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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随着国家对中医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医技术在高血压病的治疗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法，以2003~2024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高血压中医护理”相关文献为分析对象，

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开展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知识图谱分析，分析发文情况、研究机构的分布态

势，绘制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及时间线图，结合突现情况，分析领域研究热点、前沿趋势。结果：2003~2024
年间我国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主题十分丰富，特别是对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生活质量等研究非常

深入。2003~2017年发文量稳步增长，到2015~2017年保持极高的研究热度。结论：我国高血压中医护

理研究已形成学术交流群，但核心作者群较少，缺乏跨机构合作。临床效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中医技

术重视力度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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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Given the growing empha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researchers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chniques for hypertension treatment. Methods: This article employs bibliometric analysis, specif-
ically targeting the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hypertension” from the 
CNKI database spanning 2003 to 2024. Leveraging the CiteSpace software, we analyze research trends 
and generate knowledge maps in this domain. Our study examines the publication patterns, distri-
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creates co-occurrence and timeline maps of keywords, and identi-
fies research hotspot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conjunction with emerging situations. Results: From 
2003 to 2024, China’s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hypertension exhibits a 
diverse range of topics, particularly in-depth explorations into nursing techniques, acupoint appli-
c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Publications have steadily increased from 2003 to 2017, maintaining a 
significant research momentum from 2015 to 2017. Conclusion: China’s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hypertension has fostered an academic exchange community, ye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core author groups and a scarcity of cross-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s. There is a 
need to refine the clinical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and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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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体循环动脉压升高和周围小动脉阻力增高，

可造成不同程度的靶器官损害，严重时甚至导致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

高而知晓率低的特点[1]。据 2023 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球高血压患者数量从 1990 年的 6.5 亿增

加至 2019 年的 13 亿[2]，诊断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较低[3]，且控制率只有 21%。但高血压并非不可控，

现有多种技术方法可预防其发生、控制病情进展。如果将高血压控制率提高至 50%可避免大量死亡和心

血管事件[4]，因此，护理人员需提升专科能力，助力高血压控制率的提升。 
中医护理技术，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其独特之处在于通过疏通经脉、调和气血、调整阴阳平衡[5]，

从而达成防病治病的深远目标。这种疗法不仅效果稳定，而且在治疗过程中大多不会引发不良反应，使

得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能够享受到更为安全、舒适的体验。中医护理技术的这些显著优点，使其在

治疗高血压领域中独树一帜，备受推崇。近年来，大量的临床研究也表明，中医护理技术在协助控制血

压，改善症状，减少并发症，降低致死率和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效果[6]，
高血压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常见的慢性病，在此方面的护理专科研究也越来越多，因此，本研究通过

CNKI 数据库里有关高血压中医护理的文献，利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研究热点挖掘，以期为今

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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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检索策略 

为了探明我国关于高血压中医护理的研究状况，本研究采用主题检索，将搜索方式设置为高级检索，

检索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数据库，检索式为(高血压 + 眩晕症)AND 
(中医护理 + 中医护理技术 + 耳穴贴压 + 中药离子导入)，检索数据区间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0 日，涵盖 CNKI 收录的学术期刊。 

2.2. 文献筛选以及资料提取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的过程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完成，并进行交叉核对。在筛选时，首先浏览文题和

摘要，剔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随后深入阅读全文，以决定其是否纳入研究。资料提取主要涵盖研究的

基本信息，如题目、发表年份、研究机构、作者群、来源期刊及关键词等，同时关注研究对象的地域指标

等特性。经全面检索，共获得 659 篇文献。我们排除会议论文、摘要、社论、信函、修订、书籍章节及

新闻等无关资料，并手动筛选出与高血压中医护理紧密相关的内容，最终整理出 539 条文献信息，保存

为 download.txt 文本文件。随后，利用 CiteSpace5.8R3 软件进行去重处理，确保纳入分析的文献准确无

误，共计纳入 539 篇。 

2.3. 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究高血压中医护理领域的研究动态，我们采用 CiteSpace5.8R3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具

体设置如下：在 time slicing 模块中，设定时间跨度涵盖 2003 年至 2024 年，以每两年为一个时间切

片；在 text processing 模块中，选定 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 及 keywords plus 作为词源；节点

