinical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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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穴疗法[１]是通过不同方式在耳廓特定穴位施

加刺激,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疾病目的方法.它是中

医适宜技术的综合应用,也是中医非药物疗法的重

要组成部分.«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２]强调,

要大力发展中医护理技术,发挥其在慢性病、常见病

及疑难重症中的独特优势.耳穴疗法安全、有效、简
便、经济,在养生保健与慢性病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耳穴精奇,技术繁多,只有厘清该领域发展脉

络,才能切实做到继承创新,推动相关研究可持续发

展.为此,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耳穴疗

法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国内耳穴疗法的研究概

况和前沿趋势,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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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以主题词为“耳穴”OR“耳针”OR
“耳灸”OR“耳部刮痧”OR“耳部按摩”OR“耳尖放

血”OR“耳部放血”检索中国知网.搜索时间为建库

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４日.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与耳穴疗法主题

相符且被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研究类型不限.
排除标准:(１)英文文献;(２)重复发表的文献;(３)新
闻资讯、会议论文、科普讲座等非研究性文章.

１．３　资料分析方法　运用CiteSpace６．１．R３[３]绘制

科学知识图谱,参数设置:时间切片(TimeSlicing):

１９５７年至２０２２年２月,每１０年一个分区;提取节点

阈值选择(N＝５０);网络剪裁选择Pathfinder.

２　结果

２．１　年发文量分析　本研究共检索１９３４８篇文献,
去除重复文献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

纳入１４８４９篇文献.国内耳穴疗法的年发文量稳

步上升,１９８３－２０１０ 年发文量增长平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年大幅度上升,此后发文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

平,２０２０年达到发文量峰值８９８篇.

２．２　载文期刊分析　纳入的文献共来源于７８１种

期刊.刊载文献量排名前三的期刊是«中国针灸»、
«针灸临床杂志»、«上海针灸杂志».发表在核心期

刊的论文共１９０８篇,约占１３％.

２．３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目前,耳穴疗法领域已经

形成了４个规模较大的高产作者合作团队,分别是:
(１)刘志诚、徐斌团队,研究针刺(含耳针)干预肥胖

的治疗效果;(２)管遵信团队,研究慢性肾功能衰竭

的治疗,潜心拓展和丰富耳针学的理论体系;(３)荣
培晶、朱兵团队,侧重于经皮耳穴迷走神经刺激、耳
穴电刺激的技术应用;(４)张敏团队,关注艾滋病的

中医非药物疗法.

２．４　机构合作分析　开展耳穴疗法研究的主力机

构是中医药院校及其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南
京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是发文量排名前３名

的机构,但其中心性较低,影响力一般.

２．５　关键词共现　由于文献数量多,为了保证数据

的准确,便将含义相同但表述不同的关键词进行合

并,如耳穴压豆、耳穴埋籽等是同一技术的不同名

称,故统一为耳穴贴压[４].根据多诺霍提出的公

式[５]计算可得,本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共３８个.中

心性＞０．１说明该节点是图谱中的关键节点,媒介作

用强,影响力大.鉴于关键词较多,为避免隐藏信

息,表１展示了频次＞１１０次且中心性＞０的关键

词.本研究中耳穴贴压、耳针疗法、临床观察是重点

关键词,说明耳穴技术的临床应用是研究热点.

表１　耳穴疗法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耳穴贴压 ６１０２ ０．３９ １３ 失眠症 ２２０ ０．０５
２ 耳针疗法 １２２４ ０．７１ １４ 疗效 ２１９ ０．０１
３ 耳穴 １０５４ ０．０４ １５ 耳穴治疗 ２１２ ０．０４
４ 失眠 ６５３ ０．０１ １６ 王不留行 ２１２ ０．０１
５ 针刺 ４９７ ０．０２ １７ 针灸疗法 １９８ ０．０１
６ 临床观察 ４４３ ０．１８ １８ 针灸 １９２ ０．０１
７ 耳穴疗法 ３４２ ０．０１ １９ 胆石症 １６８ ０．０４
８ 便秘 ３２６ ０．０１ ２０ 疗效观察 １３４ ０．０１
９ 耳尖放血 ２８５ ０．０１ ２１ 中药 １２８ ０．０１

