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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为促进护理管理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以中国知网、

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１９９９－２０２３年我国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相关的文献,运用 Logistic曲线模型划分

研究生长规律的不同阶段,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文献数量呈现先缓慢上升,继而下降的趋势.研究

机构以医院为主,合作网络尚未建立.研究划分为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萌芽期)和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发展期).萌芽期研究聚焦护理

管理的基础理论与实践层;发展期研究注重护理管理实践向纵深推进;未来研究重点在满意度、生活质量、健康体检等健康管

理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更聚焦弱势群体.结论　未来亟需打造院校合作科研平台,研究重心聚焦护理管理实践应用领域的重

点方向,加快推动新创理论研究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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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强调要强化管理创

新,并明确了提升护理管理水平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作用[１Ｇ２].目前,我国学者从多维视角深耕

护理事业发展,运用激励理论、公平理论等现代管理

理念[３Ｇ４]以及持续质量改进、目标管理等科学管理工

具和方法[５Ｇ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多聚

焦于某一领域[５]或某时段静态特征分析[７],缺乏整体

性和系统性梳理及动态量化分析.为此,本文回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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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

向,并针对性提出促进护理管理创新发展的建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选取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

为数据来源进行主题检索,中国知网检索式为:主题＝
(“护理管理”)AND主题＝(“理论”OR“理念”)AND主

题＝(“实践”OR“应用”OR“创新”),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共检索出２０４９条题录数据.

１．２　数据预处理　将题录数据以全记录方式导入

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去重,限定文献类型为

论著,排除综述、会议论文、新闻、调研报告、书籍等

文献类型,通过人工阅读文章题目、摘要以及全文,
剔除无作者、无关键词及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最终

获取８４１篇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目标文

献.文献检索和分析的过程执行交叉互检程序,比
对结果,确保准确无误.

１．３　研究方法　采用Excel２０１６对经过预处理的样

本文献的发表时间、作者机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
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机构合作网络.Logistic曲

线模型是以研究文献增长规律为基础,针对研究的整

个发展历程进行客观阶段划分的一种模型[８].本文

基于各年份标准化的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领域发文量频次累积值,使用Logistic曲线模型拟合

研究的增长曲线,依据曲线高度达到峰值k的０％~
１０％、１１％~９０％和９０％以上,依次确定研究领域萌

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９].根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聚类分析、突现分析和时区图谱分析,识别不同时期

的研究热点,剖析其演化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相

关参数设定:时区跨度为１９９９－２０２３年,时间切片

为１年,演算时域值(前N％)为５０,节点类型选择机

构、关键词,剪裁方式选择“pathfinder”和“pruning
themergednetwork”,从整体角度对网络进行裁剪,
用节点大小和节点间连线反映各节点的重要程度,
采取网络密度反映合作或共现关系的强弱.采用

CiteSpace模块值(ModularityQ)和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衡量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以Q＞０．３为

聚类结构显著的标准,以Silhouette＞０．５为聚类合理和

Silhouette＞０．７为聚类良好的评判标准[１０].

２　结果

２．１　发文量总体趋势　１９９９－２０２３年我国护理管

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文献研究数量先呈缓慢上升,
继而下降的趋势.其上升期为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年均

发文量２７．４篇,于２０１８年达峰值(年发文７６篇)后
略有下降,但年均发文(６９．６篇/年)总体高于峰值前

期水平.

２．２　研究机构力量分布与合作网络　共生成２６０个

节点,其节点以医院为主体(２００个节点,占７６．９％),提
取发文３篇及以上的机构标注名字,共有１０个研究机

构满足阈值.排名前３位的研究机构为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和协

和医院.节点之间共产生２０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０．０００６,提示机构之间合作水平较低.

２．３　护理管理文献的时区划分　Logistic曲线显示,

k最大峰值为１２０６篇,增长高峰位点(５０％)为２０２０年,
峰值１０％的点位于２０１０年,推测９０％点位于２０２９年.
该模型拟合参数R２ 为０．９８５,说明拟合效果理想.基

于此,将我国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划分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萌芽期)和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发展期).

２．４　关键词分析

２．４．１　关键词共现分析　萌芽期共现图谱显示:n＝
１３９,E＝２４０,D＝０．０２５,考虑萌芽期发文量有限,取共现

次数≥３次,有１７个关键词满足阈值.该阶段受到领

域学者青睐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分别为激励理论、权变理

论、强化理论和护理管理、护理、应用.发展期共现图谱

显示:n＝２５３,E＝３８８,D＝０．０１２,取共现次数≥１０次,
有１６个关键词满足阈值.该阶段护理管理、护理、
应用领域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护理质量、柔性管理

以及相关科室的实践领域受到广泛关注,见表１.

