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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NE)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前沿。方法：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从2000年至2025年3月30日收录的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的研究文献，将文章进行筛选并导出。采用

Excel2016统计发文量并绘制折线图，采用CiteSpace6.3R1软件对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

分析并绘制可视化图谱。结果：纳入文献1031篇，涉及610位作者，核心作者共24位，以丁樱团队、董

慧敏团队、周云亮团队发文量最多；涉及559个发文机构，发文量前3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

学、成都中医药大学；高频关键词包括“针灸”、“推拿”、“中药”、“临床观察”、“临床经验”

等，形成15个聚类词和12个突现词，“临床经验”、“下元虚寒”是最近突现的个词。结论：近年来发

文量有所下降，研究团队之间和研究机构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开展更多高质量和新兴的研究，促进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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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 spots and frontiers of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N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cted by CNKI of China from 2000 to March 30, 2025 
were searched. Then filter the articles and export them. Use Excel2016 to count the number of pub-
lished articles and draw a line chart. CiteSpace6.3R1 software is used to co-occur and cluster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and draw a visual map. Results: 103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610 authors and 24 core authors, with Ying Ding team, Dong Huimin team and Zhou Yun-
liang team contributing the most. It involves 559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top three a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and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clude 
acupuncture, massa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observation, clinical experience, etc., 
forming 15 cluster words and 12 emergent words, of which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deficiency 
and cold in the lower yuan” are the latest emergent words.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has decreased, and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team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more high-quality and emerging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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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儿遗尿症(NE)是小儿常见病之一，以 5 岁以上儿童出现夜间尿床为主要临床表现，一般表现为 5~6
岁儿童每月至少发生 2 次夜间睡眠不自主漏尿症状，7 岁及以上儿童每月至少尿床 1 次，且持续 3 个月

以上，没有明显的精神和神经异常。这种情况常导致儿童出现严重的心理压力，同时给家庭带来极大的

负担[1]。目前研究表明近十年小儿遗尿症的发生率较前十年有增加的趋势，这可能与尿不湿使用增多，

对小儿的把尿训练减少有关。小儿遗尿症具有自愈倾向，但仍有约 1%~2%的患儿会延续至成年。在治疗

上首先应该调整患儿的饮食作息、养成规律排尿的习惯，以及觉醒训练和心理治疗。一线治疗药物为抗

利尿激素类似物(DDAVP)，多选用去氨加压素，但该药物治疗复发率较高，且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1]。
相对于西医治疗，中医药治疗该病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少等优势，近年来也开始得到更多家长的认可。 

小儿遗尿症在中医范畴属于“遗尿”、“遗溺”，中医病因病机认为，遗尿多以虚寒为主，《诸病源候

论·遗尿候》中“遗尿者，此由膀胱虚冷，不能约于水故也……膀胱为津液之腑，腑既虚冷，阳气衰弱，不

能约于水，故令遗尿也”。概括了遗尿多是由阳气虚弱，膀胱虚寒所致。除此之外，遗尿还与肺、脾、肾三

脏密切相关，肺脾气虚、心肾失交、肝经湿热也可至三焦气化失司，膀胱约束不利而致遗尿[2]。中医学常针

对此病辨证施治，灵活配伍用药，除口服中药以外，也常结合针灸、推拿、穴位贴敷等外治法综合治疗。 
本研究是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根据得到

的可视化图谱来分析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主要研究内容、现状、热点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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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收录的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相关文献。检索式为“主题：(小儿遗

尿精确) OR (遗溺精确)”；检索时间范围为 2000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学科领域选择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学及中药学相关学科；论文类型选为学术期刊。 

2.2. 文献筛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 以中医药为主要治疗措施或联合其他措施治疗小儿遗尿症的文献 
排除标准：① 题录信息不全的文献；② 不以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为主要内容的文献；③ 重复发

表的文献；④ 综述、文献数据分析等非原始研究文献。 

2.3. 数据规范处理 

将检索得到的文献根据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后得到的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命名为 CiteSpace
可识别的“download_xxx.txt”格式。建立 CiteSpace 文件夹，在文件夹中建立 4 个子文件夹，分别命名为