１０ 针刺疗法 ２３８ ０．０４ ２２ 麦粒肿 １２２ ０．０３
１１ 电针 ２３５ ０．０１ ２３ 糖尿病 １１４ ０．０１
１２ 高血压 ２３１ ０．０４

２．６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可反映某一研究领

域内主题词之间的关系[６].通过对数似然比算法进

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１.图中 Q＝０．７２１９,S＝
０．８９８１,说明聚类结果合理有效,可信度高.参照聚

类信息,可将研究热点归为两类:(１)探索耳穴疗法

的技术研究:＃０耳穴压豆、＃２耳针、＃４穴位注

射、＃５耳尖放血、＃８耳穴疗法;(２)观察耳穴疗法

的临床疗效:＃１胆石症、＃３临床观察、＃６初步观

察、＃１０神经衰弱.

图１　耳穴疗法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注:由于文献量多、时间跨度大,不同阶段的语言表述略有差异,致使

耳穴贴压的技术名称不统一,如耳穴埋籽、耳穴埋豆、耳穴压豆、耳穴

压丸等,故软件计算得到＃０耳穴压豆.

２．７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指关键词在某一时

期内高频出现,分析突现时间与强度可以预测该领

域的研究趋势[７].经软件运算,得到２５个突现词.

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研究热点围绕耳穴疗法的技术研究

展开,以耳针麻醉、耳穴注射、耳压治疗、耳穴埋针为

代表,多用于胆石症和麦粒肿治疗;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
肥胖症、痤疮等成为热点主题;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医

护理、穴位按摩、生活质量、睡眠质量、穴位贴敷等研

究热度较高,发展方向是中医护理和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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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耳穴疗法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３　讨论

３．１　耳穴疗法稳步发展符合社会需求,受益于政策

环境　伴随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的健康诉求也不断升级,“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
后防复”的康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耳穴疗法具有

简便、安全、有效等特点,在养生保健与慢病防治中

具备独特优势,符合社会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
我国耳穴疗法相关文献在２０１４年后出现大幅度上

升,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如,２０１３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关于加强中医护理工作的

建议»;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全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８],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药事

业,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建设;２０１９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９]

指出,彰显中医非药物治疗优势,用３年左右时间筛

选１００项中医适宜技术.近５年内,该领域发文量

超过８００篇/年,预测未来仍是研究热点.

３．２　耳穴疗法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３．２．１　耳穴疗法技术研究聚焦于耳针、耳穴贴压、耳

尖放血等　结合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耳穴贴压、
耳针疗法及耳尖放血是技术研究的热点.耳穴贴压

操作简便,使用频率最高,涉及１６个系统病症和

１３０个病种[１０].(１)耳穴贴压.近５年来,耳穴贴压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围术期护理中,包括术后镇痛、缓
解负性情绪、促进胃肠功能恢复等,以及高血压和脑

卒中后康复护理.(２)耳针.耳针是微针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临床疗效显著,在内、外、妇、儿、皮肤和