类型则依次选择 institution、author 和 keywords。在构建可视化网络时，我们设定对象间的连接强度为

“cosine”，并限定分析范围在“with slices”内。同时，我们设定数据筛选阈值为 Top K = 25，并选

用 pathfinder 寻路径算法以及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和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 进行网络修剪。完

成设置后，我们依次对作者、机构及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为直观展现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及其

演变趋势，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全面揭示高血压中医护理领域的研究

热点与发展脉络。 

3. 结果 

3.1. 护理教育研究发文量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10 日，筛选及去重后获得文献 539 篇，2024 年的发文数量非全年统计数据，但预

计仍呈下降趋势。知网显示关于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最早的文献开始于 1988 年，一直到 2017 年发文量

基本处于增长阶段，之后一年研究文献减少，但到 2019~2020 年一直处于较高的研究热度，随后发文趋

势趋于下降，并且在 2020 年之后年发文量快速下降(图 1)。 

3.2. 发文作者分析 

根据软件分析结果来看(如图 2 所示)，共有 241 位作者从事相关研究，共有 162 条连线，整个图谱非

常分散。通过学者间连线数量可以发现，可以看出高产作者之间连线较多，部分学者间形成了较小规模

的合作网络，发文作者共线知识图谱反映出医院科研管理研究作者间交流已初步形成以丁劲、吴华慧、

王芳等人为中心的群内学术交流群。但总体上未形成较大规模的合作团队，主要以个人或者小规模研究

团队为主、未形成有效的交叉学科团队，关于高血压中医护理的核心研究队伍尚有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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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hypertension 
图 1. 高血压中医护理发文量情况 
 

 
Figure 2. The author’s analysis atlas of the top-end writing volume of hyperten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图 2. 高血压中医护理的发文量靠前的作者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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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机构 

根据可视化结果来说，就研究机构的类别而言，绝大多数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地中医院、医学高

校，在各中医专科医院更方便且更专业实施相关干预，故也是高血压中医护理应用研究的主体，尤其是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发文量最高为 4 篇，说明该研究所在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

其次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3 篇)、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高血压科(3 篇)。 

3.4.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3)显示，关键词节点共 253 个、关键词连线共 138 条，密度为 0.0043。图谱的大

小尺寸代表关键词频次，去除高血压和中医护理主要检索词，核心关键词为耳穴贴压、高血压病、生活

质量、血压、效果、健康教育、眩晕、老年，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符。 
 

 
Figure 3. Hyperten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research keyword co-appearance atlas 
图 3. 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3.5. 关键词聚类分析 

根据图谱显示，筛选出中介中心度排名前 5 的关键词。“中医护理”“耳穴贴压”“高血压”“高血

压病”四个关键词不仅出现频次高，中心度也很高，说明这四个关键词既是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也是

研究热点。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 4)，通过ＬＬＲ算法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形成了 12
个关键词聚类标签，Q 值为 0.5629，聚类的 S 值为 0.8259，说明此次聚类主题集的结果令人信服。除了

“中医护理”之外，“耳穴贴压”出现频次较多，中心度最高，说明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节点。关键词频

次顺序和聚类分析结果见表 1。 
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可以看到高血压、耳穴贴压、中医护理、穴位贴敷、老年为高频关键词，尤其耳

穴贴压对高血压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尤为热点，而潜在的研究为高血压病，生活质量，脑出血等。综

合来看，中医护理技术治疗高血压是其研究重点，而关注老年高血压中医护理模式转变、高血压病人生

活质量、高血压病人的并发症也是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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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Keyword frequency order and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表 1. 关键词频次顺序和聚类分析结果 

名称 频次 中心度 聚类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数 暴发时间与长度 标签词(LLR 算法) 