“input”、“output”、“data”、“project”，将导出的文件保存在“input”文件夹中。再统一关键词

(如“小儿遗尿”“儿童遗尿”“遗尿症”合并，统一发文机构名称，研究机构二级院所或医院科室统一

至上级机构。 

2.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2016 统计发文量并绘制折线图，采用 CiteSpace6.3.R1 软件分别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进

行可视化分析。参数设置：时间跨度(time slicing)为 2000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
为 1，节点(Node Type)分别选取 Author、Institution、Keyword，“g-index”为 k = 25。裁剪方式设置为

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获得作者、机构、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获得聚类图谱、突现词和时间线图谱。 

3. 结果 

3.1. 文献筛选结果 

初检得到 1608 篇文献，筛选学术期刊、学科分类后得到 1201 篇文献，再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

后最终得到 1031 篇文献。 

3.2. 发文趋势分析 

发文量的时间分布可以反映某一时间段内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小儿遗尿症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在近

二十多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 2000 年~2008 年这一阶段处于波动上升趋势，从 44 增长到 58 篇。

2008 年~2010 年这 3 年趋于平稳，并为这 20 年来的高峰阶段。2010 年~2024 年就呈明显的波动下降趋

势。发文时间分布见图 1。 

3.3. 作者共现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研究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之间的合作关

系。图 2 为该领域发文作者的共现图谱，该图谱中共有 610 个节点，262 条节点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14。
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核心作者最小发文量为 max0.749M n= × ，( maxn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本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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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maxn 为 9，计算得出 M 等于 2.247，即发文量≥3 篇为核心作者，共有 24 名，占发文作者的 3.93%，核

心作者发文总量为 95 篇，占总文献的 9.21%，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不明显。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发文量的

多少，发文量排名前 5 的核心作者为丁樱(9 篇)，董慧敏(7 篇)，周云亮(6 篇)，石印服(5 篇)，张国锋(5
篇)。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该领域团队内作者合作较为密切。 

 

 
Figure 1.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enuresis from 2000 to 2024 
图 1.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 2000~2024 发文量 

 

 
Figure 2. Co-occurrence atlas of authors in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图 2.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作者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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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可以反映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图 3 为研究机构共现

图谱，图谱中共有节点 559 个，节点连线 101 条，网络密度为 0.0007。节点大小表示该机构发文量的多

少，连线表示机构间的合作关系，连线粗细程度表示机构间合作强度。研究机构发文量前 5 如表 1 所示。

机构间的合作多存在于大学与其附属医院之间，不同地域的机构间的合作较少。 
 

 
Figure 3. Co-occurrence atla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ınfantile enuresis 
图 3.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机构共现图谱 

 
Table 1. The top 5 articles issued by institu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表 1.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机构发文量前 5 

 发文量 年份 机构 

1 20 2010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17 2013 河南中医药大学 

3 15 2004 成都中医药大学 

4 11 2000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10 2001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5. 关键词 

3.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研究关键词可以高度概括文章的核心内容及研究重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中心性可以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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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明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在统一关键词之后，得到 574 个节点，792 个节点连线，如图 4。其中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 5 个关键词为小儿遗尿(0.63)、儿童(0.52)、推拿(0.47)、针灸(0.39)、临床经验(0.34)，
说明这些关键词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关注度较高。 

 

 
Figure 4. Co-occurrence atlas of key words in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图 4.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关键词共现图谱 

3.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是指将数据根据相似度分为多个分组，聚类图谱可以清晰地表现数据之间的关系。关键词聚类

则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在聚类分析中，聚类模块值(Q) > 0.3 表示聚类结果

显著，聚类轮廓值(S) > 0.5 则表示聚类具有合理性。采用 LLR 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 5，S = 
0.974，Q = 0.9134，说明聚类结果显著且具有可行性。图中共有 15 个聚类词，其中，#3、#7、#9、#12 主