表１　我国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

实践研究共现频数排名前１０位的关键词

排名
萌芽期

关键词 频数(n) 中心性

发展期

关键词 频数(n) 中心性

１ 护理管理 ７８ １．１５ 护理管理 ２８６ ０．５３
２ 护理 １１ ０．６０ 应用 １３４ ０．６５
３ 应用 １０ ０．１９ 护理 ５７ ０．６０
４ 激励理论 ９ ０．２６ 护理质量 ４６ ０．４０
５ 权变理论 ６ ０．４２ 柔性管理 ３４ ０．１３
６ 护士 ６ ０．３１ 心内科 ２７ ０．１１
７ 激励 ５ ０．１２ 满意度 ２６ ０．３２
８ 强化理论 ５ ０．０７ 安全管理 ２３ ０．１２
９ 护士长 ４ ０．２４ 优化 ２０ ０．０１
１０ 危机管理 ４ ０．５７ 急诊 ２０ ０．０３

２．４．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揭示了领

域内的研究重心,利用对数似然算法(LogＧlikelihood
ratio,LLR)对样本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设
置共现次数≥１０次,萌芽期５个聚类满足阈值,发
展期１３个聚类满足阈值(见表２).其中,萌芽期和

发展期Q 值分别为０．７９６和０．８５７,大于０．３,说明聚

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值分别为０．９７６和０．９５９,大
于０．７,提示聚类结果可信度高.进一步分析与主题

相关的 关 键 词 聚 类 信 息,所 有 聚 类 的 Silhouette
值＞０．７,说明每个聚类的节点同质性高,能集中准

确地反映每一类研究的核心主题,具有较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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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我国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共现关键词聚类结果

序号 聚类标签 Silhouette 聚类结果

萌芽期

　＃０ 护理管理 １．０００ 护理管理、应用、护理、健康教育、人性照护理论

　＃１ 护理 ０．９７９ 护理、管理、危机管理、护理管理、预防、

　＃２ 权变理论 ０．９９８ 权变理论、护士、护理服务、领导风格、培训管理

　＃３ 应用 ０．８０４ 应用、小儿、质量管理、激励理论、人性化、

　＃４ 强化理论 ０．９８１ 强化理论、正强化、医院/军队、制度、公平理论

发展期

　＃０ 护理管理 １．０００ 护理管理、护理、护理质量、临床应用、权变理论

　＃１ 应用 ０．９６２ 应用、人力资源管理、感染科、护理质量管理、临床

　＃２ 护理 ０．９６９ 护理、顺产、初产妇、信任建立、产后尿潴留、

　＃３ 安全管理 ０．９５１ 安全管理、分娩、效果、产妇、手术室、

　＃４ 护理质量 ０．９２２ 护理质量、理论知识、人力资源、操作技能、医院

　＃５ 护理干预 ０．９００ 护理干预、护理管理、时机理论、依从性、儿童

　＃６ 并发症 ０．９３６ 并发症、细节思维、心内科、不良事件、心理状态

　＃７ 乳腺癌 ０．９７８ 乳腺癌、健康管理、综述、自我管理、姑息性护理

　＃８ 护士 ０．９４８ 护士、自我决定理论、情境领导、患儿家属、人力资源管理

　＃９ 柔性管理 ０．９１８ 柔性管理、优化、急诊、护理带教、保健因素

　＃１０ 人性化 ０．９７８ 人性化、护理理论、基层医院、管理、优质护理

　＃１１ 不良反应 ０．９３４ 不良反应、目标管理、路径式管理、实践分析、理论探讨

　＃１２ 危机管理 ０．９２７ 危机管理、门诊、护理安全、呼吸内科、护理教学

　　由表２可知,萌芽期研究聚焦护理管理的基础

理论与实践层.其中,聚类０“护理管理”、聚类１“护
理”和聚类３“应用”属于普适性管理实践研究;聚类

４“强化理论”和聚类２“权变理论”归为基础理论研

究.发展期研究注重护理管理实践向纵深推进.聚

类０“护理管理”、聚类１“应用”和聚类２“护理”延续

萌芽期实践研究主题;聚类３“安全管理”、聚类４“护
理质量”、聚类１１“不良反应”和聚类１２“危机管理”
为质量与安全管理范畴;聚类５“护理干预”、聚类６
“并发症”和聚类７“乳腺癌”归为临床服务范畴;聚
类８“护士”、聚类９“柔性护理”和聚类１０“人性化”为
人性化管理范畴.

２．４．３　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运用时区图谱以清晰

展示关键词演化,因节点众多,剔除检索词节点并保

留共现次数≥３次的节点,萌芽期研究在实践应用

层面形成较大节点,研究高度集中于护理质量、满意

度、安全管理等方面,在理论探究层面出现管理理

论、激励理论、权变理论等节点,其中激励理论研究

相对集中;发展期研究集中于实践应用层面,研究内

容不断扩大,研究热点集中于柔性管理、心内科、手
术室,其余节点小而密集,多数与萌芽期较大理论与

实践节点存在关联,呈现多样化态势.２０１８年以后

健康管理、自我管理、生活质量、初产妇等研究成为

研究者重点关注内容.