高血压 237 0.42 #2 效果 38 0 效果、针刺、耳穴压籽、针刺疗法 

中医护理 222 0.59 #1 中医护理 61 0 耳穴压豆、应用效果、穴位按摩、

脑卒中 

耳穴贴压 110 0.54 #0 耳穴贴压 57 0 护理、血压控制、护理干预、中医

证候 

高血压病 44 0.28 #4 高血压病 33 0 睡眠障碍、肝阳上亢、耳穴、失眠 

生活质量 31 0.07 #5 生活质量 13 4.3 (2021~2022 年) 疗效、痰湿体质、影响、刮痧 

血压 25 0.2 #3 血压 26 0 心功能、依从性、冠心病、干预 

健康教育 24 0.08 #3 血压 17 0 临床疗效、自我管理、心理护理、

应用价值 

眩晕 21 0.1 #7 眩晕 13 0 焦虑、睡眠质量、综述、耳穴疗法 

老年 20 0.04 #8 社区 12 0 老年、满意度、干预效果、护理 
效果 

肺部感染 19 0.09 #6 脑出血 11 0 并发症、中风、急诊、保守治疗 

穴位贴敷 14 0.11 #5 生活质量 14 3.23 (2020~2024 年) 中医食疗、子午流注、外敷、阴虚

体质 

 

 
Figure 4. Research keyword cluster atlas in the field of hypertens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图 4. 高血压中医护理领域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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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时间线图谱分析 

将软件界面中网络配置区的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裁剪，呈现出的

时间线图谱如图 5 所示。 
 

 
Table 5. Timeline map of research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hypertens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图 5. 高血压中医护理领域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4. 讨论 

4.1. 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发展状况 

2010 年之后年发文量呈快速上升阶段，这可能与当时高血压病成为我国最常见且危害较大的慢性病

的国情有关，并且为了进一步防治高血压，颁布了《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7]，为广大研究者提供

了更专业的在高血压病的定义、诊断以及治疗，促进了高血压领域的发展。但在指南中推荐意见大多为

西药厂商提供的数据为主，缺乏中西医结合、中医专家参与[8]。故在指南发出后，为了弥补高血压病的

研究空缺，许多中医学者利用独特的中医技术投入到高血压病的防治治疗中。在中医理论中高血压病属

于“眩晕”、“头痛”等范畴，其治疗多从调理脏腑、改善气血循环等方面入手。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的

研究深入，中医治疗方法在高血压病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中医护理因其具有简便效廉的特点，

在防控高血压、减少医疗成本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并且 2010 年也是中医护理发展

迅速的一年，由刘桂瑛，马秋平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医护理学》图书，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医

护理的发展。故 2010 年高血压中医护理相关文献的骤升可能与官方指南、影响力文章、当时国情有关。 
但在 2020 年之后，中国知网有关高血压中医护理相关文献的年发文量持续性减少。这可能与 2019

年 12 月底在武汉爆发的 COVID-19 有关，在疫情持续不减的状态下，更多研究者加入了抗击疫情的研

究。并且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隔离导致许多高血压病人无法线下就医，临床人员作为我国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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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缺少直接接触患者的媒介，无法真实了解病人，在进行干预实验时也无法准确控制可能导致误差

较大。并且在 2020 年 5 月份国际高血压协会[9]所制定的诊断标准中将高血压从原来的 3 级分为 2 级，2
级和 3 级高血压合并，并发布了较为完善的高血压治疗方案，虽在中医药方面尚有欠缺，但在 2020 年

《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10]，首次纳入中医药方案，中医在治疗高血压的地位已经提高。种种

原因下，并且从近四年发文量来看，研究热度还将持续下跌。 

4.2. 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图分析 

4.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根据高产发文量作者的统计来看，发文频次排前 4 位的作者分别为丁劲 5 次、刘威 3 次、吴华慧 3

次、王芳 3 次(表 1)，尚无中心性显著的作者。此外通过表 1 可以更直观地观测到发文数量在前 10 名的

作者。这些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重点的医学类和综合类高校，研究专业大多为中医护理和中医药专业，

可见对中医护理应用的研究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和教育理论的指导。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同，

创新点上也颇不相同，但为推动中医护理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教学创新都做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例如丁

劲的研究主要涉及“利用中医护理技术治疗高血压睡眠障碍”的主题，从 2013 年发布的第一篇有关研究

来看，研究从耳勺按穴等传统中医技术进行干预，并且通过治疗肝阳上亢证的睡眠情况从而间接、安全、

有效的提高该症群的降压效果以及其他高血压病的伴随症状[11]。在丁劲之后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个

