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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概念分析在护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进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Webof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通过 CiteSpace６．２．R２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

中文文献４４０篇,英文文献５２１６篇,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国内发文较国际仍有较大差距;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健康教

育、护理实践方面;癌症相关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是重点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论　
与国际护理领域概念分析相比,国内研究尚属于探索阶段,目前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可借助国际研究热点及前沿扩充研究思

路,加大对该领域的关注,促进护理学科基础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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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是反应事物本质与特征的思维形式.借助

这种形式人们认识客观现实中各种事物现象一般

的、本质的特征[１].概念分析则是运用逻辑分析方

法澄清概念或观念的意义的活动,只有当我们理解

了一个词的意义,才能运用它来勾勒明确的问题,并
因而找到正确的答案[２].在护理学科中,概念的发

展是进行基础研究的重要前提.概念分析是护理科

学中发现有用或可用知识的重要一步,因其推进了

现象的分类或特征,并允许对概念进行评估[３].目

前护理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分析法有 Walker 和

Avant经典概念分析法[４]、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

法[５]和 Koort语义概念分析法[６].护理相关概念分

析在国际上已得到迅猛发展,我国虽有尝试,但尚无

系统的理论文献作为指导.为了解目前概念分析法

在护理领域的应用现状,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软

件,对国内外概念分析护理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探讨相关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开展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

２８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４年１月,４１(１)



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和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

据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中文

检索词为“概念分析”“概念澄清”“概念内涵”“护
理”,知网检索字段限定为“篇关摘”,万方、维普限定

为“题名或关键词”,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限

定为“常用字段”,共获得６５４篇中文文献.英文检

索主题词为“ConceptClarification”“ConceptConＧ
notation”“Conceptanalysis”“Nursing”,共获得英

文文献５２１６篇.文章类型为与概念分析相关的一

次文献或综述,排除重复文献、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

以及会议论文集等.

１．２　 数 据 分 析 　 将 检 索 到 的 文 献 数 据 导 入

CiteSpace(版本:６．２．R２)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时间跨度设置为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时间

切片设置为１年.节点类型为“Keyword”“Cited
Reference”,选择标准为“Top２５”,连线强度为“CoＧ
sine”,剪裁方法为“MST”,绘制可视化图谱并解读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检索结果与时间分布　共获得文献５８７０篇,
经过去重、筛选后最终纳入文献５６５６篇,其中中文

文献４４０篇,英文文献５２１６篇.国外第１篇概念分

析相关文献发表于１９７１年,其后发文量总体逐年上

升,并于２０２２年出现高峰.我国第１篇相关文献发

表于１９９４年,近年来发文量相对较少,尚未出现明

显拐点.由于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故未

能体现出２０２３年整年的发展态势,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１－２０２３年护理领域概念分析文献发文量分布图

２．２　基于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分析

２．２．１　高频关键词共现　通过高频关键词分析,可
了解该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主题,探索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文献剔除检索策略中包含的关键词,
其余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出:英文共有４８６个节点、

７０５条连线;中文共有４４０个节点、７９８条连线.综

合中英文高频关键词分析结果,概念分析在护理领

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护理教育、护理实践、癌症

等方面,见表１.

表１　国内外护理领域概念分析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国际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国内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experiences(经验) ２６６ ０．０７ 护理教育 ２２ ０．３９
２ education(教育) ２５６ ０．１５ 癌症 １６ ０．１１
３ perceptions(感知) ２４９ ０．０５ 循证护理 １２ ０．２９
４ qualityoflife(生活质量) ２２４ ０．１２ 护理管理 １１ ０．０５
５ management(管理) １８４ ０．０７ 护理学 ８ ０．１１
６ palliativecare(姑息治疗) １６３ ０．０９ 老龄化 ７ ０．１２
７ attitudes(态度) １５４ ０．１４ 护生 ７ ０．３３
８ decisionmaking(决策) １１３ ０．１０ 人文关怀 ７ ０．０１
９ jobsatisfaction(工作满意度) １１０ ０．１１ 质性研究 ７ ０．０２
１０ woman(女性) １１０ ０．０６ 临床能力 ７ ０．０９

２．２．２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可以反映某一时段

关键词引用量较大的变化情况,可进一步探析研究

领域的前沿动态.对高频关键词突现度分析,可发

现国内外突现强度最高的分别为癌症和 Nursing
practice(护理实践),表２显示了文献中词频变化最

高的前１５个关键词.