２．４．４　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突变强度位列前２０的

主题中,探测始于萌芽期突变词７个,其中,“激励”
“管理”“激励理论”“人性化”和“护理理论”持续至发

展期,“激励理论”突变强度最强(４．４８),“人性化”突变

时间在发展期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期突变词共计

１３个,其中“柔性管理”突变强度居首(８．５)、突变时间

持续５年.“护理干预”“满意度”“生活质量”“健康体

检”和“自我管理”突变时间持续至２０２３年,见图１.

图１　我国护理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前２０个关键词时间突现图

３　讨论

３．１　研究处于持续上升态势,但缺少院校合作创新

团队攻关和引领　本研究发现我国护理管理理论与

实践研究历经快速发展的高峰时段(２０２０年),将于

２０２９年步入成熟稳定期,说明研究将迎来新一轮的

发展高峰,迫切需要学者和实践者协同为其创新发

展蓄积力量.然而,研究机构以医院为主导,仅少数

高校、科研机构涉猎,尚未出现少数且集中的研究机

构聚焦某一主题进行深耕,亦未形成稳固的合作网

络,推动研究的系统化、规模化、群体化[１１].基于理论

与实践知识的多源性和动态性,当务之急是打造“政
医学研”合作平台,为医院、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合作网

络形成和稳固创造条件.同时,重点打造护理管理

热点研究领域的领军团队和核心机构,为知识的有

效聚合,产出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创造机会.

３．２　萌芽期研究聚焦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领域,注

重协同发展　聚类分析发现,研究萌芽期形成基础

理论研究和普适性管理实践研究两大板块.前者关

注多源理论的引入,初步形成以强化理论和权变理

论为主题的研究集群,通过制度体系建设[４]和领

导[１１]、培训[１２]等管理方式研究,开展直面实践的理

论探索.后者侧重于从护理管理、护理及应用等综

合视角推动护理管理的整体发展,研究进一步引入

激励理论[１３]以揭示实践领域的客观规律.究其原

因,萌芽期护理管理创新范式发展既需要吸取多源

异构的知识以碰撞和重组,又需要从全局视角开展

实践探索以积累经验,为管理模式的日益成熟和发

展开辟路径[１４].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互动与共进,有
效推动了护理管理领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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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发展期注重实践应用研究的纵深发展,理论研

究关注不足　本研究发现,发展期实践研究在保持

萌芽期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质量安全观、临床服

务和人性化管理主题深入和细化.质量安全观从医

院[１５]、科室[１６]等多层面诠释安全管理、护理质量和

危机管理等主题;临床服务是从过程管理[１７]、结果

管理[１８]多维度揭示护理干预、并发症和疾病主题;
人性化管理是从护士[１９]、患者[２０]等多主体展示护

士、柔性护理和人性化主题.发展期需深耕普适性

管理实践研究,为细分研究领域发挥基础性、开拓性

或启发性作用,还需拓宽特定环境领域管理活动,以
把握护理管理差异化特征.此期对差异化知识结构

需求降低,但需高关联理论知识推进实践应用领域

的再突破和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未形成理论

研究集群.因此,建议研究团队应注重成熟理论融

合和理论知识迭代更新,以助力实践领域瓶颈问题

的突破和管理技术的创新发展.

３．４　未来研究将持续关注实践探索,直面实践的理

论研究须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时区图谱和突变图

共同展示护理管理创新由基础理论指导下普适性实

践研究向深层广域的实践应用领域转变的发展脉络.
满意度、健康体检等研究持续涌现,延续护理、康复护

理等新热点话题初步形成,护理管理对象逐渐聚焦儿

童、产妇等群体.结合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革的国家

战略[２],预计未来研究进一步向弱势群体倾斜,其创

新愈加向全程、主动的健康管理领域发展.本研究未

捕捉到未来理论研究轨迹,但理论发展脉络中突变词

“激励理论”最具影响力,双因素理论中“保健因素”得
以发展.结合我国护理人才队伍建设目标[２]以及实

践领域被重点关注的突变词,未来可融合与激励理

论、柔性管理理论高相关知识,加快互补融合方法论

的形成.此外,２０２４年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 “护理的

经济效力”,为经济管理学理论助力破解护理资金不

足等问题指明了方向.为此,契合时代需求本土化的

护理管理理论研究将是后续发展的推动力,建议学术

界应沿着成熟理论融合研究和多学科拓展理论研究

路径,加快推动护理管理新创理论研究的生成.

４　小结

我国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
研究主题经历了由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并进向多元实

践应用研究纵深推进的演化历程.本研究深入捕捉实

践应用领域的发力重点,揭示出未来理论研究短板问

题,为后续研究深化与拓展提供指引.本研究局限性在

于研究仅提取发表时间、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元数据,未
纳入摘要等,可能影响结果的全面性.后续研究应强化

量性研究与质性分析共同作用,以系统展示研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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