人逐渐扩大到小规模研究团队，并且在研究内容上，从传统中医技术的应用提升为专科中医护理技术。

就 2022 年丁劲团队发布在中华护理学杂志的成果来看，在肝阳上亢证的失眠治疗上，已经应用上了揿针

干预、五音干预这类专科中医技术，首次进行了有关穴位揿针联合五音疗法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和失

眠的治疗效果的研究[12]，在肝阳上亢证的治疗上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并且在中医护理技术的研究上，虽

然研究者主要是护理领域和中医领域的专家，但也有很多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刘威作为纳入数据分

析中发文量第二的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内科，在 2014 年就开始利用中医护理技术去干预高血压

病的治疗，也首次完善利用中医技术的研究者，从中医中的情、气、志、食各方面进行干预，并梳理了相

关基本步骤，为后续研究者在利用中医技术进行护理干预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思路[13]。 

4.2.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就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而言，全国各区域均有相关研究，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高血压作为中国常见慢

性病，各地患者都在不断增多，各地机构都在进行创新设计治疗。就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来看，通过机构

共现图谱发现，关于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研究机构组织间仍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未建立起全面的合

作体系。另外就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总量来看，研究样本为 539 篇，但发文量前十名机构总和中仅有 25
篇，表明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主题较为散发、多点，多局限于同一研究机构内部合作，鲜有跨省合作。 

虽然各地发文量都基本上一致，没有出现发文量特别多的机构。但在机构相关图谱中，上海相关机

构合作却十分明显。上海在研究高血压中医护理上出现了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为中心的研究

团体，连接了上海普陀区和奉贤区的各研究机构，该机构作为附属医院，带领下级社区医院进行高血压

研究。社区服务中心作为中老年高血压病人的主要就诊中心，通过加强高血压的社区干预，对提高高血

压的总体干预效果是具有积极作用[14]的。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展开了医疗共同体建设，在

促进各种慢性病治疗中具有榜样作用。 

4.3. 聚类网络分析 

回溯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耳穴贴压之所以起到了重要的媒介和传递作用，是因为眩晕症作为高血

压病的主要症状也是高血压病的中医学名称，耳穴贴压可以有效缓解患者头晕症状、调节情志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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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舒适，在临床护理方面，对于患者的护理主要是增进患者舒适，耳穴贴压通过贴于神门、心、皮质

下、交感以养心安神[15]、辅以木性之角音，疏肝理气，调畅平和，助人入眠[16]。故在中医护理技术上，

耳穴贴压常作为临床应用和学术研究中。其余关键词虽然出现频次不高，但它们同样在该研究领域中起

到了重要的媒介和传递作用。关键词突现是指在短时间内发表文献中出现频次极高的关键词，关键词的

突现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反映出相关主题的受关注程度[17]。通过数据分析，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的关键

词突现仅有两个。结果显示，从 2019 年开始，穴位贴敷这一中医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之中，可

能与 2019 年开始，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有关，高血压作为老年人的常见慢性病，在此之后，高血压

病人数量可能会得到骤升。我国在治疗高血压的经费上投入巨大，但在高血压中最主要的是预防高血压

的发生。穴位贴敷在当时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慢性疾病之中，在经过大量学者临床实践之后，患者可以

借助中药穴位贴敷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血压，中药穴位贴敷发挥出了治未病的独特优势[18]。故穴位贴敷从

2019 年开始一直被投入临床高血压治疗之中，并一直保持爆发至今。在 2021 年之后，生活质量这一关键

词得到了爆发。可能与当时《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19]的发布有关，对于护士的要求不再仅是技能上

的要求，更多是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于患者的整体护理，提高患者舒适度为主要目标。 

4.4. 时间网络分析 

按照关键词的出现顺序，近二十年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热点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中医护理和高血压治疗结合尝试阶段(2005~2009 年)，2005 年李向红首次利用中医药系列的降压宝

在临床高血压患者中，并取得显著成效。并在此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利用中医各项技术在高血压患者的

治疗上，虽有一些研究的治疗效果不够明显，但仍带动了该领域的一定发展。 
耳穴贴压的广泛应用(2010~2014 年)，在 2010 年的高血压防治指南的发布，因为缺乏中医防治高血

压的规范准则，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耳穴贴压这一经典中医治疗方法用于临床高血压患者护理之中，研究