２．２．３　关键词聚类　采用 LLR算法对国内外护理

领域概念分析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见表３.
可视化分析显示,国内外文献关键词聚类排名除去

检索词前３的分别是“护理教育”“应用”“老龄化”和
“healthprofessional(卫生专业人员)”“traumaＧinＧ
fromedcare(创伤护理)”“psychometricevaluation
(心理测评)”.

３　讨论

３．１　国内外护理概念分析存在较大差距　本研究

发现,国际护理领域概念分析研究年度发文量呈逐

年稳步增长态势,而对比国内相关研究仍起步较晚,
整体发文量进展非常缓慢.２０１１年以后,年发文量

增长速度略有加快,这可能是由于在２０１１年３月,
护理学被国务院学位办新修订学科目录,获批列入

一级学科[７],促使我们思考护理学科升级后的配套

建设问题.进行学科建设,首先需要深刻理解该学

科的基础概念及其内涵,把握护理学科的属性特点.
尤其护理学科兼具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

的特点[８],其概念内涵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根据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９],由普莱斯逻辑

增长曲线规律,护理学科的理论仍不成熟,目前仍属

于理论探索阶段.不难看出,目前国内护理领域发

文与国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因此,护理研究

者仍需进一步提高对该领域概念的分析,以澄清不

清晰的概念,这将有利于护理学科的建设及后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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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管理者在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下,应呼吁政

府加大护理领域相关概念分析的资金资助,提高对

该领域的关注,促进相关概念的发展和完善.

表２　排名前１５位的国内外护理领域概念分析研究突现词对比

国　　　际

突现词 强度 起止时间

国　　　内

突现词 强度 起止时间

cancerpatients(癌症患者) ５．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护理教育 ２．６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decisionmaking(决策) ５．５５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管理 ２．０９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breastcancer(乳腺癌) ６．３９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课程设置 ２．４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alzheimersdisease(阿尔茨海默症) ５．７６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学科 ２．３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family(家庭) ６．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临床能力 ２．４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life(生活) ８．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循证护理 ２．６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publichealthnursing(公共卫生护理) ６．３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心理弹性 ２．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care(照护) ５．７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领导力 ２．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nursingpractice(护理实践) ９．３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护理缺失 ２．２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adolescents(青少年) ６．７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影响因素 ２．０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nursingtheory(护理理论) ５．６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人文关怀 ２．９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healtheducation(健康教育) ６．５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症状管理 ２．２８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staff(工作人员) ５．６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癌症 ３．５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management(管理) ６．２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生活质量 ２．６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focusgroup(焦点小组) ６．６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慢性病 ２．０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表３　国内外护理领域概念分析研究关键词聚类列表

聚类
国　　　际

聚类标签 文献量 轮廓值

国　　　内

聚类标签 文献量 轮廓值

＃０ Healthprofessional(卫生专业人员) ４４ ０．９１７ 概念分析 ４５ ０．９９６
＃１ TraumaＧinfromedcare(创伤护理) ３８ ０．８９７ 护理 ４２ ０．９６９
＃２ Psychometricevaluation(心理测评) ３８ ０．９３７ 概念 ３６ ０．９８５
＃３ Symptomcluster(症状群) ３４ ０．９３２ 护理教育 ３４ ０．９２６
＃４ Cognitivedysfunction(认知功能障碍) ２９ ０．９６８ 应用 ３０ ０．９００
＃５ Mothersperception(母亲的观念) ２７ ０．９０９ 老龄化 ２１ １．０００
＃６ Conceptanalysis(概念分析) ２７ ０．８８６ 健康促进 １９ ０．９９５
＃７ Criticalcare(重症监护) ２５ ０．９０９ 癌症 １７ ０．９７６
＃８ Plannedbehavior(有计划的行为) ２５ ０．９５８ 临床能力 １６ ０．９８９
＃９ Preservingprofessionalidentitiesbehavior(维护专业身份的行为) ２４ ０．７８０ 护士 １５ ０．９７６
＃１０ StudentＧcenteresreflection(以学生为中心的反思) ２４ ０．９８１ 生活质量 １５ ０．９５５
＃１１ Healtheducation(健康教育) ２４ ０．９０９ 护理工作 １２ ０．９９４