要为治疗小儿遗尿症的各种治疗方法，包括针灸、推拿、中药、耳针、穴位贴敷等疗法；#4、#11 为针对

小儿遗尿症常见的辨证分型的相关研究；#2、#5、#14 主要是对小儿遗尿症的临床观察研究及临床经验的

总结。 

3.5.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突现词的变化也反映了某一关键词在该领域的

关注度变化。关键词突现图如图 6 所示，突现强度最高的前 3 位关键词为临床经验(9.32)、中医治疗(3.54)、
桑螵蛸散(3.52)，说明这些关键词在该领域研究中受关注度较高。穴位贴敷、缩泉胶囊两个关键词突现时

间都在 2014~2021，突现时间较长，说明该热点持续时间较长。临床经验、下元虚寒两个突现词都持续至

今，说明在近两年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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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 map of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图 5.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6. Analysis of emergent words in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图 6.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突现词分析 

3.5.4.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可以反映该领域在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变化。如图 7 所示，2000~2010 年主要

研究方向为小儿遗尿症的中医治法及其临床观察，包括针灸、推拿、耳穴压豆及中药等，并探究其中医

证型及治法，此阶段以肺脾气虚、脾肾阳虚为多。2005~2010 年开始重视心理疗法对小儿遗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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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法方药等仍是研究的热点。2010~2015 年开始更多提到心肾不交的中医证型，并且对于制成中成

药的缩泉胶囊临床观察增多。2015~2020 年对于穴位贴敷治疗小儿遗尿症的关注度较高，且开始从遗尿

患儿的睡眠质量及该病的复发率来研究该疾病。2020~2024 年开始有一些对于名医经验的总结，并出现

了一些新的理论探讨。 
 

 
Figure 7. Time-line chart of key words in treating infantile enures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图 7.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4. 讨论 

4.1. 文献可视化分析 

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研究文献量在近 20 年呈现由波动上升到波动下降的变化，2020 年后的发

文量显著降低，说明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下降，这可能与该领域研究内容相对饱和有关。 
在小儿遗尿症中医药治疗的研究中，形成了较多的作者团队，但团队间的合作较少，一般以团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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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发文较多，还有部分是以个人发文为主的。目前该领域以丁樱团队、董慧敏团队、张国锋团队、

常克团队发文较多。河南中医药大学丁樱团队多以理论探讨及丁樱学者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经验发文；河

北省唐县中医院的董慧敏团队主要研究穴位注射及刮痧治疗小儿遗尿症的临床观察[3]；河北省新乐市人

民医院的张国锋团队以补中益气汤治疗小儿遗尿症的临床观察为主要研究方向[4]；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的常克团队以研究中药治疗小儿遗尿及总结临床经验为主。 
机构的发文多以中医药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为主，在这些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到学校内部和医院内部

的合作更加紧密，例如“成都中医药大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之间合作次数较多，而跨地域

的院校之间或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比较缺乏的。 
从近 20 年的发文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发文作者还是发文机构团队来看，对于小儿遗尿症的研究都比

较局限于院内或者校内团队之间的合作，缺少各个优秀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跨区域的合作，在近几年

发文量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增强团队间的合作和沟通，加强对热点领域如“临床经验”、“下元虚寒”等

的研究，可能会产生新的火花，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发展。 

4.2.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通过高频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来看，可以将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研究热点大致分为理论探讨、