者大多来自于中医院，故在实际应用中还将中医理念中的“心主神志”带入研究之中，更加重视高血压

病人的心理护理。 
多种中医技术的应用(2015~2024 年)，2015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医技术被应用于临床护理之中，包括

耳穴压豆、穴位贴敷、中医证候针灸等。不仅适用于心理护理，还更加关注患者的综合情况：睡眠障碍

缓解、焦虑的治疗、术后的康复等。高血压中医护理技术开始渐渐走向以关注高血压降压效果与患者生

命质量为主的融合发展阶段。 

4.5. 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发现：近二十年，我国高血压中医护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中医护理技术、高血压病、治疗效果、社区几大领域。笔者通过可视化分析结果认为我国高血压中医护

理研究还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4.5.1. 加强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掌握 
目前护理人员对于中医的学习仅是在校期间，学校根据教育部下发文件而组织培训对于中医的基本

知识的学习。然而学习过于浅表，仅为学习相关概念，并未深层次地了解中医技术的核心内容以及专业

手法。中医相关院校应发挥其独特优势，加大护理专业对于中医的把握程度，在培养方案和目标上凸显

出中医的优势和特色。其他西医院校，也应提升护理学生的综合实力，与相关重点院校联合，进行中医

课题讲座的宣讲以及相关技术的学习竞赛。为深入评估护理人员对中医护理知识掌握及应用的程度，可

遵循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通过结合线上与线下教育资源的中医护理知识培训体系。由资深的中医医师

或专家从系统的理论教学，再到组织护理人员参与中医护理实操技能的培训，包括针灸、拔罐、耳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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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贴敷疗法及按摩等多种技法，并通过反复训练加以强化。传统和西医与中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提供

护理人员短期进修机会，使护理人员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并应用中医护理技术，致力于提供高品质

的护理服务。 
在未来，进一步增强护理人员的知识水平，以及如何将高水平人才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医技术学习、

提高中医护理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能力将会是研究者们着重考虑的问题。 

4.5.2. 将更多特殊中医技术投入护理之中 
在当前分析结果来看，高血压病的护理之中大多为穴位贴敷和耳穴贴压这类基础中医技术，研究重

点大多在睡眠、焦虑等方向。缺乏在高血压降压以及病因治疗的方案，导致在实际中疗效较慢或较轻，

从而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在今后的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中，学者们应将研究方向放在其他更专科的中医

技术之中，完善该领域的欠缺，更好地完善中医治疗高血压的计划制定。 

4.5.3. 完善相关护理效果评价体系 
在进行大量计量数据分析中，笔者发现许多研究者的中医护理方案来源于中医古籍和临床经验，其

包括特色技术、五音疗法、食疗和健康指导等[20]，效果评价标准以“好、较好、一般、差”来描述，具

有主观性，缺乏量化的判断标准，不利于评判护理效果。许多学者大多只评价单项效果，很少有较为全

面地评价患者在治疗后的全身各项情况。在传统护理效果的评估方面，基础理论考核可采用晨会随机提

问、书面考试或在线测试等形式；对于中医护理专科操作，则通过现场实操演示、模拟病例处理等方式

进行，确保考核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还可开展中医护理技术服务的患者满意度调查，多方面考量护理人

员，以确保中医护理质量与服务的持续优化。今后的高血压中医护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收集试验者全

面数据，规范量化数据汇报提高研究结果的信效度，还应综合考量护理人员在中医护理方面的全面掌握

程度、并与患者满意度结合，提高中医护理质量，从而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和应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2003~2024 年国内高血压中医护理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缘起发展紧贴国家政策发展

变化以及国家对中医传统文化的重视，在此之后中医理论和操作在综合医院的全面推广，并且经过多方

临床实践已证实中医护理技术对于高血压病的治疗非常有效。所以就要求护理人员要加强对中医基础知

识与技术的掌握，提高自身专科能力水平以及专业素质，使中医护理技术更全面和科学，促成之后相关

研究的创新课题开展。此外，重视中医传统文化，提高中医与护士在校时对于中医知识的掌握程度，增

加中医技术的学习机会，从而达到提高中医护理的效果和强化中医护理学科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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