３．２　促进健康教育,关注护理临床实践是目前研究

的热点话题　“护理教育”“临床实践”“临床能力”为
目前研究的热门话题.护理学科的概念一般是比较

抽象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但又容易混淆、模糊

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共同特征是与学科的实践或研

究相关,在某情境(即某一特定学科、文化群体或某

一特定理论)可能出现概念混乱、概念内涵模糊、概
念误用甚至虚假概念等问题[１０].例如,有学者[１１]认

为临床实践能力与临床能力不同,临床能力属于金

字塔的认知水平,它是一种感知能力,指的是护理人

员自我感觉到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尽管护理人员可

能知道在临床工作中应该如何去做才是正确的,但
并不意味着在真实情境中会那样做.而临床实践能

力概念被界定为:在真实护理环境下,护理人员解决

临床具体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内部动力、知识、技能的

总和,它以个人实践动机为动力、一定理论知识和技

能为基础,在临床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并用于解决实

际问题.另外,宋艳丽等[１２]运用 Walker&Avant概

念分析法尝试从护生的角度,探讨在临床护理实践

中护生与患者沟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并强调治疗

性沟通的概念.综上所述,了解护理领域相关实践

概念内涵,是目前概念分析领域的发展方向,且教师

指导对护生培养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水平,具有临

床现实意义.

３．３　癌症相关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是重点研究方

向　由国内关键词聚类＃５和聚类＃７提示,老龄化

以及癌症已成为目前关注的重点.老龄化涉及的概

念有“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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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态度”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口不仅规

模巨大,而且老龄化呈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２００８
年,中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为１５９８９万人,占人口总

数１２％,相当于整个欧洲老年人口的总和[１３],人口

老龄化问题在我国尤为显著[１４].因此,在人口老龄

化的今天,护理人员如果能从多维视角理解成功老

龄,可以为老年人提升健康及维持最佳身心状态提

供更好的服务.另外,癌症主题相关概念有“癌症相

关经济毒性”“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癌症自我表露”
“癌因性疲乏”“癌症患者希望”等.截至２０１３年,我
国癌症新发病例增加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癌症

负担不断加剧[１５],以癌症等为代表的慢性病已经成

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首要因素.因此,研究者对

于护理领域癌症相关模糊概念的分析与澄清,能够

明确其概念内涵,为后续开展临床决策提供价值.

３．４　关注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将是未来的发展

趋势　由突现词“心理弹性”及聚类＃１０“生活质量”
提示,现今对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已成为热

点和趋势.心理弹性是近年来国际心理学的热点研

究领域,它是指个体调节压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

变能力,从发展角度看是个体极端逆境经验的总结

和对日常压力的监管[１６].心理弹性作为人在逆境中

激发和成长的最佳功能状态,其对应激的积极影响

将使研究者拓展关注患者心理和精神中积极面的发

挥.明确心理弹性的概念内涵,为临床上有效激发

患者心理潜能、恢复和提升其身心机能提供有益指

导[１６].目前,国内概念分析在护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科学完善

的护理体系,国内学者有必要深化理论研究,进一步

探索概念分析护理的多元化研究方向.结合我国国

情,针对不同患者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护理策略,从而

探索出更加符合患者偏好与价值观的照护服务,进
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４　小结

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以独特

的知识体系作为实践的基础和指导,这些知识体系

包括概念、模式和理论.本研究分析了１９７１－２０２３
年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

统和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关于护理领域概

念分析的相关文献后发现,概念分析应用于我国护

理领域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且与国际发文存在较大

差距.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护理实践、健康教育、

患者及照顾者心理以及癌症等方面,但国内由于研

究广度及深度不够,未能在该领域形成较强的学术

影响力.研究者们应加大对护理领域相关模糊概念

的分析与澄清,开展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此外,政府

相关部门应重视该领域的发展,加大资金资助占比,
为护理学科基础概念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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