五官科中有效率均超过８０％[１１].耳针的针刺方式

包括直刺、平刺、斜刺及沿皮透刺,以直刺和沿皮透

刺最为常用[１１].然而,目前对针刺范围、深度、角度

与针效关系的讨论尚少,有待深入研究.(３)耳尖放

血.耳尖放血与刺络放血同出一理.耳尖穴是耳穴

放血疗法常用穴,具有退烧、镇痛、消炎等多种功

效[１２],其抗过敏和抗炎作用尤为突出,多用于治疗

眼部疾病.有学者[１３]探讨放血量与疗效的关系,结
果显示,耳尖放血１００ul对麦粒肿疼痛的治疗效果

优于耳尖放血５０ul,但相关研究较少,未来仍需验

证.总体而言,耳穴疗法操作简单、适应证广,是安

全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

３．２．２　耳穴疗法应用研究聚焦于失眠、便秘及慢病

管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失眠、便秘、高血压、糖尿病

等是耳穴疗法重点治疗的病症.(１)失眠.失眠是

耳穴疗法的优势病种.孟方等[１４]发现,耳揿针联合

耳尖放血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

长;脑区影像显示,经皮耳穴电针可增加认知控制脑

区和默认模式脑区的神经连接,减少精力消耗,改善

日间思睡[１５].(２)便秘.刘凤选等[１６]研究显示,耳
部全息铜砭刮痧可改善患者大便不成形情况,增加

排便次数.(３)高血压.有研究[１７]证实,耳穴贴压

具有调节血压的功效,不仅可以直接调节血压,而且

可以通过调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间接调节血压,
同时也还可以防治高血压相关并发症[１８].(４)糖尿

病.有研究[１９]显示,经皮刺激耳迷走神经可以降低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浓度,即刻降糖效应显著.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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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药相比,耳穴疗法在降低空腹胰岛素、瘦素、胰岛

素抵抗指数方面表现更佳,且具有降低体质量指数

的特有优势[２０].

３．３　耳穴疗法的研究重点出现转移,联合疗法引发

关注　从关键词突现图谱可见,在耳穴疗法研究早

期,耳针疗法是研究重点;但伴随研究深入开展,耳
穴疗法的应用研究不断丰富,研究热点也呈现出从

耳针疗法向耳穴贴压等技术转变.２０世纪末,耳穴

贴压治疗胆石症引起热潮,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加.
此外,联合干预引起关注,如穴位按摩、穴位贴敷的

突现时间持续至今,是常用的组合疗法.目前,有研

究报道两种疗法联合干预可能产生疗效叠加效应.
如,车志翎等[２１]发现,耳穴贴压联合穴位按摩在改

善哮喘患者肺功能、哮喘控制情况及提高生活质量

等方面的疗效优于常规护理组;另有研究[２２]显示,
耳穴贴压联合穴位敷贴可以显著缓解经内镜逆行性

胰胆管造影术后患者便秘症状,效果优于单纯穴位

敷贴.中医外治疗法联合应用的治疗策略提示中医

综合干预在临床治疗,尤其是慢性病症状管理中具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研究中对照组多设置为常规

护理或药物治疗,无法明确联合疗法的疗效,故今后

需充分考虑综合干预的研究特点,完善方法学设计,
从而获得合理可靠的临床研究证据.

３．４　耳穴疗法研究有待深入　本研究梳理了耳穴

疗法的研究概况,发现耳穴疗法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１)文献的质量不高,在临床研究中,未来需完善试

验设计,合理设置对照组,遵守随机化方案,提高证

据质量;同时,结合基础研究探索耳穴疗法在具体疾

病中的疗效,为开展证据总结,制定技术规范提供依

据;(２)耳穴疗法已发展出多种刺激方式,但各项技

术研究并不均衡,如耳穴按摩、耳部刮痧、耳穴贴膏

等属于非热点主题,具备研究潜力;(３)耳穴疗法是

集养生保健、防病治病、辅助诊断于一体的综合诊疗

方法,目前研究更多关注治疗作用,而辅助诊断的功

能尚未充分体现,如耳穴视诊、电阻探测和耳穴染

色等.

４　小结

本文对耳穴疗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

分析,近６５年来,该领域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为推动

耳穴疗法的长足发展,需要加强临床应用与机制研

究,增加治疗方案规范化研究,丰富耳穴疗法的研究

方向.本研究的不足:(１)仅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
且语言限定中文,没有纳入国外研究,结果呈现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２)本研究仅对耳穴疗法相关文献进

行整体描述,没有深入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

行完善.