临床研究、治疗经验三个方面。① 理论探讨：这一方面包括了中药治疗对于小儿遗尿的作用机制、小儿

遗尿症的中医病因病机及治法的探讨。在对中医证型的探讨中，脾肾阳虚、下元虚寒是小儿遗尿最常见

的中医证型，除此之外，还包含肺脾气虚证、心肾不交证等。中医治法主要总结为补肾止遗。丁樱学者

认为小儿遗尿的发病与小儿“三有余，四不足”的体质特点相关，治疗以补虚泄实为主，再根据个体气

虚、阳虚、肝旺等特点加以辨证施治[5]。尚菁团队通过“五志”来探讨小儿遗尿，表示除肾气不固等病

因外，喜、怒、悲、思、恐五志过极也会因为影响了脏腑气机而导致小儿遗尿，认为调节小儿情志对于治

疗和预防小儿遗尿也很重要[6]。董秀兰团队从“调肝理脾法”论治小儿遗尿，认为肝主疏泄，脾主运化，

肝脾协调是保持小儿正常排尿的生理基础[7]。② 临床研究：这一方面涵盖了治疗小儿遗尿症的各种中医

疗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穴位贴敷等，这些治疗方法都可以对小儿遗尿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并且

联合使用也可加强疗效。中药方剂多采用桑螵蛸散、缩泉丸、五苓散、补中益气汤等。针灸对于小儿遗

尿症的治疗作用也非常显著，各种针刺疗法包括头皮针、温针等，艾灸治疗包括热敏灸、隔姜灸等，张

亚倩等分析治疗小儿遗尿的选穴规律[8]，得出百会、关元、三阴交、肾俞、中极为治疗小儿遗尿的前五

个常用穴位。推拿治疗小儿遗尿常选用任脉、督脉、膀胱经、脾经上的穴位[9]，临床疗效显著。除此之

外，耳穴、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等中医疗法治疗小儿遗尿现象也广泛运用于临床中并且有较好的疗效。

临床中，这些治疗方法常结合使用，中药配合外治法的使用，也可显著提升治疗效果。潘连奎[10]使用健

脾益肾推拿法联合缩泉丸治疗小儿遗尿，得出加用推拿法的治疗组疗效显著高于只使用中药的对照组。

张财等[11]针药结合治疗下元虚寒型小儿遗尿，针药结合组的疗效也高于单纯口服中药组。③ 治疗经验：

遗尿中医病机为三焦气化失司，膀胱约束不利，病位在膀胱，且与肺、脾、肾密切相关。丁樱教授[12]认
为下元不固、膀胱虚寒是遗尿的主要病机，治疗本病当以温补固涩下元为本，并兼顾补肺脾之气、清心

火、疏肝气。朱珊教授[13]认为小儿遗尿多与小儿“脾肾常不足”的特点相关，治疗时当重视脏腑辨证，

并以补气益肾、缩尿止遗为基本治则。石强教授[14]运用六气、六经结合八纲辨证，认为小儿遗尿的主要

病机为厥阴风热下迫肠间，运用白头翁加菖蒲郁金汤化裁治疗，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的疗效。宋铁玎[15]教
授从心肾论治小儿遗尿，认为治疗重在补肾止遗，交通心肾，开窍醒神，并在必要时结合心理干预。王

素梅教授[16]认为小儿遗尿当从肝论治，认为肝郁化热为病机，治疗当以清泻肝胆实火为主，辅以补肾止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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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现词图中红色部分表示该关键词的突现时间段，结合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临床治疗方

面，包括“针灸”、“推拿”、“中药”、“穴位注射”、“穴位贴敷”等治疗方法都曾是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近年来虽然热度下降，但也在临床研究中常见，这也说明学者们对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方式及用

药也还在不断地探索中。“名医经验”、“医案”、“下元虚寒”等在近年来仍有较多的研究节点，说明

目前乃至之后几年，这些方面仍然可以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5. 小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等方面的可视化分析，发现

该领域发文量近年来呈波动下降趋势，发文作者及机构之间合作关系不密切，这也可能是导致发文量下

降的原因，作者间和机构间应当加强沟通交流，尤其是在近几年的研究热点方面，促进该领域迸发出新

的火花。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疗小儿遗尿症及其临床研究、名医经

验等方面，并在持续发生变化。目前，该领域虽然有较大的发文量，但仍存在动物实验方向的研究较少，

部分临床研究质量不高等问题。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人工筛选文章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纳入文献的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只选择纳入了了 CNKI 的文献，无法进行国内外研究情况的对比。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药治疗小儿遗尿症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趋势等，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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