【参考文献】

[１]HOUPW,HSU HC,LINY W,etal．Thehistory,mechanism,

andclinicalapplicationofauriculartherapyin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J/OL]．[２０２２Ｇ０４Ｇ０１]．https://www．hindawi．com/

journals/ecam/２０１５/４９５６８４/．DOI:１０．１１５５/２０１５/４９５６８４．
[２]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EB/OL]．[２０２２Ｇ０３Ｇ２８]．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１６Ｇ１０/

２５/content_５１２４１７４．htm．
[３]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３３(２):２４２Ｇ２５３．
[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护理人员中医技术使用手册»的

通知 [EB/OL]．[２０２２Ｇ０３Ｇ２８]．http://www．natcm．gov．cn/

yizhengsi/gongzuodongtai/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２４/２６９１．html
[５] 叶 贝,董 雁．国 内 外 非 正 式 学 习 研 究 回 顾 与 启 示———基 于

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成人教育,２０２２,４２(６):１Ｇ７．
[６]曾庆威,王菲菲,罗梦娜,等．脑卒中照顾者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及

可视化分析[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６):６４Ｇ６７．
[７]李佳镁,郭瑜洁,陈思琪,等．基于 CiteSpace的癌症职业康复研

究热点分析[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６):６０Ｇ６３．
[８]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全国护理事业发展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EB/OL]．[２０２２Ｇ０３Ｇ２８]．http://

www．nhc．gov．cn/cmsＧ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

id＝９２b２e８f８cc６４４a８９９e９d０fd５７２aefef３．
[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N/OL]．[２０２２Ｇ０３Ｇ２８]．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２０１９Ｇ１０/２６/c_１１２５１５６３６８．htm．
[１０]杨延婷,黄琴峰,贾一凡,等．耳穴贴压法临床应用现状与分析

[J]．针灸推拿医学,２０１６,１４(２):１４１Ｇ１４８．
[１１]鲍娜,王琼,孙彦辉,等．基于数据挖掘的耳穴疗法临床应用规律

[J]．针刺研究,２０１７,４２(１):９０Ｇ９４．
[１２]叶明柱,胡追成．耳尖穴在耳穴疗法中的融入与发展[J]．上海针

灸杂志,２０２１,４０(６):７７７Ｇ７８０．
[１３]乔红伟,高晨明,刘增业,等．耳尖不同放血量对初期麦粒肿患者

疼痛的影响:随机对照研究[J]．中国针灸,２０２０,４０(８):８４５Ｇ８４８．
[１４]孟方,龚卫娟,廖月霞,等．耳揿针联合耳尖放血对围绝经期失眠患者睡

眠质量、神经内分泌水平的影响[J]．中国针灸,２０１８,３８(６):５７５Ｇ５７９．
[１５]何家恺,王处渊,方继良,等．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经皮耳穴

电针对原发性失眠思睡症状的脑效应机制[J]．中华中医药杂

志,２０２１,３６(８):４６３７Ｇ４６４１．
[１６]刘凤选,梅御寒,刘芝修．耳部全息铜砭刮痧方法的临床应用[J]．

中国护理管理,２０１９,１９(１０):１４４５Ｇ１４４８．
[１７]史亚楠,官慧敏,孙秋华．耳穴贴压辅助治疗高血压临床疗效的

Meta分析[J]．护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８):２２２９Ｇ２２３２．
[１８]吴家民,吴锦镇,罗超,等．耳穴贴压治疗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研

究进展[J]．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１８,３４(１１):８７Ｇ９０．
[１９]张悦,李少源,王俊英,等．经皮耳穴Ｇ迷走神经刺激对糖耐量受损模型大

鼠血糖及胰岛素受体表达的影响[J]．针刺研究,２０２０,４５(１１):８８２Ｇ８８７,９１９．
[２０]王文炎,梁凤霞,宋爱群,等．针灸防治糖尿病前期的临床研究思

路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１１):５０１２Ｇ５０１５．
[２１]车志翎．耳穴贴压联合穴位按摩在哮病缓解期病人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３(２０):３６０８Ｇ３６１０．
[２２]黄小燕,蔡岚,屈花珍,等．穴位贴敷联合耳穴埋籽在经内镜逆行性胰胆

管造影术后患者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５７(５):５８８Ｇ５９３．
(本文编辑:郁晓路)

６５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３年６月,４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